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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 艺术领域也出现了新的变

化。 古筝这种古典的音乐艺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仅被传

承还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古筝作为一种古典而优雅的艺术

而被广大音乐爱好者喜爱， 然而古筝爱好者的艺术欣赏力

还不够，因而无法达到真正体现《铁马吟》艺术魅力的境界，

所以古筝爱好者应该多多学习古筝知识， 提高古筝艺术的

欣赏水平。

一、我国古筝作品《铁马吟》艺术欣赏的现状

（一）古筝欣赏者对《铁马吟》缺乏了解

古筝作品的创作往往是有一定的背景的， 要真正欣赏

古筝作品中的艺术美感， 必须先要对古筝作品创作背景有

一个细致的了解；否则，欣赏古筝作品就好比盲人摸象，单

凭自己个人的感觉和想象，没有一定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当

然不能欣赏到古筝作品的美感了。 古筝爱好者一般会对古

筝作品有着一定的了解却不一定能够全面地把握古筝创作

背景、创作思想与古筝艺术魅力之间的微妙联系。 这就导致

古筝爱好者对古筝作品《铁马吟》的了解还不够深入。 《铁马

吟》的主旨是歌颂佛家，所以要演奏这首筝乐作品韵味是非

常重要的，但是古筝欣赏者不一定能明白这韵味从何而来，

这就要求演奏者必须要能平心静气，充分融入曲境，寻求佛

家的精神境界。 这首曲子里面最清澈的音叫做泛音，泛音就

如同冬天里从梅花树枝上掉落到河水里的雪块， 那种叮咚

叮咚的干净的纯粹的声音一样让人心醉。 泛音其实就是模

仿古琴的声音，其音律古朴而又幽远，所以《铁马吟》是一首

模仿古琴音色的古筝曲， 其演奏的主要手法就是充分地利

用泛音。 基于这些方面的了解才能够更好地欣赏古筝艺术。

（二）古筝欣赏者的艺术欣赏能力不高

古筝作品作为一种传统的古典音乐， 具有高雅的艺术

形式， 真正读懂和品味古筝艺术需要一定的艺术品味和艺

术鉴赏能力，弹奏古筝要求有高超的演奏技巧。 所以，需要

古筝欣赏者有较高的艺术欣赏能力， 而这些是许多古筝爱

好者和古筝欣赏者自身所不具备的，因而，他们往往不能体

会到古筝音乐中所传达的美妙或者对这种美妙体会不够深

刻。 还有，目前很多古筝爱好者只是将听古筝作为一种休闲

和消遣的方式， 并没有以欣赏和享受的态度来对待古筝作

品，这也是导致许多人不明白古筝艺术美的原因之一。 古筝

欣赏者的艺术欣赏能力不高主要体现在以 下 几 个 方 面：首

先，古筝爱好者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有关古筝的相关知识，因

而不了解古筝的相关基础知识， 更不用说是古筝弹奏的手

法和技巧， 也不知道音律是如何调和的和音色有着怎样的

美感；其次，古筝爱好者的欣赏只是停留在对古筝音乐本身

的欣赏上，是一种浅层次的娱乐方式，没有上升到更高层次

的艺术境界， 因而没有体悟到其中的意境和所要表达的情

感；最后，古筝的欣赏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知 识 和 经 验

也是慢慢积累的， 古筝作品鉴赏能力正是在这不断的积累

中得到提高的。

（三）古筝欣赏者难以体会《铁马吟》的意与境

对于古筝欣赏者来说，最难的就是体会《铁 马 吟》的 意

与境。 因为意与境的领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古筝欣赏

者需要在对古筝作品深入了解的前提下带着探索与享受的

心情去欣赏古筝作品，才能体会其中的奥秘。 古筝爱好者难

以体会《铁马吟》的意与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古筝爱好者并不是真正的专业的古筝欣赏者， 因而对于欣

