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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筝常用基本技法在高校古筝教学中的重要性

古筝这件民族乐器，形制优雅美观，音色明亮圆润，

具有很强的音乐表现力以及音乐感染力，既可以演奏出

优美动听的旋律，也可以铮铮有声。既能演奏现代乐曲，

同样也能演奏出深厚的传统民间风格的乐曲，因此越来

越多的人来选择学习古筝。由于学古筝的人群越来越庞

大，古筝成为了热门的专业在每年的艺术音乐类器乐考

试中。这导致不仅是音乐学院的古筝专业学生多了起来，

其他普通院校的古筝专业学生也同样增加。这些现象导

致这些学生在进入高校后，再系统的学习古筝这一门专

业时，会出现这些问题：第一、学生之间的学习程度不

一。第二、“揠苗助长”式学习带来的一些对古筝演奏上

的错误演奏习惯。第三、基本功薄弱而无法完成某一些

乐曲的演奏，停留在技巧和如何完成乐曲上，而无法在

音乐的审美、音乐的表现力、音乐的创造力上有所提高。

因此面对这些问题，重新学习古筝的常用基本技法，并

规范这些技法的学习，对于高校教学古筝教学中，是非

常重要的一个环节。1

第一，古筝常用基本技法的教学，就是重新规范学

生古筝的演奏。可以让程度不一的学生统一在一个学习

的进度。无论是基础较好的学生和基础薄弱的学生，都

能够重新对古筝常用最基本的技法有新的认识和了解。

基础较好的学生通过学习能够更好的巩固自己的演奏，

基础不好的学生能够重新认识到自己错误的演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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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进行调整，再加强和提高。

第二，古筝常用基本技法的教学，可以重新让学生

了解到这些技法的发力原理，对自己演奏出来的音乐能

有良好的分析和判断，从而能事半功倍的提高学生演奏

的质量，提高学生对于自已演奏的要求和提升学生对乐

曲演奏的审美。

二、古筝常用基本技法在高校古筝教学中的内容

古筝的常用基本技法有很多种类，笔者此篇论文中

选择了三个内容进行阐述。这些古筝基本的演奏技法是

笔者自已在以往专业的学习和教学中总结的经验。

1. 手型

任何乐器的演奏都离不开正确的手型，手型之所以

非常重要是因为所有的演奏法都要以它为基础来进行演

奏。很多学生在演奏中出现奇怪的手型导致手指紧张，

发力不均，速度没有办法往上提升，都是因为基本的手

型没有掌握到位。因此重新对于手型的规范和构建对于

之后古筝演奏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在学习手型的这一

部分内容，我将它分为了三个部分。

（1）静态时的手型

静态时的手型也就是相对放松情况下，在演奏之前

手的自然状态。

很多同学不管是在学习古筝或者时钢琴时，有听说

过手型的正确摆放就像是手中握了一个鸡蛋，但笔者认

为如果手上真是握着一个鸡蛋，只会导致手指实际上是

在用力，而没有达到相对放松的状态。这只能起到形容

手型的形状，而没有达到为什么做到这个手型的目的。

相对放松的手型是演奏前的基本状态和前提，重点在于

放松。所以右手正确的放松状态应该是将手臂自然垂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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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身体两侧，再将手臂手抬起来，手掌此时处在的放松

