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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演奏艺术规范化是古筝艺术普及、提高、 

发展、创新的基础，是古筝艺术走向世界，成为世界 

性乐器 的必熟 条件。任何一 门器乐艺术成为世界 

的，必然有一套系统的理论和规范的演奏方法，只有 

具备了世界性，才能真正成为世界的。下面我就古 

筝演奏艺术规范化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

、古筝演奏艺术规范化的意义 

人 类社会规范化 的形成 是人类 文明进步的标 

志。古筝艺术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流传后．人们已 

不仅仅只停留在认识、了解、喜爱这个乐器上．而是 

作为一门艺术来欣赏它从事它。历代文人墨客在 

诗 、词 、歌 、赋中无 不对它大加 赞誉 ．社会发展 至本世 

纪．古筝已形成了各种流派的演奏方法和特色。 

演奏方法是为音乐作品服务的．每一种演奏方 

法都不是独立、也不可能独立存在的．它们互相依 

附、互相借鉴、又各具特色。音乐风格的形成，只是 

韵味的不同．弦序、旋律的走向不周。科学、规范的 

演奏法 ．不会影响音乐的风格，只会加强音乐作品的 

表现力。用现在我们使用的方法来弹奏一首传统乐 

曲．我们绝对不会听成是近年来剖作的新乐曲。一 

种方法弹奏一个流撅风格的音乐作品．已远远跟不 

上时代的要求．用科学、规范的演奏方法加之各流撅 

最具特色的演奏技巧来演奏各流派的音乐作品．才 

是古筝教学、演奏者应具备的隶质。 

古筝演奏艺术的规范化是以科学作为基础的。 

现代演奏法是人们在传统的方法上经过一个时期不 

断的研究、发展 、探讨 、总结而形成 的，符合人 的生 理 

机能 ，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和社会认同性 ，我们 只有让 

古筝演奏艺术走向规范化道路．才能使之成为国际 

共认的世界性乐器。 

古筝演奏艺术的规范化更莺要的一点是为了推 

动古筝艺术的健康发展．给古筝艺术的传播及弘扬 

提供良好的基础环境。近些年来 由于人们对古筝 

乐器的偏爱，在全国兴起了学古筝热潮，一大批非专 

业弹筝人也尝试着从事古筝的教学活动．给古筝的 

教学、演奏带来严重的不规范行为。如：许多学生的 

条件很好．音准、乐感、节奏、理解力也都不错，可就 

是不能看他演奏，听他弹琴 ．问题是他们在那些一 知 

半解的教师教导下，扭曲着自已的生理规律，形成了 

翻胳膀．抬大臂，手指僵硬．指法运用错误等等不科 

学的弹奏方法，一首乐曲弹下来．精疲力尽，满头大 

汗．音色出不来，速度上不去．更谈不上音乐的表现 

力和感染力了 这种现象在一些地区已相当严重。 

所以我们呼唤古筝演奏艺术的规范化．其 目的无非 

是使古筝艺术生命的延续得到可靠的保证 ．使古筝 

这一中国的民族乐器犀早走向世界。 

二、古摹演奏艺术不规范的形成原因 

几千年的古筝历史．给古筝艺术留下了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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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文化知识 ．多少代乐筝人为了古筝艺术的繁衍 

