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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文化复兴占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其中复兴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
尤为重要。古筝作为我国古老的民族乐器，是中华文化宝贵的文
化遗产。

随着文化复兴的热潮和多年来民间音乐的推广，古筝深受人
们的喜爱，受众也越来越广泛。在时代的变迁下，许多古筝作曲
家创作了大量现代古筝音乐，与传统古筝音乐不同的是，现代古
筝音乐在演奏特点、创作方式、创作理念、文化内涵等方面都有
了质的提升。本次研究将重点从传统筝乐与现代筝乐的特点出发，
分析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并对其进行分析。在承继和发展优
秀传统筝曲的基础上，推动古筝艺进一步的发展。

1　传统筝曲的演奏特点和现代筝曲演奏技法的发展和创新
1.1传统筝曲的演奏特点
1.1.1传统筝曲的基本演奏技法
在过去的传统古筝演奏中，右手是以拨弦为主，被安排在

在琴码右侧活动,其主要目的为取音。而左手则被安排到琴码左
侧，以按弦为主，其基本任务是修饰音色、装饰旋律，有时还会
配合乐曲会加入刮奏等零星的表演。相比之下，右手对表演的作
用更大，除了用小指外的四指弹弦发声,控制乐曲的节奏、强弱以
外，还包括了单音、和音和持续音等基本指法的运用。单音技法
是演奏中最常使用的指法，其中以“勾托抹托”最具代表性。和
音技法主要体现在双托、双劈以及大撮和小撮的指法上;持续音技
法是古筝演奏中一个音依靠某种技巧可以持续演奏，将单音连接，
形成长时间持续的音效，多用遥指和轮指来完成[1]。

1.1.2不同筝派的演奏特点
早在公元前5世纪至3世纪的战国时代以来，古筝就从我国

西北一带逐渐传播到全国各地，并在当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筝
流派。

我国每个传统筝派都有其独特的演奏特点，但南北方筝派的
演奏风格也有各自的统一性。北方筝派的演奏风格整体豪迈奔放，
喜好敦实醇厚的音色质感。如河南筝曲重视强调大指的作用，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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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弹奏时习惯靠弦重弹,即弹完一根弦后手指会借力靠到下一根
弦上,这样能作出力度较强、音质淳厚的乐音;与此同时，河南
筝曲还着重强调摇指的音头，这两点都是河南筝派标志性的特
色技法。

同样的，山东筝曲在演奏时注重大指的作用，习惯用大指
来弹奏乐曲的主旋律，这是山东筝派区别于其他乐派的标志性特
征。山东筝派对大指的运用很广泛，以大指末端的小关节为活动
部位，加以连续快速的“劈托”可构成的大指“摇”，这种技法
在《风摇翠竹》、《清风弄竹》、《山鸣谷应》等乐曲中得到了广泛
的运用。

相比较北方筝派，南方筝派更倾向于追求细腻柔和，高雅
含蓄的独特风格。像潮州筝曲中大指的使用不多，但常用中指的
连勾。客家筝曲在演奏技法上也以变化多端、韵味悠长的各种滑
音为特色。 而浙江筝曲特别注重右手的清弹，广泛应用“勾托抹
托”的快速组合, 且遥指追求细腻绵长，含蓄淡雅。

通过对我国传统古筝流派演奏技法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右手弹弦，左手按弦，基本是传统筝曲演奏中的常态。而各传统
筝派也都有其不同的演奏风格，大体上北方筝派的演奏风格豪迈
奔放，粗狂有力，南方筝派的风格则更含蓄内敛，柔和优美。

1.2现代筝曲在演奏技法上的发展和创新
在演奏技法上，左手技法的高度发展为现代筝曲创作的进

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传统筝曲中，左手绝大部分时间只在筝
码左侧作揉弦、滑音等修饰音色的作用。而从新中国建立之后，
许多古筝演奏家投身于古筝艺术的创作和改革之中，他们突破原
有的束缚，左手开始移到筝码右侧进行简单弹奏。上世纪七十年
代末，赵曼琴先生首次创立了快速指序技法，即一种可将演奏手
指任意组合的灵活技法。快速指序技法的出现增强了手指的积极
性以及各自的独立性,为现代筝曲的演奏和创作指向了一条全新的
道路。

而在八九十年代，左手得到了空前的解放。特别是左手快
速指序技法、轮指技法以及遥指技法的出现，左手渐渐也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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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中演奏主旋律，这极大提高了演奏的门槛和难度，也对演
奏者的演奏功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古筝名家王中山更是
把快速指序技法运用到了极致，在《春到湘江》、《将军
令》、《汉江韵》、《打虎上山》等作品中都展现到了极致。

2　现代筝曲在创作上的发展和创新
随着世界音乐文化的交流日益密切，当代作曲家们也在积极

吸取西方的音乐文化遗产，不断进行创新和变革，不断推动古
筝音乐艺术的进步，进而促使许多佳作名曲的问世。

2.1创新定弦法
调式音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音乐的色彩和风格，被称为

“旋律的支柱”。随着改革开放进入八十年代后，许多作曲家
在中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新思潮影响下，不再只守旧于传统
的民族调式，而是研究并运用了西方音乐的作曲方式，创作了
许多使用新型调式，但也符合中国审美的作品。

这个新型的定弦调式也被人们称为“人工调式”， “人
工”之处就体现在这种定弦法是根据作曲家本人的创作内容、风
格和情感的需要，由作曲家人为设定的，这进一步加强了作品的
的个性化、风格化和现代感。人工调式在运用上可分为许多种类，
有在传统民族调式中加入变音的例子，有一首乐曲中多种调式的
相互转换，还有无规律音阶、变音的排列。近年来，如《西部主
题畅想曲》、《如是》、《枫桥夜泊》等大热的现代筝曲都采用了人
工调式[2 ]。