状态则是演奏时的静态放松手型。然后将正确放松的手，

垂直立于琴弦上，手心和琴弦平行，以此为基础手型，

任何时候的演奏都要保持此状态不变。和右手相同，先

以放松的手型放于身体两侧找到放松的状态。

左手在古筝演奏中的基本手型同样也是要保证相

对的放松。因此首先将手抬至琴码左侧，放置离琴码

15~20 公分的位置，食指、中指、无名指三指指肚立于

琴弦上。这里要强调的是指肚放在琴弦上，而不是指甲

本身或是指甲与手指的夹缝放在琴弦上。三指并拢并保

持自然弯曲，三指分开留有缝隙或是手指用力绷直都是

错误的。第二，大指和小指分开并朝下（琴弦），大指不

能放进手心或是用力捏住食指。第三，大臂自然垂落，

小臂向左向外打开，肘关节不能抬太高或是夹住身体。

第四，手掌和手臂方向保持一致，手背需要放平。第五，

右手弹哪一根琴弦，左手需要跟随。第六，注意左手在

高音区，中音区、低音区变化时，手臂与身体角度也需

要调整变化，手掌的方向也需要根据演奏进行调整。

（2）动态时的手型

动态时的手型也就是在保持静态时放松的手型的基

础上每个手指如何发力的一种演奏手型。以食指训练单

个手指发力为例：首先发力时手指不能伸直，要保持自

然弯曲。指尖垂直于琴弦。第二，发力位置应该是（根

关节→中关节→小关节）三个关节都要有运用到，三位

一体，根关节带动中关节，最后力量到达指尖，发力方

向为手掌心。常见错误的演奏发力状态是只有中关节带

动小关节发力，而根关节并没有发力，导致演奏音色不

够饱满而很单薄。演奏出来的音乐没有力度，音色干瘪。

第三，发力完成后应立即回到放松的状奋。保证下一次

的发力，而不是持续用力，导致下一次发力时的紧张状

态。也就是错误的演奏状态，弹完以后不回正，手指仍

处在发力中。第四，单个手指发力时，其它手指均保持

放松状态。错误的演奏状态是一个手指发力的同时其它

手指都在用力。这就是导致整个手处于紧张状态，导致

错误难看的手型出现。第五，食指中指无名指和食指一

样演奏状态一致，但是大指只有两个关节，因此大指发

力时要运用手腕的带动。第六，弹琴义甲触弦的位置，

为义甲的三分之一处，并且与琴弦的角度为垂直状。

左手在乐音区演奏时和右手演奏手型相同。但是在

左侧按弦时需要注意的是首先允许手腕抬起，为发力按

弦作准备，而不是放平的的状态而导致发力方向错误。

第二，小关节在按弦发力时允许瘪指，但中关节和根关

节必须是自然弯曲状态。

（3）技巧性手型

基于以上右手的基础手型，在此选择了三个常用到

的基础技巧性手型的注意事项来进行总结。首先是常用

到的大撮手型，它像一座拱桥，大指中指同时向掌心发

力，指根关节要发力，大指和中指尽量能保持在一条直

线上，保证音色的统一性。第二，小撮手型要注意的是，

大指稍稍与食指错开，必免碰撞产生义甲相撞的杂音。

大指和食指以及虎口成小拱桥状，其他不发力的的手指

保持放松。第三，琶音的手型不管是提弹还是贴弹都要

注意，它是由四个手指组合形成演奏的指法，因此每个

手指在弹之前，要注意手型的指尖，发力的角度，方向

是否都正确。保证每个手指发力完成的音色力度要统一。

错误的演奏方法是只注意到食指、大指的触弦方法，导

致无名指伸的过直，而使无名指发力的方式变成了中关

节，而根关节没有发力，最后四个音的力度音色不统一。

每个手指在演奏完后一定要放松，最后导致紧张难看的

手型，而影响下一次的演奏。

2. 花指与刮奏

在古筝常用基本演奏技法中，花指与刮奏是很常见

的演奏技法，但是往往最基础的演奏技法，在长期的高

难度乐曲的演奏学习中，学生们常常将他们的演奏方式

混淆，或是对它们演奏的要求不再清晰。有的学生甚至

是没有系统的区分过它们之间的演奏差别。所以在将它

们运用到乐曲中去时，学生会靠自己的演奏习惯去演奏，

而没有根据乐谱的提示，而达到此技巧要演奏出的效果。

其次，学生对于这个技法的演奏音色要求也不清楚，因

此我认为这个技巧是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对于它的演奏

方法的梳理也是非常重要的。

（1）手型

刮奏和花指的区别在于，刮奏需要用到食指和大指。

食指按照从上往下的方向或大指按照从下往上的方向，

用指尖均匀的带动每一根琴弦演奏。左手刮奏大多数是

顺着筝码的方向弹奏（对刮奏有特殊要求的乐曲例外）。

右手刮奏顺着岳山呈弧形来回画圈。而花指，只需要用

到大指，且花指有具体的演奏范围要求，接下来会详细

阐述。但是不管是刮奏还是花指的演奏，在演奏时的手

型是一致的。同样都是首先要保持最基本的演奏手型，

也就是在上一个内容提到的手型要求。第二，在发力时

需要注意在演奏时，手指的发力位置为第一关节，并且

是 45°触弦，不能完全将指尖垂直于琴弦演奏，而导致

擦垂直演奏不顺畅，刮奏或花指卡顿。而如果不运用第

一关节发力，音色就会很干瘪，还会产生擦弦碰撞出来

的金属音。第二，食指中指刮奏都有一种向下拉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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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指则是向前推的感觉。第三，发力要适中，要求每

