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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分析 了轮指在古筝演奏技术结构 中的位置和意义以及训练过程，探讨 了关于轮指的运用及如何 

练 的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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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筝是一件演奏技法复杂而艰深的乐器，它对音乐 

的诠释是以十个手指精妙、和谐的动态形式与音韵艺术的高 

度统一为基础．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艺术的技巧”和“技巧 

的艺术”。在传统的文化生态大系中，中国古筝艺术。历经磨 

砾．犹如一棵长绿的青藤，枝繁叶茂，千载如荫，它始终保持 

若生存力与发展。历代的古筝演奏家以自己的方式为其生命 

的绵延与壮强注入了新的精神。并逐渐形成了山东筝派、河 

南筝派、客家筝派、潮州筝派等著名的八大地域性流派，并且 
一 直延续至今。从而成为古筝音乐艺术中最为珍贵的艺术遗 

产。也奠定了古筝在中国传统音乐中重要的地位以及赋于了 

它厚重的文化底蕴。笔者从事古筝演奏与教学多年，深深的 

感受到现代筝曲与演奏新技法给传统筝曲和技法所带来的 

冲击，它影响并改变若目前的演奏与教学观念，为此，本文试 

从器乐学的视角采用整体的、系统的、综合的方式。来探讨关 

于轮指的运用技巧以及如何训练的问题。 
一

、轮指在古筝演奏技术结构中的位置和意义 

轮指技法的创造性运用是形成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它 

最大的成绩是使得古筝得到了自然的、圆润的、颗粒性强的、 

频率密集的、连续不断的长音。最大限度地解决了古筝长音 

效果不尽理想等诸多问题。在以前的中国筝演奏技术结构 

中，如果想得到连续不断的长音效果 ，一般有两大类，第一类 

是河南筝派与山东筝派中的大指关节托劈。他们之间的区别 

主要是指关节运动部位不同．河南筝使用的是大指大关节， 

山东筝派用的是大指小关节托劈。这一类的技术要求主要集 

中大指的指关节快速在琴弦上运动，由此产生长音效果。同 

时也要求有长久的耐力与密集的频率，否则长音就会出现 

“断”与“卡”的情况，这样就会影响演奏的效果。另外，这种技 

法的出音的效果一般是音色较为高亢、硬朗，也常常伴随一 

些杂音。不容易表现出婉转流畅的音乐。第二类是摇指类，包 

括大指摇、食指摇 、双指摇 、三指摇等，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就 

是利用腕部与臂部的左右摆动，使得指甲快速触弦，而发出 

连续不断的声音．产生长音效果。不同点在于使用的手指不 

同而已。目前多采用大指摇。这一类的摇指比较容易奏出旋 

律优美的音乐，频度和力度可以完全由演奏者去调整。所以 

近些年来的古筝音乐中的长音基本上是由这一类来完成的。 

但是这一类也有缺点。由于古筝 的面板形状是弧形的长方 

体 ，在不同的音区，如果要使用摇指 ，需要及时调整手腕的高 

度和指甲触弦的角度．否则容易出现频率不均或者是断音的 

情况，这需要演奏者长期的磨合与练习。以上是关于在轮指 

出现之前古筝弹奏长音时需要的技巧。进入到 20世纪 90年 

代后，某些作曲家在创作作品时。由于对音色的不同需要。借 

鉴了琵琶等乐器演奏技巧．把原本是琵琶的长音技工5一 轮 

指创造性的借鉴，并开发了古筝的轮指技巧，后来又经过演 

奏者艰苦实践，终于使得古筝在弹奏长音时，又多了一种非 

常优美的演奏效果。 

据中国音乐大词典所述．轮指是琵琶、琴的弹奏指法术 

语，是用右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依次弹弦。大指挑弦、 

连得五声，按此顺序循环动作，发出丰满而连续不断声音，称 

为“轮指”叩 挪页，而借鉴后的中国古筝轮指有所 区别．主要 

在于因为手指不戴指甲，因而不参加运动 ，只用大、食、中、无 

名依次分别单弦，连得四声，而按此顺序循环动作 ，发出连续 

不断声音。总之在中国古筝的技术结构中，轮指解决了古筝 

长音音色的重大问题 ，使得音色趋于 自然 、圆润、饱满。而持 

久的耐力和任意调节的频率又使得古筝可以任意演奏复杂 

多调式、高难度的现代作品，这将在古筝演奏的技术结构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二、轮指的演奏方法 

1．轮指 的种 类及 用法 

种类：轮指分为单轮与长轮。单轮就是中指、食指、大指、 

无名指依次在某弦上弹出，而发出均匀的四个音 ，而长轮也 

就是单轮的循环重复．而发出连续而均匀的长音。 

用法：这两种轮指在实际的演奏乐曲时，要根据拍子速 

度的快慢进行演奏。比如在一拍内根据拍子的速度快慢可以 

单轮一次共得四个音；也可轮二次得八个音，也可三次、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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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l2个音和 l6个音，如果连续几拍或连续几个音都需要轮 