赏古筝这种古典高雅的音乐艺术缺乏必要 的 技 巧 和 经 验；

其次，古筝爱好者要想欣赏到《铁马吟》中的意境，还必须要

理解创作者的心理， 创造者以何种情感创作古筝作品往往

就能为古筝爱好者体会作品中的意境提供条件， 可是古筝

爱好者也没有注意这一点； 最后， 意与境 往 往 是 相 通 的，

“意” 指的是音乐形象或者音乐创造者自己的感情和思想，

而“境”指的是古筝作品中的环境，从某种方面来 说 境 由 意

造，因为环境是根据作者的感情表达的需要来创造的，当然

环境的创造也更加生动地表现了音乐形象的思想性格和情

感倾向，但是古筝爱好者却难以将两者的欣赏结合起来。

二、如何欣赏《铁马吟》的意与境

（一）加深对《铁马吟》的了解

了解是欣赏的前提，而欣赏则加深了了解。 为了更好地

欣赏《铁马吟》，特别是《铁马吟》中的意与境，《铁马吟》的爱

好者应该要加深对《铁马吟》的相关了解。 为此，古筝爱好者

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要了解《铁马吟》所要表现

的思想内容和情感，《铁马吟》的主旨是歌颂佛家，乐曲以缓

论古筝作品《铁马吟》的意与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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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幽深的音调和连绵悠扬的节奏， 描绘出香烟缕缕佛身祥

