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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演奏指法符号的规范与统一 

(西安音乐学院民乐系，陕西 ·西安，710061) 

摘 要 筝的指法符号最早见于清代荣斋所编 《弦索备考》，而逐步确立则始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后的1958年由曹正先生编著的《古筝演奏法》一书，1961年文化部 

主办的 “全国第一次古筝教材编选座谈会”上首次较为系统地规范和统一了筝 

演奏指法系列符号。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随着新创作筝曲的不断增加，大量 

的新的演奏技法及其指法符号也随之涌现，归纳起来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实用 

型演奏指法符号；二是综合型演奏指法符号；三是效果型演奏指法符号。 

关键词 筝；演奏指法符号；规范；统一 

在筝艺术史上，有关演奏指法符号的运用、规范 

与统一，走过了百年的历史。其发展对筝乐艺术的传 

承、传播、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且在很大程度上规 

范、制约、丰富和繁荣了整个筝演奏艺术。 

筝的指法符号的最早．见于清 ·蒙族文人荣斋所 

编《弦索备考》，分为左右手十多种演奏技法，多仿照 

古琴减字符号而制，虽说简陋，但却起到了如下作用： 

1、开始区分与其它乐谱的不同；2、给习筝人提供了识 

谱演奏的便利；3、开创了筝乐谱之先河。 

筝乐谱符号的全面确立应该说始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后的 1958年，北京音乐出版社出版了由曹 

正先生编著的 《古筝演奏法》一书，其中较全面而系 

统地刊出了左右手 2O多种技法符号。之后，于 1961 

年 8月，由文化部主办的 “全国第一次古筝教材编选 

座谈会”在西安召开，汇聚了当时的西安音乐学院、沈 

阳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郑州艺术 

学院、广州音乐专科学校、北京艺术学院、天津音乐学 

院、山西艺术学院的13位古筝专业教师和专家，除了 

统一编定筝教材外，对筝指法符号的确定也进行了认 

真的研讨，编订出了历史上第一套统一的筝指法符 

号。这套指法符号，计有右手指法符号 22种、左手指 

法符号9种，并对筝的简谱、五线谱中的指法符号书 

写格式一并做了详细的说明。 

2O世纪 5O年代末至6O年代初，是我国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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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育起步，筝乐器演奏教学开始步入专业音乐院 

校殿堂的初级阶段，各院校相继开设了筝专业课，聘 

请的一线任课教师多为当时全国各地古筝流派的代 

表人物，这些前辈们艺术实践经验丰富，有着精湛而 

娴熟的表演技能，多数还操有本门本派的演奏绝活， 

但共同的不足是大多缺少专业理论知识，有的甚至不 

识乐谱，全凭传统的师傅带徒弟式的口传心授方式教 

学。尤其是在他们手中积累的筝谱多为手抄本，老一 

点的甚至为工尺谱、二四谱式记谱，往往一首乐曲在 

弹法上、运指上各有不同，非常不规范。加上各先生 

所善弹的乐曲，多为各地区民间所流传的戏曲音乐、 

牌子曲、民间小调等，只有少数是经过改编了的筝曲， 

虽说音乐风格迥然有别、异彩纷呈，但在演奏指法上 

也就自然形成了以各自的流派 (甚至各人)的弹奏习 

惯为本的现状。曹正先生 1958年出版的 《古筝演奏 

法》中所提及的2O余种指法符号，不仅可看作是对前 

人演奏指法的总结，而且 自然地也就成了1961年古 

筝教材会议的研讨基础。通过大家集思广益，广泛吸 

纳各流派所长，如河南筝派代表人物王省吾先生的大 

指扎桩短摇技法、曹东扶先生的大中指剔撮技法；山 

东筝派高自成先生的大指快速劈托技法；潮州筝派罗 

九香、苏文贤先生的左手双按、勒弦的技法等均被纳 

入到了新的筝演奏技法体系中。这充分说明当初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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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法符号的统一，是依据各家各派的弹奏技艺精选 

