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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古筝演奏技法的传承与发展
孙  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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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音乐风格在不断更新，乐器不断创新的同时技法也在不断进步     。古筝是中国乐器文化中最

具代表性的乐器之一。古筝的产生和发展可以追溯两千多年，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古筝的历史演变中，不同时期存在不同

的流派和产生不同的演奏技巧，在不同的地域，古筝的特点也是不同的，具有鲜明说地域色彩和时代色彩。当代古筝的演

奏技巧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融入了一些西洋乐器的演奏手法。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紧密团结的国家，每个民族也都有自己

优秀的传统乐器，当代古筝也可以借鉴这一点。古筝发展到今天这个物质和精神资源高度发达的时代，各种乐器相互竞争，

如何在保持自身的活力的前提下脱颖而出，是我们研究的核心问题。因此，本文主要探讨如何在继承当代古筝传统演奏技

巧的同时，进行创新与发展。以期对当代古筝的传承和发展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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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硕果仅存的文明古国，中国有着深厚而悠久

的历史和文化。古筝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弦乐之一，有

辉煌的历史。早在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中，古筝便作

以丰富、艺术氛围浓厚、有着独特魅力的古代乐器形象

出现。古筝演奏历史悠久，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演奏

特点各不相同。时代飞速发展，东西方文化开始逐渐交

融，西方乐器的传入极大的挤压了我国传统乐器的生存

空间，人们对艺术的需求也开始逐渐多样化。古筝为顺

应时代的变化，紧随时代的潮流，其演奏技法在传统的

基础上也开始了不断的创新和发展，古筝艺术重新焕发

出旺盛的生命力。现如今，如何实现当代古筝演奏技法

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关键问

题。

1 传统古筝演奏技巧
1.1右手技巧

右手是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所以它

比左手更加敏感。右手在进行古筝弹奏时主要负责整个

弦的右侧部分。因为这个位置比较容易控制，古筝的发

音会出现一定的侧重。一般来说，琴的右侧主要发音的

部分，右手主要是进行弹拨动作，这个手法和琵琶很相

似，但又不完全一样。古筝的弹拨主要是用拇指对其他

手指的弹拨。只有几个手指之间相互配合才能更好的拨

动琴弦。这种指法的每一个手指都有两种演奏方法，即

正面和负面两个方面，每一种都有适当的情境来达到恰

当的演奏效果，充分展现了古筝演奏技巧的灵活性和多

变性。

1.2左手技巧

相对于右手，左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使用得较

少，左手对右手活动起辅助作用。同样，弹奏古筝时，

左手也要协助右手完成演奏。古筝的琴弦是用右手拨动

琴弦来发出声音的，左手按压琴弦，而不是直接通过琴

弦发出声音。这样可以更好地控制琴弦的音调。同右手

相反，左手负责弹奏琴弦的左端。左手的按压技法，主

要有如滑、唱、揉等与右手相对应的技法，这样可以配

合多种曲调。

1.3古代古筝演奏技法的传承

中国的文化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积淀了许多

经典的事物和故事。因此，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

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对那些传统的东西进行创新改

造，使之充满活力。至于古筝，它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

甚至在现代古筝的演奏技巧中仍然包含着传统的元素，

且占据主要地位。当前中国古筝的乐谱 ,无论曲调如何

变幻 ,即使换成了新的演奏技法，也脱离不出传统的吟、

揉等其他技法 ,这都是古筝文化的根基，新时代背景下

古筝传承和发展的基础。

2 现代古筝演奏技法的发展
2.1现代古筝演奏基本姿势

古筝主要有两种演奏姿势即坐式和垂直式，在现

阶段，人们在古筝演奏时最常使用的是坐式。坐着演奏

古筝时，需要一个座位，表演者最多只能坐到椅子的一

半。如果超过这个区域，表演者的重心就会向后倾斜，

看起来会显得表演者的身体姿势不协调。在表演开始时，

选手必须保证有一个稳固的“稍息”姿势，并辅以“三

点式”，即椅子的高度应与演奏者的身高协调一致，确

保演奏者的腰同古筝在同一水平线。

2.2现代古筝触弦的基本方法

古筝的音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材料、工艺和演奏

技巧的影响。演奏古筝时，人们通常用夹和举两种方式。

弹奏古筝时，手指按向上和向下倾斜的顺序，倾斜 45

度进行弹拨。另一方面，提起弹指在 45度角的基础上，

从斜向下的方向向上拔起。同时，以吊腕的姿势演奏。

此外，现代古筝的演奏技巧中还有很多细节，如乐器的

质量、手指甲的形状、演奏者手的形状等。

3 当代古筝演奏技法的传承和发展
3.1以传统演奏技法为基础进行改进

传统的演奏技法是古筝艺术的基础。无论后续新

技法多么创新，旋律多么巧妙，当代古筝音乐作品都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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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传统技法。“吟、揉、点”等传统技法仍是古筝表