和的氛围，通过对这些的了解我们就能找准欣赏《铁 马 吟》

的方向；其次，要了解《铁马吟》中的艺术氛围，这可以先从

了解铁马的含义入手，铁马是指挂在庙庭屋檐下的铁片，风

吹则相击出声，这就使得乐曲具有缓慢幽深的音调，通过模

拟古筝的音色及奏法，可以描绘出空灵自然、佛音祥和的氛

围；最后，要从《铁马吟》的主体音乐形象上加深了解，其主

体音乐形象是一人吟诵佛经的形象， 这就为古筝爱好者更

好地把握《铁马吟》的意与境创造了条件。 只有通过加深对

《铁马吟》的了解，才能实现更好地欣赏其意与境的目的。

（二）提高古筝艺术欣赏能力

要体会古筝作品《铁马吟》的意与境，还 要 从 提 高 古 筝

爱好者的古筝艺术欣赏能力入手。 为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

面着手：首先，古筝爱好者要多学习一些有关古筝方面的知

识，特别是要了解古筝弹奏的手法和音律调和方面的知识；

其次， 古筝爱好者对古筝作品的欣赏不能只是停留在对古

筝音乐本身的欣赏， 还要深入体悟其中的意境和所要表达

的情感；最后，古筝的欣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古筝 爱 好 者

要不时地欣赏一些古筝作品，通过不时地欣赏，提高自己对

古筝作品的艺术敏感度和鉴赏能力； 还要经过反复的熏陶

和多层次的感知， 才能欣赏到其中的精华所在并达到音律

与意境神和的效果。 为了提高古筝艺术欣赏能力，还应该了

解弹奏古筝的技巧。 古筝欣赏者要明白弹筝运指技巧的关

键在于手指动作的准确与速度。 筝的发音是靠手指弹弦而

发出，手指的弹弦动作极其准确，是靠日积月累、艰 苦 的 训

练而获得的。 所以通过观察弹奏者指法也能够窥探出弹奏

者的水平。 可见要想很好地欣赏古筝艺术，还应该要提高相

关方面的能力。

（三）仔细体会《铁马吟》的意与境

意是一种思想、一种情感、一种精神，它 反 映 的 是 古 筝

的思想内涵；境是一种环境、一种氛围、一种境界，它表现的

是古筝中的环境。 意与境的结合构成了古筝作品的精髓，并

融入那美妙绝伦的音乐之中。 《铁马吟》中所包含的意与境

也是为了使古筝的演奏富有内涵而不虚空。 《铁马吟》中的

意指的是吟诵佛经之人在潜心地钻研佛法， 而境则是指人

们根据意幻想出的古筝音乐中所应有的环境。 有诗云：山峰

悄上白玉阶，古墙探出菩提叶。 莲花座前香火幽，铁马轻声

唤明月。 这正是乐曲意境的写照，不是真真切切的环境却在

虚虚实实中营造了一种青山古寺中超脱尘世的氛围。 为了

能够仔细体会《铁马吟》的意与境，古筝爱好者应该 从 以 下

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古筝爱好者要学习一些比较专业的古

筝弹奏知识， 还要多多了解古筝这种古典高雅的音乐艺术

的欣赏技巧和经验；其次，要理解古筝作品的创作者在创作

这一作品时的心境， 只有站在他的角度才能明白古筝作品

中传达的感情；最后，要通过意与境的结合来揣摩《铁马吟》

的音乐创作脉络。 其实，乐曲的意与境在整个《铁马吟》的弹

奏过程中都有集中的反映。 乐曲弹奏时，在引子部分右手的

倍低音区以小撮连续奏出四小节和弦， 同时左手在音上进

行轻微的柔颤，这造成了一种余音袅袅的感觉，仿佛深山古

刹传出的幽幽钟声， 后边清脆的泛音则使人想起庭院下挂

着的铁马在微风中相互有节奏地和谐撞击，发出迷人声响，

那声响旷远而又充满安详之意。 乐曲一开始就营造出深幽、

低回、绵长的意境，让人抛开浮躁的心绪得到宁静悠然的享

受。 而后一声古朴凝重的回滑音响彻在耳边，音乐在不知不

觉中进入了主题， 富有古典色彩的旋律和老辣沉稳的节奏

使人们从静态的思绪中走出， 音乐如流水般在听觉的江河

里安详地流动着，似乎能让人感受到明月在缓缓地移动着；

又如连绵起伏的群山， 在群山怀抱中的古刹正在一点点向

人的眼前逼近。 当幽远古朴的旋律正在人的耳畔萦绕时，远

远的就能听到琴钟相交的隐隐之声， 小撮奏出的双泛音更

是犹如天边传来的梵音，神秘莫测而又空灵幻美，清澈透明

而又响彻云霄，如莲花不着水，日月不着空，清澈得 让 人 心

旷神怡。 晶莹的泛音之后，音乐转入深沉旷远的范围，这时

大指与中指运用勾搭技法奏出有节律的扣指音， 就像静谧

的古刹在远处传出颂唱之声， 此起彼伏地弥漫在整个寺野

之中。 尾声的音乐更为神秘、安详，低沉幽远的旋律与明亮

清澈的泛音把整个诗的意境渲染得入木三分 酣 畅 淋 漓，让

人彷佛置身于天地旷远的苍穹中，听着铁马轻击，感受风月

清明，宇宙万物似乎都融入了古筝音乐的无边遐思之中，让

人久久难以忘怀。 此曲在演奏中要注意按滑音速度的变化

以及柔弦轻重的变化，以求达到旷远深沉的意境。 另外泛音

的断奏与连奏也有所区别，没有一味跳弹，而是通过连续的

弹奏来达到音乐连贯流畅的效果。 在这弹奏之中，我们可以

通过弹奏者每一次指间的跳动和拨划来找寻《铁马吟》中深

沉的意趣和悠然的境界。

三、总结

总而言之，提高古筝爱好者的欣赏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只有这样才能使古筝爱好者更好地体会 《铁马吟》 的意与

境。 要想使古筝艺术得到更好的发展，还应该积极了解其他

古筝作品。 古筝作品作为我国独特的音乐艺术，是一种需要

传承与创新的艺术形式， 因此古筝艺术的发展不仅需要积

极吸收传统古筝艺术的优点和特色， 还要结合现代人的审

美观念和欣赏习惯进行弹奏手法上的创新。 只有这样，我国

的古筝艺术才能得到发展，类似《铁马吟》这类的古 筝 艺 术

才能被人们广泛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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