付出巨大的努力。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传统的 

古筝演奏艺术只有通过不断的发展 、创新才能适应 

社会的需要。由于众多原因 ．使古筝演奏艺术的发展 

始终很不平衡 ，以致于不规范的问题较为严重地凸 

现出来。 

1、各流派形成 了较独立的演奏法：由于南北方 

文化的差异、习俗的不同．各流派均 已形成了 自己较 

完整的演奏技法。各流派在形成过程中，虽互相借 

鉴 ，同时又相互排斥难以统一，给演奏技法的规范化 

增加了难度 。 

2、乐谱版本的多样化 ：古筝乐谱在流传过程中， 

受乐筝人个人习好、文化修养的影响，乐曲驻本都是 

以单 传为主 ．一首乐曲，由于不 同的人演奏 ，而形成 

了不同的驻本 ，虽各有特色 ，但给版本 的规范问题又 

带来了许多麻烦。 

3、指法符号定立的个性化 ：一首乐 曲．由于演奏 

法的不 同，对指法符号的使用也 不尽相同 ．加上一些 

创新符号的使用不规范以及个性符号 的创立 ，使一 

些在乐谱上的记谱符号无 法看懂 ，影 响了古筝指法 

符号的统一规范 。 

4、古筝教学中的非专业化：古筝教学近年来形 

势喜人，习筝者逐年猛增，导致一部分既设有系统学 

过古筝演奏理论．又没有从事过古筝演奏实践的非 

专业者，片面认为古筝好教好学，而大批量招生学 

员。他们只考虑商业利益 ．扩大生源 ．在教学 中不求 

质量 ，只看数量，对不规范．不科学的演奏法无能加 

以纠正 ．使流向社会的一大批学生和 教师严重存在 

着不规范的教学 和演奏方法问题 ．直接影响着古筝 

演奏艺术的健康发展 。 

三、推动古摹演奏艺术规范化形成的措施 

规范古筝演奏艺术是古筝音乐文化传播的基 

础。古筝演奏艺术各流派传统的演奏方法有些方面 

是不科学 ．是违背人体生理规律的是不可取的．这是 

历史遗留下的问题 ．是 由那个历史时期形成的 ．有它 

的客观性和历史性。我们现在所说的传统技法 ．也是 

经历过演变的．它绝不会是几千年前一成不变的演 

奏方法 ．它是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而形成的。抱着历 

史，接着传统的观念必须打破．只有继承优秀的传统 

技法 ．才能使古筝演奏艺术不断的发展、创新。 

1、建立统一规范的现代演奏法 

现代演奏法 ：双手一般四个指头带义 甲，分别为 

太冲 、食、无名指．手型半握拳状．指关节凸起．太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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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轮驰，小臂手腕手背平行，掌心 向下 ，指 甲触弦 

时手掌心幅度一般不超过莘头。一指一位，悬腕不扎 

柱 ，摇指多为悬腕或小指作为支撑点，指甲正面接触 

弦上下摆动。左手按滑揉颤技巧指型弯屈 ，手腕手指 

小臂平行．用力统一均匀。左手演奏复调或伴奏音型 

的方法和右手相同。这种演奏法，指尖触弦点声音集 

中．圆润，饱满 ，音色统一．出指速度快 ，噪音小，颗粒 

性强 ．摇指 自由运动 ，游刃有余 ，可用三指或四指 同 

时演奏和声效果。左手除担任传统技法的按滑揉颠 

以外 ．能和右手 一样演奏一些技巧难度太的复调和 

和声。这种方法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表现力感染 

力强．演奏飘选、大气，不受调式、调性影响，可根据 

作品的需要，打破传统五声调式音阶排列。丰富的演 

奏技术、规范的演奏方法，也绐古莘作品的创作提供 

了较大的空问 现代 演奏技法虽具有很多科学性 ，但 

我们仍然要用哲学的观点看待它，不能把传统的所 

有技法全盘抛弃．我们仍然要保留各流派最具特色 

的演奏技法。如山东 筝的太指小关节密摇 、河南筝的 

太指游摇 、浙江筝的快四点 、潮州筝的双按 (活五)、 

客家筝的八度轮等，它们和现代技法的并存，才是古 

筝演奏艺术良性发展的轨道。 

2、建立统一规范的教材 

教材是古筝演奏和教学的依据，是无声音乐到 

视听艺术的纽带，是音乐传播的文字符号，是作曲家 

思想内容的体现，是演奏家二度刨作的源泉。离开教 

材，离开乐谱．人们就无法表现作品的思想内容，也 

无法提供音乐作品广泛传播的空坷。 

自一九五七年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曹正先生编 

写的《古莘弹奏法)以来，古筝教材算是有了第一个 

规范的古莘教本．虽说曲目不多．篇幅不太．可它对 

筝乐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迈出了古筝规范教材 

的第一步。近 20年来古筝事业的发展突飞猛进 ．各 

种教材也层出不穷．考级曲编、考级教程、古莘演奏 

法、古筝乐谱专辑等．一时期呈现出了一个繁荣景 

象。选虽然给古筝教学、演奏带来了方便 ．但教材多 

的背后又给我们制造了许多麻烦。如：考级曲目级别 

标准划分不统一．同样一首乐曲有的教材划为六级 

曲目．有的教材划为九级曲目。还出现乐谱规范性 

差．错音较多，高低点不清楚．记号、符号使用不科 

学．复调对位不严谨等等问题。每攻给学生上课总要 

先改谱，改来改去不知道改的是否正确。所以我认为 

教材多未必就好，宁少务滥 ．关键是精 ．而且要具有 

权威性．这样才能规范我们的乐谱版奉。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古筝乐谱 的版本 由于历史原 因和演奏 家的二 