演艺术中特色最鲜明的技法。随着我国古筝教育的广泛

开展，古筝演奏的技法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传统

古筝演奏技艺的地域特征十分突出，为了适应新时代的

发展趋势，创新和改革迫在眉睫。因此，有必要改良传

统的演奏技巧。古筝演奏者通常以坐姿坐着，只占椅子

的三分之一，避免向后靠。椅子的高度应与表演者的腰

和古筝平齐，作为要和琴体侧板留有距离，以形成一个

自然、舒适的姿势。不同的演奏方法会导致音色的不同，

演奏者应熟练掌握从斜上至斜下的夹弹法进行演奏，使

其产生厚实饱满的音色，同时用无名指或小指拨动琴

弦。提弹法是古筝日常练习中重要的指法技巧，它的方

向是从斜下至斜上弹奏。弹奏时手腕悬起，发音要清晰

纯净。在传统演奏技能中，左手技法通常是为了辅助右

手技法 ,。当代古筝演奏技巧优化了左手技法，形成了

很多新技法，传统古筝表演技法中的滑音技法得以继续

沿用，双滑动、双泛音、微升滑音和双揉弦等新技法越

来越完善，共同组成了当代古筝演奏技巧。

3.2引入其他民族乐器音乐演奏技法

当代古筝演奏技法的演变是基于传统古筝演奏技

法之上的，结合民族乐器本身的特点，它可以模拟敲木

鱼的声音和琵琶扫弦的演奏技巧，为最大限度发挥古筝

乐器的优势，在其当代古筝演奏技法的创新和发展的过

程中，加速和其他国家的音乐演奏技法的相融合是创新

路上必经之路。古筝在音乐表现能力方面从未输给过任

何其他的乐器，其传统的演奏技法更是强调左右手分工

的弹奏技法，但其他乐器演奏技法的引入需要打破古筝

演奏者在古筝演奏中固有的演奏技法的限制 ,例如充分

利用吉他弹奏中拍击琴盒或琴弦、以手掌压弦、右手扫

弦、抚琴等演奏技法。将这些其他民族乐器的演奏技法

融入古筝的演奏技法中 ,可以使古筝除了原来的音色外

还可以发出类似鼓点声、锣点声、风声和水声等各种声

音。以琵琶演奏技法为例，当代古筝的演奏技法借鉴了

琵琶优秀的技法，形成了指轮的新型古筝弹奏技法，指

轮弹奏技法即，左手或右手的五个手指按顺序一次拨弹。

但是当琵琶在用指轮弹奏轮音时，手指的方向是向外的，

而融合了琵琶技法的当代古筝演奏技法在使用轮指技法

演奏时手指的方向是向内的，当代古筝的轮指弹奏技法

又可以分为定数论和不定数论两种。定数论是指：“在

固定的时间内演奏规定数量的音符”，非定数论指：“在

固定时间内弹奏数量不定的音符，在弹奏时只需要保证

音符紧密且均匀即可”。综合来看，当代古筝演奏技法

的发展现状为，在现代古筝演奏轮音技法时，小拇指占

据非主奏地位，且在演奏过程中通常使用四只手指进行

轮奏，三只手指和两只手指的轮奏情况相对较少。

3.3协调左右手操作以创新演奏技法

随着中西方文化的逐渐融合与发展，西方的音乐

文化也对我国当代古筝演奏技法的创新与发展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除了注重拇指、食指、中指的传统技法外，

无名指、小指的古筝演奏中其能力也得到了充分发挥，

特别是左手的弹拨技法得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左手在当

代古筝技法中已经能够参与到古筝右侧的演奏中来，并

能够开始承担旋律部分的演奏。双手演奏技法的发展充

满当代古筝演奏技法的特色 ,复调演奏和快速固定音型

是最为常见的演奏技巧，例如 ,在古筝名曲“孔雀东南

飞”中左手伴奏便不再是只伴奏担当 ,还需要负责多声

部复调音乐表现部分，诠释主题丰富内容。其看似简单 ,

但对演奏者的双手协调能力作出了更高的要求。扬琴的

演奏技法需要演奏者使用两根竖琴和竹子，并快速地交

替双手。在演奏古筝的过程中，演奏者需要交替使用双

手的食指，振幅一定要小，手臂可以抬起，手腕可以协

调，配合指关节实现独立运动。摇指手法在当代古筝演

奏技法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演奏者需要用同一根琴弦来

回波动，以产生密集的声音，从而增强其艺术表现力。

4 结语
随着现代科学的不断进步，人们足不出户就能欣

赏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乐器演奏。传统的古筝演奏已经很

难吸引观众的注意。针对这一现状，无数的古筝演奏家

和作曲家将纷纷进行创新和改革，以期在新时代继承和

发展当代古筝演奏技法。本文在文中针对传统古筝的技

巧做了一个简单的概述，结合其当代发展的现状提出了

改进传统技法、为其他乐器的技法的创新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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