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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教育教学中“托”指法的常见问题与解决方法
桑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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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筝是最受国人喜爱的民族乐器之一，习者众多，很多学生没有专业教师指导或缺乏练习，基本的手型、指法

会出现问题，常遇到速度和力度无法更进一步的情况，本文根据笔者十多年的教学经验，总结了古筝指法中大指提弹“托”

的常见问题，并提出相对应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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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乐器，其音域宽广表现力强，时

而平静如水，时而气势磅礴，是专业演奏者和业余爱好者最

喜爱的民族乐器之一。据统计，2019 年上海的古筝考级人数

达到 1 万 7 千人，预计总体学筝人数超 10万人。可见习筝

市场的需求巨大，人数众多，而上海每年毕业的本科古筝专

业人数仅为 20人左右，专业师资不足以覆盖这么多的学生。

许多学生没有非常专业的教师指导，或者有专业教师指导，

但自身练习时间不够，导致其基本的手型、指法长期存在问

题，不能够顺利演奏到高难度的曲目，或者很勉强地演奏下

来，但伴随着很多问题，如手指僵硬，弹不动，速度提不上

来，声音很虚没有颗粒性（虚指音色不够饱满圆润，如同不

会运用气息的演唱通常只是吼一嗓子，而专业歌唱家的演唱

是头腔共鸣）等等。追溯到习筝初期，这些问题都是不科学

的弹奏方法导致的。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专门的指法练习，研

究并解决掉这些历史遗留问题！

本文主要围绕笔者十几年教学过程中所碰到的大指

“托”指法的常见问题进行探讨，在这里，让我们明确一下

本文提及的的大指“托”限定为提弹“托”，而非压弹“托”。

提弹“托”和压弹“托”的手指形态不同，这里不展开叙述。

古筝演奏中最常见的难度较大的指法大多数由打、勾、

抹、托组成，如快速指序指法。其中，食指、中指、无名指

均有三个指节，俗称大关节、中关节、小关节，这三指用力

方法类似，方向也是统一朝向掌心，食指、中指、无名指有

很强的共通性，可以举一反三来进行弹奏，这里不再赘述。

而大指的构造与其他指头不同，只有两个指节，弹奏方法、

角度也与其他指头相异，是弹奏中最容易出现问题的一个指

法。大指的问题，除了会导致声音虚，还会导致手型的不稳

定（通常食指“抹”、中指“勾”演奏完会接大指“托”，

大指每出现一次问题，这组指法、手型都会产生相应的连带

问题）、手腕和肩膀的过度紧张等。

要解决问题，先要能够发现问题。如何发现“托”指法

的问题呢？可以从比对基本手型入手。古筝弹奏的基本手型

是一个放松状态下的手型，可以通过将手臂沿着身侧自然下

垂来找到放松的手型，后保持好手型状态，缓缓曲肘，抬起

小臂（维持好小臂、手腕、掌心的整体状态），以手心朝下

的方向，将手放置于身前琴弦上方，微微收拢指尖（让食指、

中指、无名指第一指节与琴弦保持 90°垂直），大臂在身侧

自然打开（不要夹胳膊），此时古筝弹奏的基本手型就形成

了（见图 1），为了更清晰地观察手型，未佩戴义甲（弹筝

时用胶布固定在手指上的拨片）。

图 1

我们可以看到，在基本手型的状态下，每个关节都自然

地微微凸起，没有凹陷；每个手指之间都自然地留有缝隙，

而非紧紧相依；手腕自然放松，可以顺利地传递气息（力气）

到指间，不会吊手腕或压手腕从而僵硬固化；手的重心在掌

心处，不会太靠后，导致压手腕而影响气息传递。

通过比对基本手型，让我们一起看看常见的大指“托”

的五种手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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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指小指节，过分凸出（见图 2）