个音力度均匀，不能用很大的力气去演奏，破坏流水般

音乐的美感，也不能不用力，而导致刮奏和花指出来软

绵绵的音色。第四，在演奏刮奏时，速度要保持均匀和

流畅，不能过快或过慢，可根据乐曲要求的不同时值来

控制节奏。而花指是需要运用气息均匀地往前带动，使

其自然流畅，一定要有一种粘黏的感觉。

（2）花指的分类

花指这个演奏技巧，许多演奏者除了和刮奏混淆外，

也会将两种不同的花指混淆。花指分为板前花指和正板

花指。

板前花指为装饰性花指，它不占时值。因为它起到

的是装饰性作用因此时值较短，花指的音不能过长，3 到

4 个音即可，用力要轻快轻巧。

正板花指它是占时值的，且占到一拍或是半拍。因

此在演奏时，要将时值占满，每个音要清晰干净而且流

畅，花指再接下一个音的演奏时，要自然的衔接，不能

断开，在连接除托以外的勾和抹指法，时要提前打开手

指去找要下一个要连接的音符。

因此我们在演奏乐曲时首先要了解刮奏和花指的区

别。然后按照要求在乐曲中进行演奏。而不是将它们混

为一谈，而忽视了他们各自在乐曲中发挥的作用和目的。

3. 摇指

摇指这个技法是古筝的常用基本技法之一，摇指的

种类也是非常的多，有单指摇、多指摇和花式摇指。而

在单指摇中又有食指摇、大指摇、中指摇、悬空摇和扎

桩摇指。笔者在这些摇指中选择了最常用到的扎桩摇来

进行阐述。

（1）手型

手型是永恒离不开的主题，摇指的手型掌握同样也

是演奏出好音色的关键。首先要注意的是，在演奏摇指

时，小指指肚要直立支撑，作用是为了起到稳定右手的

作用，但同时也不能太用力或是太过放松。第二，要注

意小指扎桩的位置，应扎桩在需要摇的的那根琴弦的上

一根琴弦处，例：摇 3 扎桩到：2 上方。第三，中指和无

名指手型的要求应该是自然向手心弯曲，用力向前伸直

或是向手心捏紧都是没有放松的表现。第四，食指应该

轻轻的捏住大指的第一关节处。第五，大指需要打直，

并且大指义甲要垂直于琴弦，义甲指尖正面来回接触琴

弦，而不是用指甲侧边触弦。第六，摇指在“劈”这个

方向运动时，需要靠到下一根琴弦上，用惯性反弹到

“拖”这个方向上。

（2）注意事项和训练方法

第一，肩部要放平，右手的大臂要抬起来，不能夹

住身体。第二，肘关节抬起的角度要适中，不能抬的太

高，导致一直发力而手臂紧张，或是压的太低太过放松，

使摇指的指尖触弦角度发生变化。第三，手腕要压低，

使手腕能够惯性的摆动起来。第四，在过弦摇指时，身

体要跟着前进，保持手肘手臂与身体的角度不变。

训练摇指的方法，首先在不会摇指的情况下，运用

节奏型的变化组合来对摇指由慢到快的进行训练。在熟

练摇指的技巧之后，训练摇指的耐力和密度，用时间的

长短来进行摇指的训练，从一分钟开始一直向上增加摇

指时常，并且要保证摇指的密度。

摇指这个技巧，在古筝乐曲演奏的运用中随处可见，

往往表现音乐的歌唱性和抒情性。只有规范学生的摇指

手型，摇指演奏的要求，和训练摇指练习，才能让学生

做到摇指演奏时放松，演奏的音色统一，摇指线条性的

表现，以及演奏过弦摇指时能够非常流畅的演奏下来。

最后能够运用摇指这个技巧，表现出乐曲要展现的内容

和情感。

三、结语

古筝常用基本技巧，在此篇文章中笔者只选取了三

个内容进行阐述，这是笔者在从事高校古筝教学之后，

发现的一些问题，然后产生的一些思考和教学中的经验

总结。常常听到的是对古筝基本功的重要性，而我认为

基本功的范围之大，最后要具体到实际的每个演奏技巧

上来。只有让学生重新真正的了解到正确规范的技巧，

并正确的使用它，才能提高学生对于演奏音色的鉴别能

力，提高对自身演奏的要求，对于之后基本功的练习能

产生质的变化，并且开始重视基本功。最后作用于乐曲

演奏提升和审美的提高。也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能对于其

他的演奏者或是教授者有些许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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