指的效果，我们就可以用长轮来演奏。 

2臂及腕的要求 

首先大臂要放松 自然，与身体成 40~左右。小臂也自然 

放松、放平，臂、手腕、掌部稳定统一，力量过渡自然，腕部放 

平，腕部关节没有人为形成内勾。 

3．手形的要求 

整个手形外观似圆，五个手指自然弯曲，成半握拳状，必 

须做到食指、中指、无名指的末关节 凸起和大指 末关节放平 

的状态。 

4．技术和效果的要 求 

第一。四个手指的触弦时力度均匀。音量相等。 

第二 。四个手指触弦时，时值相等、均匀、稳定。 

第三，音色统一，音质饱满，要求颗粒性强。 

第四。长音连贯 ，发音平衡 、统一、完整。 

第五。根据乐曲的要求，能够做 到力度和速度及音色的 

变化。 

三、轮指的训练过程 

1．触弦方式 

古筝的发音是通过手指的运动使义甲与弦磨擦，而振动 

琴弦。通过音板产生的，所以义甲与弦磨擦时，手指的状态、触 

弦角度、力度、速度、时间等决定了古筝的音色、音量、音质等。 

(1)触弦时手指的状态 

古筝演奏者的专业化直觉和知觉，主要是通过手指与弦 

体、人体与琴体的和谐作用关系而形成的，在练习轮指时，与 

练习其它的古筝指法一样。要求义甲触弦时要有弹性，一般 

有三个步骤：第一步骤是 未触弦时，整个手形是有控制的放 

松状态．即保持半握拳状态 ，手心要有一些控制 ，食、中、无名 

三指的末关节凸起。大指义甲与琴弦的角度是垂直的；第二 

个步骤是触弦瞬间。义甲指尖与整个指关节迅速用力，触弦 

而过；第三个步骤在触弦后，手指立即恢复到有控制的放松 

状态．这三个步骤就是松一紧一松的过程，应 当指出的是 ，合 

理的触弦技术表现为感觉触弦。在演奏中，人与琴体的关系， 

手与弦的关系都应当是亲和性的。而不是对抗性的。在常态 

的演奏动作中．演奏者必须在触弦时，首先获得关于弦体的 

信息，诸如粗、细、软、硬等，才能够准确而合理地释放力量。 

那么 合理的触弦技术表现为盲 目触弦，即在感知弦体 

信息之前。毫无目的，依据习惯所设定的力量，单一性地采用 

体力消耗。人为加力，对抗性的触弦，从而失去了弦上运动的 

正确感知 ．会在很大程度上延长技术训练的周期 ，并且频繁 

的发生技术水平的错误。 

(2)触弦义甲的角度、深度和厚度 

义甲与弦接触的角度应为九十度角。实践证明，九十度 

角触弦时。爆发力强，颗粒性好，音质扎实，穿透力强。义甲与 

弦接触时。吃弦的深度尽量浅。只要义甲指尖能够作用力于 

弦，就可以了，因为吃弦太深，磨擦力大，阻力也就很大，弹出 

的音色发闷。容易产生杂音和噪音 ，吃弦浅时 ，磨擦力小 ，阻 

力也小 ，音色明亮、透明 ，音质好 ，义甲的厚度也应该 因人而 

宜，但是不要~r,Jl4或太薄 ，太薄时 ，音色发虚发飘 ，太厚时 ，弹 

性不够笨拙，音色暗淡，影响快速弹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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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练 习步骤 

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骤：分指练习。即先独立训练每一个参与轮指的 

各个分指，比如先练习无名指 ，从 四出音符入手，细细体会合 

理触弦的感觉，直至指尖有了一定的良好控制力。然后再依 

次进行中指 、食指、大指的上述练习，在这一步时 ，尤其注意 

无名指和中指的训练。因为这两个指的控制力相对其它指来 

说较差，应该多加练习。 

具体要求 ： 

(1)初练习时，由慢开始逐渐加快，切勿快练； 

(2)每个指独立训练时，手指触弦时的幅度一定要小； 

(3)调节义甲的触弦角度和吃弦深度 ； 

(4)手形要严格控制； 

(5)符合松一 紧——松的触弦运动的过程 ； 

(6)力度适中，自然发力，要求每个手指触弦时力度统一。 

第二步骤 ： 

在第一步骤的基础上，练习单轮 ，即大指、食指、中指、无 

名指。依次触弦而过．发出四个音。 

具体要求 ： 

(1)手形保持稳定的状态，手指运动幅度小； 

(2)力度统一均 匀； 

(3)触弦角度、深度能够较好的调整； 

(4)中等速度练习。 

第三个步骤：熟练掌握单轮的技巧 

具体做法： 

(1)由无名指开始到无名指结束，练习十组，一组五个 ， 

其节奏为五连音。例如IN--'-----IN，三二一四三，二一 四---_-． 

⋯ ⋯ (备注：“四”代表无名指，三代表中指，二代表食指，一代 

表大指) 

(2)反复多次以上的做法，直到单轮熟练掌握 

具体要求：保持5个音发音均匀。力度强；避免开始参一 

个音为重音。 

第四个步骤 ：练习长轮 

具体做法 ： 

(1)由无名指开始 ，练 习节奏为“ 

xxxx”的节奏型： 

(2)熟练后，再练习节奏为 “ 

2 2 2 ”的节奏型 ； 

(3)逐渐加快弹出以上的节奏型，再练习“ 

⋯ ⋯

”

。 

具体要求： 

力度均匀。速度由慢到快。直至熟练掌握。 

第五步骤 ：换弦练习 

分别在高音区、中音 区及低音区各个琴弦上练 习，体会 

每个琴弦的粗细软硬等，调节力度、角度，熟练掌握各弦上的 

轮指感觉，由此。即可以进入轮指练习曲及乐曲的学习了。 

总之 ，只要按照上述要求刻苦练 习，持之以恒 ，灵活运 

用，相信轮指就能够很快掌握，演奏水平也会提高，演绎音乐 

也会越来越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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