度创作巳形成了一曲多版本的现象。随着近年来古 

筝乐谱的大量出版 ，演奏谱的形式也禽演愈烈地向 

我们走来 ，为了弄清演奏谱和原谱之间到底有多大 

差别 ，我做了一些研究和 比较 ，结果是大部分演奏 

谱和原谱 之间只是改动了几个音符和加 了一点个 

人的处理 ，没有多大的变化。演奏中改变一些处理 

方式 ．变化一点音响教果 ，实属正常之事 ，不伤大 

雅。所以，演奏谱的形式没有必要 以正式 出版物的 

身份步人市场 ，这样只会给业以规范的版本增加更 

多的、不必要的麻烦，同时 ，也是对作品的一种侵权 

行为。琵琶曲《彝族舞曲》第八段很多人在演奏时把 

它删去了．王惠然先生很有意见 ，因为侵犯了他的 

著作权，也对乐曲内容形成了一种遗漏和中缺，这 

种改谱情 况，在琵琶界较多见 ，巳形成一种 风气。我 

们要求走 向法治轨道 ，而把别人的作品乱改巳构成 

了侵犯作者权益．是犯法行为。(林石诚著 《瑟琶指 

法与表演之窥见)1996 1中央音院学报)。古筝演奏 

谱的形势再不煞车，不久的将来，就会有很多人以 

自己的名义 出版个人演奏谱 ，到那时 ，就无法控制 

乐谱规范化的问题了。 

教材是教学工作 的基本依 据．它是否完善直接 

体现着教学水准 的高低 从现有的古筝教材状况来 

看，目前最需要解决的是从初级到中级阶段系统基 

本功训练的练习教材 ，因为这一部分使用 的人最 

多，也是古筝普及水平高低的关键时期。据此，建 

议 ：(一 )组织古筝界专家和社会教育家联合研讨 ， 

出暖一套古筝 的系列救程 ，规范教材市场。 (二 )建 

议权威部门整顿考级单位 ，规范考级曲目和考级标 

准 ．使古 筝考级工作沿着健康 良性的发展 道路前 

进。 

3、建 立境一规范的糟法符号 

规范记谱符号的问题 1986年扬州会议巳正式 

提出来研讨。时隔近2O年，古筝指法符号用指的科 

学性和习惯性成了古筝界人士探讨、争议最多的问 

题 ，许多专家还专门就规范指法符 号问题发表了论 

述。如 ：邱大成先生的指法符号表 ；张树德先生的 

《古筝记谱法初探)；苏巧筝女士的 <论古筝指法 的 

分类、统一问题》；张贵生先生的 《论古筝指法符号 

规范化摘要)等等．使古筝记谱符号有了一定的规 

范。随着古筝作品的创新，演奏技法的增多，传统的 

指法符号巳不能满足记录现代作品的需要 ．倒如： 

拍、打、元音高刮奏、煞音以及许多特殊而又在现代 

曲目中使用的音响效果等等 有些新的符号出现在 

乐谱上让人很难看懂，而且独剖性很强，即使有的 

作品在谱后有说明，可跟实际效果还是差距很太。 

在这一点上，传统指法符号还是相对清晰的多，让 

人一目了然。经过大家 的共 同的努力古筝指 法符号 

的统一规范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还不够细致。 

倒如 ：一个摇 指就有好几种记谱符号 ： 、Y、一、 

{。无论你用哪一个指头摇，符号完全可以统一。 

“两百多个指法确实不算多 ，关键是每一指法 的概 

念不清，标准不一，符号杂乱现象严重阻碍着交流 

和发展 (引自：苏巧筝女士《论古筝指法符号的分 

类、统一问题)) 

结 语 

古筝演奏艺术规范化问题是时代的要求．是多 

少辈弹筝人的共同心声。规范化不是模式化或僵 

化，不同流派风格的形成和发展，是对古筝演奏艺 

术的丰富、完善和促进 只有不断的规范演奏 艺术 ， 

古筝这门传统的中国乐器才能走向世界，才能在世 

界乐林中占有一席之地 我们急切地希望古筝演奏 

艺术规范化能走在我国民族乐器规范化道路的前 

列 ，这将是筝乐界 的骄傲和 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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