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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快四点”这一浙江筝派演奏技法速度快，强调中指演奏力度的特点，指出传统训练法——‘‘扎桩法，， 

的不足，进而强调训练中应合理运用“提弹法”的重要性及其训练方法和训练中应重点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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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四点”是浙江筝派主要的演奏技法之一，这 

种技法在其它筝派中也经常被运用。它是勾、托、 

抹、指法派生出来的一种组合技法，即“勾托”、“抹 

托”、指序组成的四点技法，这种技法的特点是速度 

快，弹奏时强调中指的演奏力度，特别适宜节奏明 

快、活泼、旋律流畅的乐段，它要求演奏者在弹奏时 

不但要达到一定的速度，手指干净利落，还要做到有 

力度的变化，使奏出的旋律起伏有致，紧松有序，细 

腻流畅。这种技法还常常和快夹弹结合起来运用。 

在演奏时除有速度快的特点外，还在乐曲中使用次 

数较多，能使旋律线条更加清晰，尤如珠落玉盘。笔 

者在 lO余年的古筝教学实践中，深感其技法的重要 

性，习筝者不但应当高度重视“快四点”的训练，尤其 

应当在一开始就要运用正确的方法进行训练 ，从而 

打下坚实的基础。 

下面就如何练习及容易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方 

法谈点个人的看法。 
一

、如何练习 

“快四点”技法是勾、托、抹三种技派生出来的一 

种组合技法。要练好“快四点”，首先要解决“勾、托、 

抹”三种技法，传统的“勾、托、抹”技法。一般采用 

“扎桩法”，即右手无名指放在中指所弹弦的上面那 

根弦，如中指弹的是“5”，那无名指应该放在“6”音 

上，起支撑整个手形的作用，无名指应轻轻托在琴弦 

上，手腕放松，各个手指 自然下垂。还有一种弹法叫 

“提弹法”，即右手无名指不撑在弦上，手呈半握拳 

状，手腕放平并与筝体平行，各个指关节放松并凸 

起，大、中、食指都不要放在弦上，而是与弦保持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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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笔者认为在演奏快速四点时，还是用“提弹 

法”为好。下面重点介绍一下“提弹法”的勾、托、抹 

的弹法。 

“勾”：中指向掌心方向弹弦。中指弹“勾”时，手 

应呈半握拳 自然状态，手臂手腕放松，不要耸肩，肘 

部不要夹紧，处于弹奏的准备状态，弹奏时手离弦一 

点距离，弹奏时敏捷触弦，把来自大臂的力量通过手 

臂使至指尖，弹奏后应立即将手臂放松，使肌肉还原 

到预备动作，即自然半握拳状，循环往复地慢练。 

“托”：大指向掌心方向弹弦。它的准备动作与 

“勾”相同，弹奏时大指小关节敏捷触弦，弹奏后应立 

即放松，手呈自然半握拳状，循环往复的慢练。 

“抹”：食指向掌心方向弹弦。它的准备动作 

“勾”和“托”，弹奏时食指指尖敏捷触弦，手指一定要 

松驰，不能“挖”或“滑”，应注意要“弹”弦，即要有弹 

性，弹片同样要求正面触弦，不能歪、斜。弹完后立 

即放松，手呈自然半握拳状，循环往复地慢练。 

在掌握了“勾、托、抹”的正确弹奏方法后，就可 

以把这些指法组合成“勾、托、抹、托”即快四点练习。 

以上指法的演奏方法也同样适合于左手的训练。 

“快四点”技法有很多练习曲可以进行练习，笔 

者在教学中运用了四首练习曲联弹的方法，用以训 

练学生快四点的力度、速度，收到了较好的学习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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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练习时要求学生要四首练习曲联弹，中间不 

