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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可否认，近年来我国的古筝音乐取得了长足的进 

／ 步，其突出的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新创筝曲。相当 

数量的新曲不断问世，特别是作曲新技法的运用，丰富 

了古筝音乐文献。二、古筝演奏技术的新发展。随着右 

手技法的改进和组合性技法的丰富，尤其是在左手解 

放之后．崭新取音技术的出现，诸多新的音响形式被创 

造了出来，古筝的艺术表现力得到提高，筝曲的表现空 

间得到扩展。三、新人不断涌现。新人的涌现，加快了新 

乐曲、新技法的传播和普及，同时又有力地支持和推动 

了古筝新曲的创作和演奏技法的创新。 

回顾古筝音乐的发展，尤其是音乐风格的变化，不 

传统技法的角度看，这种定位十分明确，并由此发展出 

两套相互区别的演奏技法。这两套技法各有侧重，各有 

分工，区别明显。左手技法以按弦为主，活动于琴码的 

左侧，其基本任务是饰音，即承担乐音的润饰；右手技 

法则以弹弦为主，活动于琴码的右侧，其基本任务是取 

音，是古筝发音的动力源。二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右 

手技法可以不依赖左手而独立使用；而左手技法则难 

以独立使用，必须配合右手使用。这一区分，是从技法 

体系出发，就其总体性质而言的。基于上述事实，我们 

认为传统古筝演奏的左、右手技法，有类型学依据，可 

以从类型上作出区分．它们有两个最根本的区别：一是 

近年古筝左手技术的 

发展与筝曲音乐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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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不与古筝技术的发展相联系。演奏技法是器乐演 

奏的基本保证，也是风格形成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因 

此，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揭示近年来筝曲风 

格变化的原因，而且还可据此思考古筝音乐的未来。本 

文取技术的角度，从考察古筝左手技术出发，来讨论古 

筝左手技术与筝曲风格变迁的关系。 

传统古筝左、右手演奏技法的性质、 

功能及定位 

由于古筝的构造和形制的特点，造成了古筝左、右 

手演奏技法的区别。以琴码为界，古筝被划分出左、右 

两个演奏区域，左、右手被分别定位于左区和右区。从 

古筝左、右手技法的基本 

定位不同，其基本的功能 

也不相同；二是左、右手技 

法的基本性质有别，分工 

明确，不可相互取代。由 

此可见．从功能角度对古 

筝技法作出区分，不仅可 

以帮助我们认识左、右手 

各自的技法系统．而且还 

能帮助我们了解我国传统 

古筝技法的基本性质和基 

本特点。从这一依据出 

发，我们便可以对左、右手 

传统技法作出进一步的分 

析。 

1．传统左手技法。如 

上所述，传统左手技法的 

性质是润饰性的，主要参 

与音乐的表现。它通过四 

种基本技法来实现：一是 

按音，二是吟弦(包括吟与 

揉)，三是滑音(包括上滑音、下滑音)，四是颤音。这四 

种技法虽有差别，但都以音乐润饰为其目的，并沿着润 

音程度的变化而形成一个序列，四者本质是一致的。按 

音，从技术特点讲，因其作用于音的时间相对短暂．故 

润饰程度较低。吟弦，有充足的时间作用于音，并可以 

有各种吟、揉类型的变化，但不改变乐音的律学性质， 

润饰程度比较高。滑音，因获得了音高上可能的变化， 

润饰功能较强，其程度比前二者又有所提高。至于滑音 

性质的认定，我们认为，尽管滑音有明确的律高变化， 

的确具有取音的特点，但这些律高变化是以特殊的表 

现为前提的，其润饰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关于它的“润 

饰”性质，我们有三条理由：其一，滑音技法不是以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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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以表现为其根本目的的；其二，滑音的使用，不是 