而出的，它标志着20世纪60年代以前我国筝乐的基 

本发展概况，同时，也为60年代以后筝乐的进一步 

发展、传播、交流和创新奠定了基础。 

1960--1965年间，各音乐院校筝专业教学工作 

已经有了新的起色，涌现出了诸如 《庆丰年》、《绣金 

匾》、《幸福渠》等能够反映新时代风貌的筝曲新作。 

这些作品不仅曲调新颖、流畅，演奏技法上基于艺术 

表现的需要，多有创新，如《庆丰年》中采用的左右手 

和弦弹奏技术 (左右手各用大中食指齐撮发出的和 

音或和弦音)，用左手指压在筝柱码上弹出的类似敲 

鼓的声音；《幸福渠》中运用左手连续在码子左侧刮 

奏(参阅文后所附《筝指法符号解释表》一表1)的效 

果，以及在其它筝曲中出现一些特殊技巧(表 2)等。 

这些新的指法符号标记，由于得益于筝指法符号的 

统一和规范的教学倡导，从而在全国出现了各家各 

派竞相学习和交流的局面。 

筝演奏技艺的再次创新发展高潮，是以 1 986年 

的“全国民族乐器调演(武汉)”为标志的，一曲《战台 

风》将筝演奏技术的革新重新点燃，让人难忘的是该 

曲中快四点(表3)的运用，以及派生出的扫摇(表4)、 

扣摇(表 5)、在柱码左侧的刮奏(表 6)等等。新出现的 

指法符号 ，再次说明筝乐的演奏技艺有了新的创新 

和突破。不仅如此，同年由文化部联合扬州市政府在 

扬州召开了 “全国第一次古筝学术交流会”，也可看 

作是筝乐界的又一件大事，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又涌 

现出了大量的筝曲新作及其新的演奏技法上的创新 

和运用。 

1982年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与人民音乐出版社 

出版的《筝曲选》(1949--1979)中，共收录有 25首有 

代表性的优秀筝曲，涉及筝演奏指法符号左右手共 

计26种，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较为统一的演 

奏指法符号。在此须注意的是，1961年在西安编定的 

符号称之为“古筝指法符号”，1982年《筝曲选》提供 

的26种指法符号已称之为 “古筝指法演奏符号”，尽 

管只有两字之差，但却说明了对筝演奏艺术的肯定， 

更加完整地将弹奏与演奏统一了起来。 

接下来的 1991—1999年，由上海人民音乐出版 

社出版的《中国古筝名曲荟萃》(上、中、下)三册中， 

共收录筝指法符号注释计左右手共 20余种，汇集各 

家各派以及 90年代创作的筝曲271首。2003年由北 

京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di筝曲谱》(执行主 

编李萌)第一、二、三册，在现代筝曲目录中几乎将 

2000年以前所创作的筝曲全部收录其中，在“常用指 

法符号说明”中包括：右手符号 21种，左手符号 9 

种。这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囊括乐曲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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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涉及范围最为广泛的一次筝曲收集。 