在这一浪潮的影响下，现代多数的演奏级古筝作品大多都是
在新型调式的基础上创作而成，这既突出了古筝艺术的现代音乐
风格，又极大丰富了古筝艺术作品的多样性，满足了人民大众
的审美要求。

2.2色彩多变的和声效果
由于传统筝乐的演奏方式是单手弹弦，音响全部由右手单独

弹奏，跨两个音区的琶音已是最为复杂的和弦结构，这在较大
程度上限制了古筝的创作。随着现代演奏方式的逐步开放，左
手可加入并同时在多个音区演奏，弹奏各种组合的和弦成为了现
实。而在定弦中增加变音后进一步使和弦的运用更加自由化、
多样化。作曲家们可根据创作需要运用各种色彩的和弦，也可
以做出更多大胆的尝试，在创作中使用不和谐的音程或和弦，
虽然在听觉上有些不协调甚至有些突兀，但却可以营造紧张、
痛苦、空灵、诡异等特殊氛围，为作曲者开拓更多创作空间，
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带来了不同的听觉盛宴。

2 . 3“非乐音”的使用
“非乐音”可以理解为是将自然界的声响加入音乐作品之

中，这一全新的尝试最早诞生于西方的电子音乐领域。这种方
法后被中国的作曲家吸收并广泛使用，而“非乐音”的使用也
进一步拓宽了作曲家的创作空间。许多“非乐音”可准确表达
处许多用乐音无法准确体现的情景，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古筝演
奏的音响效果，其主要体现在包括叩弦、拍弦、抹弦、拍击
琴板等技法上。通过这些技法在描写激烈场景，模仿鼓声的音
响，增强节奏感，烘托紧张激烈的气氛上，比用乐音演奏带来
了更多真实感。“非乐音”在《幻想曲》、《西域随想》、

《溟山》等名曲中普遍运用，为乐曲增添了许多亮点。尽管现
在有许多人对“非乐音”在古筝中的越来越频繁使用颇有微
词，认为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古筝                           原
有的美感，让古筝成了一种“打击乐器”，可在我看来这都是
古筝“现代化”的正常现象，古筝若要继续发展，突破瓶颈
期，必然要进行多方面的尝试，而佳作的问世就证明了种种尝
试是正确的。

3　现代筝曲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现代筝曲在新时代变革和创新的同时，并没有和传统割裂，

依然继承了传统筝曲的优秀之处，在创作理念和文化内涵上是一
脉相承的，都蕴含了中华文明独特的人文精神和审美意趣。

3.1现代筝曲在创作上对传统筝曲的继承和发展
传统筝曲意在描绘意境，借景抒情。如名曲《高山流水》

就是意在抒发的俞伯牙与钟子期的知己之情，通过描绘高耸入云
的重山万岭和潺潺的流水，将情融于景中，呈现伯牙子期比山
高比海深的友情，情景交融，抒情性与叙事性相结合，音乐充
满了灵动的仙气，亦有深刻的人文内涵。

现代筝曲继承了传统筝曲描绘意境，借景抒情的风格特点。
在《浏阳河》中大段的轻盈的琶音用来描绘浏阳河水的阵阵波
涛，借景抒发了对家乡的依恋。在《焦窗夜语》的快板中右
手强调重音，速度由慢渐快，呈现了夜雨由小渐大的效果，借
景抒发夜晚孤独寂寞的心境。《春江花月夜》、《春到湘
江》、《雪山春晓》等等都是作证这一点的有例说明。

而现代筝曲在创作风格上与传统筝曲相比增添了叙事抒情
性。例如《庆丰年》是作者赵玉斋先生采风过程中，与农民
欢度春节时偶得灵感而作,全曲灵动活泼,曲调欢快,似在叙述欢乐
的春节期间,家家户户欢欢喜喜过春节的故事。又如《临安遗
恨》,曲中包含岳飞受害过程中的酸甜苦辣之情,以“恨”字贯
穿全曲,以历史故事为背景，将听众带入故事中，品尽苍凉悲苦
之情。

虽然现代筝曲与传统筝曲在表现手法或内容上有所不同，但
其蕴含的文化内涵都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对故土、家国、民族
的热爱，承载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3.2现代筝曲在作曲结构上对传统筝曲的继承和发展
“起、承、转、合”的传统作曲手法，即以引子、主

旋律、高潮、尾声为组合的结构广泛应用于传统筝曲之中，并
被现代筝曲所继承和发展。

现代艺术家通过继承传统曲调,在现代筝曲中再现传统,并根
据其乐曲特点,使之适应现代听众的音乐习惯,将古今结合,即体现
现代筝曲对传统筝曲的传承性,又有所发展。如《溟山》一曲
中,利用传统作曲手法“起、承、转、合”,以引子、主旋律、
高潮、尾声组合成一曲完整的乐曲,同时作者王中山先生在创作
过程中还创造性地加入了一段“华彩”,赋予音乐感性、浪漫主
义色彩的同时, 还为音乐的情景创设营造了独有的动态美感。

《溟山》的创作就是现代筝曲发展的典型代表。
4　结束语
传统筝乐是根，现代筝曲是叶，若要古筝艺术开枝散叶，

就不能停下对根源音乐的探究和继承，就不能停下创新和发展的
脚步。古筝作为中华文化宝贵的文化遗产，被赋予了厚重的精
神内涵，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古筝艺术也应现代化。每一名热
爱民乐的人都应积极发掘其独特性、优越性，使古筝艺术在新
时代再次散发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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