因右手无法获得该音，而是因右手的取音无法获得该 

音的效果而为之的，因此从功能和性质上看，滑音仍然 

是装饰性的；其三，滑音技法不能单独使用，必须与右 

手技法结合使用，如果右手不参与，滑音是无法取音 

的，本质上不具备取音的性质。颤音，作用于音的时间 

最长，改变音的特征也最大，因而润饰性质最强。 

2．传统右手技法。以取音为主要目的的右手技 

艺，包括四组最基本的技法：一是勾，二是托，三是抹， 

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劈、挑、剔，四是摇指。传统技法以此 

四种为主，不同地方风格的乐曲，其技法的使用有所侧 

重。其他技法或是在此基础上的变化，或是在此基础上 

的组合。从功能和目的角度看，这四组技法无一例外都 

主取音。在取音的前提下，四种技法的使用还有两种功 

能：一是适应节奏变化的需要，尤其是适应较为复杂的 

节奏组合和较为快速乐句的需要；二是为获得音色上 

某种程度的变化，以及为获得一定的音色组合。 

上面的分析，可以使我们获得传统古筝演奏技法 

的基本定位。这个定位就是：左手以润饰为主，取音为 

辅；右手以取音为主，润饰为辅。 

左手技法的发展及其在筝曲中的运用 

历史地看，我国古筝的演奏技法一直在发展，但随 

着我国文化的近代变迁，尤其是与外来音乐交流的加 

深，我国古筝音乐的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其中最为明 

显的是左手技法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期，刘天一 

的《纺织忙》、赵玉斋的《庆丰收》，可以说是左手技法发 

展的代表作之一，它预示了古筝左手技法新发展的开 

始。至70年代，王昌元《战台风》的问世，成为古筝左手 

技法发展的又一个代表；80、90年代以来，古筝左手新 

技法层出不穷，有了更多样化的发展。我们注意到，这 

些发展中一个最具根本性的变化是左手的解放，而其 

中最关键的因素又是左手进入琴码右侧的演奏区域， 

全面地参与了取音。左手取音技术在筝曲中全面运用， 

开创了古筝艺术的新局面，并且很快以常见的演奏技 

法而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左手取音技术应用于筝曲新 

作的例子俯拾即是，如左手刮奏、左手琶音、左手和弦、 

左手泛音、左手音型化伴奏(及其这些技法种种细微的 

变化)⋯⋯，等等。总之，林林总总，不胜枚举。 

古筝演奏传统中，由于左、右手技法属于不同类型 

的技法，因此，当左手进入右手表现区域后，实际上标 

志着传统古筝技法的一次革命性转折。这种转折的直 

接后果，首先是古筝的取音的能力得到增强；其次是取 

音的方式更加多样并富于变化；再次是左、右手组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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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法大量的出现，例如，托抹、托勾、轮抹、撮抹、轮撮等 

等。当左手成功跨越传统的演奏区域以后，我们注意到 

古筝的左手技法出现了双重的性质。它在保持左手原 

有技法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一套原只能为右手所有 

的技法，例如：托、劈、勾、剔、抹、撮等等。由此，现在的 

古筝左手技术，实际上是兼具传统左、右手技法的双重 

特点。从技术角度讲，左手演奏技术更趋于全面和复 

杂。在实践方面，新型的左手技法已经经受住实践的检 

验，并成为了现代筝曲演奏中难以或缺的技术手段。据 

笔者所见，近年来几乎所有的筝曲新作都运用了左手 

跨越技术，这足以说明左手跨越技术在古筝艺术近年 

来的发展中的地位，同时也预示了它在古筝艺术未来 

发展中的广阔前景。由此我们可以说，左手跨越技术的 

出现，以及由此形成的新型技法，既是古筝艺术近年艺 

术成就的代表之一，也是古筝艺术近年来迅速发展最 

根本的原因之一。 

左手技术的变化与古筝音乐风格 

任何音乐风格的形成，都离不开演奏的技法。因 

此，讨论古筝的音乐风格，从演奏技法角度出发的探 

讨，始终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古筝左手技法的改变，个中原因十分复杂，本文难 

作全面涉及，也非本文任务，但因其技法原因导致筝曲 

音乐风格的改变却应作仔细探讨。我们说，今天的筝曲 

不同于传统的筝曲，风格已经有所变化。作出这一判 

断，实际上已潜在地同传统筝曲进行了比较。这也表 

明，当我们讨论音乐风格的时候，是离不开传统的参照 

的，那么，如何把握“古筝音乐风格”?“古筝音乐”这一 

概念，于中国传统文化上奠基，并形成于这种文化，实 

体的部分离不开传统筝曲。由此一来，“古筝音乐风格” 

就不可能横空出世，脱离开这个历史根柢，脱离一这个 

文化传统。事实上确是如此，人们在考察音乐风格时， 

通常都是以传统筝曲为其参照的。 

传统筝曲的音乐风格，是“音”、“韵”结合，平衡发 

展的风格。从技术角度讲，是在左手的润饰技法和右手 

的取音技法支持下形成的。这一风格的技术核心是，右 

手以音为主，左手以韵为主，琴码两侧演奏技术平衡发 

展。这一技术前提导致了传统古筝音乐风格的音、韵结 

合，平衡发展的形成。反观今天的筝曲，我们注意到，琴 

码右侧的演奏技术成为筝曲的主要技术指标，由此也 

成为了现代筝曲风格的基本支撵；也就是说，现代古筝 

音乐风格的形成是以取音能力的加强为其主导的。这 

一 风格特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一个方面， 

由于左手技术的右手化趋势，使得古筝音乐的取音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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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得到发展，“以音表现”的能力得到加强，适应了筝曲 