在本人收集的各地名家、教授出版的百多种筝 

谱中，2000年由北京华乐出版社出版的邱大成先生 

的 《筝艺指南》，可谓收录演奏指法符号最多的一 

本。书中对筝的各种演奏技法符号都作了十分详细 

的说明和解释，右手演奏指法符号计有 64种，左手 

演奏指法符号 17种，双手演奏指法符号 13种。 

通过对几十年来出版的各种筝谱中有关指法符 

号的学习研究、相互对照，从中可看到我国筝演奏艺 

术的蒸蒸日上与不断进步，受启发之余不免也留有 

些许思考。比如近年来，一批有志于振兴中国民族音 

乐的作曲家，多涉足筝作品创作领域，写出了几十首 

优秀的筝乐作品，他们在创作理念、旋律的出新以及 

表演技法等不同方面勇于打破传统和常规，注入了 

筝乐一种全新的概念。创作中除构思巧妙、写意深邃 

外，还颇为大胆地、开创性地运用了几十种新的表现 

技法，以满足音乐表现之需要。首先，我们应该肯定 

这种现象是新时期筝乐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为传统 

的筝乐表现注入了新鲜血液，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 

向从事筝艺术表演和教学的同行们提出了挑战，这 

就是如何揣摩现代创作者的音乐表现意图?如何理 

解随之而来的大量涌现的新的演奏技法?尤其是这 

些新的技法符号如何理解、运用、规范和统一?这都 

是需要我们静下心来认真分析、讨论和亟待解决的 

问题。尽早获得共识不仅有利于新型筝乐的演奏与 

教学，同时也可为新创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更多的 

便利和依据。笔者不揣浅陋，做了一些基础性的梳理 

工作，在此归纳于下，以求同行们进一步地深入研 

讨。 

对新出现的演奏指法符号的运用、规范和统一， 

窃以为应本着准确、细致和醒目的前提而进行。大致 

来看，新出现的演奏指法符号可归为三类： 
一 是实用型演奏指法符号，常为乐谱中作为两 

种技巧连续地(连贯地)有特殊定义的动作符号，如： 

拨弦后立刻止住余音 (表 7)，在有的筝曲中也叫“煞 

弦”；泛音加揉颤(表 8)；极快的上行音阶装饰音(表 

9)；高音在 1／4的音内波动(气流的变化。表 10)；弹 

奏后音高慢慢升高 1／4，然后还原(表 11)；划琴码左 

侧无调弦(表 12)等等。 

二是综合型演奏指法符号，主要指现代筝曲中 

技术性组合指法符号，如：快四点组合、快速指序指 

法组合、扫摇、扣摇等等。 

三是效果型演奏指法符号，如：拍、打、敲、击、模 

仿(表 14、15)等等。 

以上只是粗略的归纳，而事实上演奏指法符号 

的标定与指向，在实际演奏或教学实践中不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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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许多问题值得深究，这里举出几点，并非结论，以 

供同行参证。 
一

、筝演奏指法符号的定名、符号的写法，从一开 

始就自然地承袭了我国(六书中)的造字观念，即形、 

声、意、仿、借。如摇指的符号，如果再加上摇指的派 

生指法以及其他流派版本中的写法，多达十几种之 

多。本人曾试着将这些摇指符号归类，希望从中找出 

准确而简明的表达方式。如在教学实践中，只用四种 

符号就能表达清楚。如表 16一(1)出自浙江筝派技法 

中为大指元扎桩摇；表 16一(3)为食指摇；表 16一(2) 

情况较复杂，此摇指符号出自北方传统筝曲，如果摇 

两根以上的弦，完全可用 (四分音符以上)、乡(八分 

音符以上)加音名来表达，既简单又明了。如果在摇 

的过程中从一根弦过渡到两根、三根弦，用表 17一 

(1)的符号表示就可以。反之，从摇三根弦过渡到一 

根弦，用表 17一(2)即可。如果摇三根弦，就在所摇的 

音位上标上表 17一(3)即可。再就是派生的扫摇符号 

可如表 4所示。既然是扫，那么表4符号就可换成表 

18。以摇为主，扫在其中，对扫弦所在音区可用表 

19一(1)(2)(3)表示；扣扫用表 19一(4)表示。 

二、指法符号中存在相混淆的问题。如《庆丰年》 

中，表 7符号表示左手指压在柱码上弹奏的符号，邱 

大成《弹筝指南》中将此符号为拍，庄曜《箜篌引》中， 

将此符号为煞弦。在高雁 《阿拉木 ·古丽巴拉》筝曲 

中成为止音符号，给人一种一符号多用途的感觉。笔 

者认为如果将止音煞弦符号用表20表示较好，以与 

表 7的功能有所区分。徐晓林《山魅》中用表 21一(1) 