要间断，首先让学生先进行一段时间的慢练，让学生 

体会各手指弹奏的敏捷性、颗粒性以及松驰的弹奏。 

在练第③条时，要特别注意大指弹奏的准确性，该练 

习大指在不断地交换位置，所以弹奏上容易出现错 

误，习筝者在练习时要特别注意大指“到位”再弹，即 

大指一定要到了该弹的音才能敏捷触弦，食指触弦 

后，手腕放松并向前移动，便于大指的弹奏。第④条 

在训练时，可让学生每小节弹奏八遍，即弹八遍再换 

下一小节，用于训练学生的弹奏速度及指尖的运指 

能力。 

在这儿必须强调的是要特别注重勾、托、抹这三 

种技法的基础训练，它是很好地完好“快四点”演奏 

技法的基础。另外，还要重视演奏力度及速度的提 

高。 

二、容易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 

学生在练习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 以下几个 问 

题： 

1、手指动作过大，影响弹琴的速度 

很多习筝者在练习“快四点”时速度上不去，有 

很大原因是因为各个手指弹奏的动作过大，多余动 

作多。手指动作大，手指翻来翻去，既影响美观，又 

影响弹奏的速度，应该注意避免上述问题。上面我 

们已介绍过“勾、托、抹”的弹法，弹奏过程非常简单 ， 

弹完即刻放松，准备下一音的弹奏。另外，练习时要 

注意，在弹奏每个音时要在非常松驰的状态下进行 

弹奏，且手指“到位”再弹，即每个手指一定要靠近你 

所要弹奏的琴弦，不要在很远处就准备弹，在很远处 

就准备发力，手的幅度尽量小，手指好象完全贴在弦 

上，而肩、手臂、手腕等关节相对放松，这样演奏易于 

做到手指尖端与弦接触时的控制能力，这样才能有 

利于速度的提高。 

2、弹奏不放松，音色僵硬，不优美 

松驰的演奏是加强速度、力度、美化音色的一个 

基础，有的习筝者自始至终在弹奏时，都处于一种紧 

张的状态，手臂紧、手腕硬，乃至于全身僵硬，当然奏 

出来的音响也是很难听的。那么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怎样才能做到松弛地演奏呢?笔者的体会是：首先 

臂、腕要处于放松状态(包括你的面部表情)，手指弹 

完一个音后即刻放松，在很松驰的状态下再弹下一 

个音，把力量通过大臂传至指尖，这样发出的声音力 

度大，音色纯。习筝者可用慢练的方法来体会，待熟 

练了再加快速度。其次，就是习筝者要培养“音乐” 

的耳朵，学会辨别音色，以求能弹出纯净、优美的音 

质。三是“快四点”一般要求弹奏速度稍快，旋律流 

畅、活泼，因此触弦要控制好 ，不要太深。 

3、弹奏不完整，没有整体感 

有的习筝者在弹奏“快四点”时，旋律不流畅，断 

断续续，没有整体感。 

“快四点”技法一般都出现在节奏明快、活泼、旋 

律流畅的乐段。通常为了表现某种紧张、热烈的气 

氛，也会采用“快四点”以及由食指、大指配合的夹弹 

技法，只是在表现这样的乐段时，每个手指活动频率 

之快，力度之大都很讲究，要求做到强弱有致。另 

外，在弹奏时要完整地演奏，做到一气呵成。慢练是 

达到上述目的的基本要求，在慢练的过程中，应对每 

个旋律、乐句、音色变化等进行仔细的领会，增强音 

乐的理解能力，丰富音乐想象力，提高音乐修养；另 
一 方面要维持弹奏的连贯性，能够在慢练时完整地 

弹奏的乐曲。当然，“慢练”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有 

“质”的飞跃。 

“快四点”演奏一般旋律都很明快、流畅，而且弹 

奏要有一定的速度，快速地演奏时手臂不要来回摆 

动，而是把手臂的力量传至指尖，完全是手指尖在活 

动，习筝者在练习时应当注意这一点的。 

总之，无论训练哪一种技法，都必须要用严格、 

规范、科学的方法。以上针对“快四点”技法谈了一 

点笔者个人体会，不当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和同仁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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