风格多样化的要求。就此而言，我们说，在这一技术基 

础上产生的音乐风格是传统演奏技术所难以企求，也 

无法获得的。尤其在表现现代人的生活，现代人的审 

美，现代人的精神方面，现代古筝的左手技术无疑是有 

优势的，而且本身就是现代筝曲新音乐风格形成的重 

要因素。这一风格的主要技术特征是：复杂多样的右区 

技术和快速多变的取音组合。 

另一个方面，在“以音表现”得到加强的同时，毋须 

讳言，古筝“以韵表现”的特点则在减弱。由于左手技术 

右手化趋势的出现，既打破了传统古筝原有的技术平 

衡，也由此打破了以音、韵平衡为基础的传统古筝的音 

乐风格。左手技术的发展，尽管带来了许多新的技术、 

新的可能性，也给新的音乐风格以技术上的保证，但本 

质上它加强的是右手技术，发展的是取音技术。它所带 

来的另一种结果是：左手润饰技术的双倍失落。从技术 

角度讲，古筝左手的取音和润饰技术是相互制约的，当 

左手参与了取音，它同时便难以兼顾其润音；左手取音 

技术得到发展，便意味着左手润饰技术受到制约；留给 

左手取音技术的空间越大，留给左手润饰技术的空间 

就越小；那么，“以韵表现”的可能性也就越小。由此角 

度看今天筝曲的音乐风格，当然还说不上达到了全面 

和平衡。实际上，它还是在朝着强化右手，强化取音技 

术的方向上发展。 

这里再需讨论的问题是古筝左手技术发展的原 

因。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两个必须一提。一个是复 

音音乐成为当前音乐创作的主体。筝曲创作的复音思 

维，要求新的演奏技术与之对应。复音技术的特点是多 

音的结合，对演奏的要求是同时取多音，传统技法无法 

满足复音创作的要求，因此发展复音取音技术便成为 

了现代筝曲技法发展的必然。因左手跨越传统的演奏 

区域、参与取音而发展出的左手技术，成功地解决了这 

个问题。就这一点来说，左手技术的发展同时又促进了 

现的对象。古筝表现的全能化，势必要求古筝右侧演奏 

区的取音技术更加丰富和多样，左手的参与，某种程度 

上更弥补了以往右手技术的不足。我们注意到，这些因 

素在导致形成左手技术的右手化趋势的同时，实际上 

也改变了古筝演奏的音乐风格。如果从音、韵的角度看 

音乐风格，那么传统筝曲和现代筝曲各自的主要特点 

是：传统——单音多韵；现代——多音少韵。 

余论：发展“音、“韵”结合的 

古筝音乐风格 

讨论到此，我们对传统古筝的技术特点，近年古筝 

左手技术的发展及其对古筝音乐风格的影响谈了我们 

的理解。我们想到的另一点是，古筝音乐的历史发展需 

要疏理，古筝艺术的未来走向也同样需要关注。我们肯 

定近年来古筝技术的发展，包括左手技术的发展，但面 

对古筝音乐的未来，我们同样需要直面问题，实事求 

是。惟有如此，我国的古筝艺术才能健康发展。 

我们的考虑是，我们非但不反对解放左手，而且还 

积极提倡发展左手技术．但我们更关心的是古筝技术 

左、右手的平衡，古筝音乐风格音、韵结合的协调发 

展。近年来，左手技术的右手化使古筝音乐得到了发 

展，我们同样有理由认为，如果加强左手技术左手化的 

探究，发展古筝的润饰技术，古筝音乐定将得到更进一 

步的发展，而且是更全面、更协调的发展。“音”、“韵”结 

合、左右手的平衡是我国古筝艺术精华之所在，也是未 

来我们古筝艺术发展的方向，从技术角度讲，解决左手 

跨越后左右区相互间对其的制约，是左手技术再突破 

的关键。如果我们在坚持发展古筝取音技术的同时，继 

以创造古筝润饰的新技术，那么我们深信，左、右手技 

术的平衡发展便会在新的水平上实现回归，“音”、“韵” 

结合的传统风格便会在更高层次上得以实现。那时，我 

国古老的筝曲艺术定将迎来它的另一个春天。▲ 

(责任编辑 徐冬) 

筝曲复音风格的形成。另一个是 

古筝音乐的全能化趋势。随着古3 “天华杯”全国步年二胡比赛在住阴固淄铭束 i 
筝演奏专业化的加强，也随着筝《 6 
曲表现题材的扩展，古筝音乐表》 由江阴市人民政府与中国音乐家协会每两年联合举办一次的全国性》 
现上出现了全能化趋势。古筝不《的民乐赛事“天华杯”，于2OO1年lO月16日至18日在刘天华先生的家《 
仅要能演奏传统曲目，而且还能 ；乡江阴隆重举行。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音协自行初、复赛； 

演奏现代曲目；不仅要求模拟像 2后，选拔出第一名赴江阴参赛。选手以娴熟的技巧演奏了指定曲目刘天华2 
《蕉窗夜雨》中淅淅的雨声，也要《的二胡曲《独弦操》和1首自选曲目。经过紧张角逐，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王《 
求表现像《秋望》中离家游子的》俊娜等5名选手获得一等奖，另有10名选手获二等奖，27名选手获三等l 

思乡之情；不仅要求表现中国乐l奖。 l 
曲，甚至欧洲的音乐也成为了表 》 (江 文)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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