表示两手向相反方向滑弦，21一(2)表示元调性划弦 

后再拍琴背板，可改用筝原先的确定符号 21一(3)表 

示。表 12表示左手划奏元调弦，21一(3)表示左右手 

交叉刮奏。在元调性 (即码左侧刮奏)划弦后拍琴背 

板可以用表 25一(7)(8)表示。又如用指甲尖叩击琴， 

我们把它归类到轮指范畴，五指轮用如表 22一(2)； 

四指轮用 22一(1)；三指轮用 22一(3)(如果是轮弹单 

音可用前面的符号，旋律用表 22一(4)的符号)；左手 

快提两根元调弦，在 X上面标上指法符号就准确 

了。王建民《幻想曲》中有的指法符号表示掌击琴板 

弦、握拳击琴板、拍击琴板、码左侧演奏、元固定音高、 

肘压琴弦 (或掌压)、指尖敲击琴板等，符号如表 14， 

(诸如这类效果型指法符号的表示，在其它筝曲中还 

有不同的表示符号，在此恕不赘举)。又如表 23用掌 

左右自由地来回抹弦，窃以为用表 24符号表示就 

可。我们应该从符号的分类上来确定它，如上述符号 

多为敲、拍、打、压、抹，应定为效果型符号。依照这样 

的意识定出一套统一的效果型指法符号应该是非常 

有必要的。如表 25一(1)表示用手掌拍琴板的符号； 

表 25一(2)表示用手指尖敲琴板的符号；25一(3)用 

手掌后侧击琴板的符号；25一(4)表示用掌击琴板的 

符号；25一(7)(8)表示用手拍打筝板背面的符号； 

25一(5)表示用右手拍击柱码右侧琴弦的符号；25一 

(6)表示用左手拍击柱码左侧元调弦的符号；26一(1) 

(2)表示用五指在琴板上轮奏符号等，用这组符号来 

表示显得既简洁、明了又统一。 

三、有关左手的技法符号需要指出的是，新时代 

的筝乐创作，从音乐的表达观念上已不再循规蹈矩， 

也不拘泥于传统的揉、吟、按、滑、颤技巧，而是揉中有 

吟、揉颤结合、大幅度改变音位的按颤、按揉、滑颤等 

按颤结合。那么，以前单纯的吟、揉、按、滑、颤符号的 

传统法则就无法完整地体现新的乐思内涵，这恰恰是 

筝演奏技艺中最有风格、最有特色的左手奏法，也是 

目前我们无法用标准统一的符号加以说明领域。诸 

如此类，一方面最好尊重作曲家的意图，另一方面尽 

可能使作曲家多多了解筝乐艺术表现的特征，双向交 

流中对于一度创作和二度创作的结合而言，才可能共 

同走到一个较为理想的现境地中来。 

四、有关指法符号的统一规范问题。在我收集到 

的上百本有关各出版社出版的筝乐谱的指法符号中， 

有其许多不完善的一面，不仅涉及到各书编撰者的专 

业立场问题，而且也与各出版社的编辑思维和立场不 

无关系。但无论如何，首先我们要维护的是演奏指法 

符号的一致性，尤其是出版单位在制版、印刷过程中， 

对各类符号应尽量规范化和统一化。 

五、五线谱中指法符号的运用要和简谱中所用的 

符号尽量保持一致。指法符号在筝上的运用注意它 

本意所在，不能将其扩大到其它表现本意之外的效用 

上。比如在筝曲中对乐曲内容的理解要求不能强求 

用指法符号去表达，而应注重筝指法符号与音乐表情 

术语符号之间的正确结合与应用，更要注重它们彼此 

的指向性和准确性。 

六、古筝指法符号既然隶属于符号系统，就相对 

有其本身的运用规则，并在筝乐实践中要得到大家的 

共识，它应区别于某些筝谱中作曲家刻意规定的弹奏 

要求。比如《意象》(横笛、二胡、筝三重奏)、《将仲子》 

(女高音与筝)中就有此类单独的写法要求，应不在常 

规的筝指法技术符号的收录之中。 

总之，筝演奏指法符号的统一和完善，不仅可以 

使演奏者自身的技术、技巧以及基础功力的训练有章 

可循、有法可依，而且也为筝艺术的发展、乐曲的创新 

拓宽了道路，为筝艺术的教育、研究发挥参照作用。 

因此，有关筝演奏指法符号的运用、规范和统一其意 

义即可见其一斑。 

附：筝指法符号解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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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季刊) 2004年第3期 

筝 指 法 符 号 解 释 表 

序号 符 号 名 称 技法解释 
1 ’ 码左侧刮奏 效果型演奏符号 

2 ，，， 码左侧上下刮奏 效果型演奏符号 

3 匹 卫 四点【快四点】 综合型演奏符号 

4 匝亘口 扫摇 综合型演奏符号 

5 __∈—手 扣摇 综合型演奏符号 
6 (§) (f) 码左侧刮奏 效果型演奏符号 

7 0 止音、煞弦、模仿 实用型演奏符号 
8 泛音加揉弦 实用型演奏符号 

9 ／ 一， 极快的上行音阶装饰音 实用型演奏符号 

10 一 ／1 ～ 音高在I／4的音内波动【气流的变化】 实用型演奏符号 

11 厂、 弹奏后音高慢慢升高1／4然后还原 实用型演奏符号 

12 划琴码左侧无调弦 效果型演奏符号 

13 “ 。 (1)左手划无调弦，然后拍琴扳背面 效果型演奏符号 

(2)左手划无调弦，然后拍琴板背面数次 

“’I 。 。’ “’f (1)掌击琴弦(2)拳击琴板(3)拍击琴板(4)无固定音高 
14 (5)右手小指抵住高音．同时用大指拨弦．类似木鱼声 效果型演奏符号 

‘ ’目 ’T ’亩 (6)码左侧【拍】(7)指尖叩击琴板(8)肘压琴弦【或掌压】 

15 

m (1)琴码左侧任意音 (2)琶码左侧任意音 

(3)用右手掌侧压住弦、大指向上刮奏 效果型演奏符号 

(4)用手掌在音量最响的音区拍弦 (5)指甲轮刮琴盖 

‘‘ ／ z：7 ㈣ (1)大指无扎桩摇【浙】 (2)大指扎桩摇【北派】 (3)食指摇 
16 传统型、综合型 

【．) 车 睾 【5l ．乡． (4)摇二、三、四根弦 (5)摇 【四分音符以上】乡 【八分音符以上 演奏符号 

“ 
．芦 。’·声 (1)从摇一根过渡到摇三根 (2)从摇三根过渡到摇一根 

☆17 实用型演奏符号 。’ 
．乡_加音名 “’囫 (3)指摇三根以上的弦【和音、和弦】 (4)旋律性摇指 

☆18 匝互口 既是扫摇．应改为参与重勾 区分 综合型演奏符号 

☆19 (I】 【2哆 【3J 【4J匀 (1)扫高音区 (2)扫中音区 (3)扫低音区 (4)扣扫 综合型演奏符号 
☆20 --—-1‘-一 指音、煞弦 实用型演奏符号 

☆21 “’ 。’ (1)表示两手向相反方向滑弦 (2)无调性划弦．然后拍背面琴扳 
实用型演奏符号 

(3)× ◇◇< (3)左右手交叉划弦在码左侧 

㈣ × ( l，‘、 (1) (2)(3)为单音四指轮、五指轮、三指轮 ☆22 
综合型演奏符号 

㈨ 因 因 因 (4)为旋律五指轮、四指轮、三指轮 
☆23 = 用掌左右来回自由抹弦 效果型演奏符号 

☆24 = 牛  用掌左右自由地来回抹弦 效果型演奏符号 

“’I。’口。’口I4J曰 (1)用手掌拍琴扳盖(2)用手指拍琴扳盖(3)用后手掌拍琴板盖 ☆25 
(4)用握拳拍击琴扳盖 (5)用手掌拍击柱码右侧 效果型演奏符号 ’

目 ’国 ’ ‘ (6)用手掌拍击柱码左侧 (7)拍琴扳背面(8)拍琴扳背面数次 

☆26 “’圃 。’固 (1)用手指尖在琴板盖上轮敲【从小指开始】 (2)用手指尖在琴扳盖上轮敲【从大指开始】 效果型演奏符号 

☆27 专 用手掌侧压住弦音按所标音区，用大指或食指上下刮奏 效果型演奏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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