图 2

在指法教学中，老师们常说“要使用小关节弹奏”，本

意是强调小关节要灵活主动一些。但很多学生因此将太多注

意力放在小关节上，为了确保使用小关节弹奏，会不自觉的

凸出小关节，有的甚至在基本手型时，小关节就保持着过分

凸起的状态。过分凸出的小关节除了会导致手型歪、掌心不

稳外（掌心的状态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钟，时时稳定地

悬罩在琴弦上方），还会导致触弦角度不好以及弹奏速度提

不上来的问题。较好的触弦角度是义甲正面触弦，而小关节

过分凸出导致义甲常常无法正面触弦，弹奏时产生较大摩擦

力，音色不佳。

2 大指大关节，过分凸出（见图 3）

图 3

在指法教学中，老师们也常说“虎口打开”。本意是为

了防止学生将大指和食指靠的太近，导致大指活动不灵活，

同时扩大大指的运动范围，也能避免大指和食指义甲碰撞并

产生杂音的问题。同样的，很多学生过度关注“打开虎口”

的关键词，过分撑开虎口，打开大指大关节。这时，学生不

但无法体会到打开虎口后灵活大指的益处，相反因为保持着

过度撑开虎口的状态，导致大指大关节僵硬，进一步的，虎

口也僵硬并连带影响到食指的弹奏。

3 大指大关节、小关节同时过分凸出（见图 4）

图 4

在指法教学中，老师们也常说“要能够看到每个关节”，

即强调练指法时不能有关节凹陷（压弹指法除外）。但小部

分学生会产生大指大、小关节都非常凸出的情况。本身大指

大关节、小关节单个凸出都会产生很多问题了，那么大指大

关节、小关节同时凸出也就会导致大指更加不灵活、触弦角

度、手型、音色会更加不好控制。

4 大指大关节凹陷（见图 5）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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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指“托”除了提弹还有压弹指法，今天我们主要讨论

的是提弹“托”，但是这里依然要明确一下，无论是提弹“托”

还是压弹“托”都不建议大关节凹陷，压弹“托”是让大指

小关节保持凹陷状态，大关节保持正常状态，以弹奏出更流

畅连贯而非更具颗粒性的“托”指法。

大指“托”大关节凹陷产生的连带问题，主要是大关节

连带虎口运动受阻，非常不灵活，而大指、食指靠的太近，

会产生碰撞发出杂音，音色不佳，触弦角度也不够好。与小

关节触弦角度不好的不同之处在于，大关节凹陷大概率只能

用自上而下的压弹或平推角度触弦，或者通过翻手来调整触

弦角度，从而无法稳定手型。

大关节凹陷一般会伴有小关节同时凹陷或小关节过分

凸出的问题，都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同时凹陷或一个凹陷一

个凸出的情况是比较少的，但并非没有，一般是从小养成的

弹奏的坏习惯，需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改正。

为什么关节过度凹陷或凸出会导致无法演奏高难度乐

曲？

关节过度凸出或凹陷必然导致关节处的紧张，而在大指

弹奏时，气息（力气）应当是自腹部核心至指尖都是通畅放

松的，但这个气息在紧张的大指关节处全部被卡住。因而在

弹奏时，一方面身体通畅的气息无法传递至指尖，另一方面，

大指还要保持在快速有力地弹奏乐曲的状态中。因此就不难

理解为什么很多学生会出现越弹奏越气喘吁吁，越弹奏声音

越虚，越弹奏越控制不住手和旋律的状况了，归根结底还是

没有找到正确的指尖弹奏状态。因为用蛮力演奏只适用于低

级别的乐曲，高级别的乐曲技法难度提升，很难再用蛮力而

非通畅的调动全身的力气去演奏下来。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很多学生对出现关节的凸出、凹陷的情况是下意识的不

自知的，不良手型是不自觉的紧张形成的，有些学生只要摆

出基本手型就是紧张的手型，或是基本手型是正确的，但弹

奏时，就会不自觉地出现紧张的状态。解决问题要要进行单

独的指法改正练习，最终达到能够协调全身的气息，精确控

制指尖触弦的力度、速度与音色的状态。

比如小关节太凸出问题（文中提及的 4 种问题改正方法

一样），可以参考的改正顺序为：

（1）找到基本手型（肩、肘、腕自然放松），同时多

次进行手掌开合运动（有助益的运动提示是多次打开掌心拿

取东西），在运动中找到大指的自然的运动状态。

（2）大指保持运动，其余手指停止运动。此时是大指

小关节、大关节连带虎口在运动，感受并记住大指自然的运

动状态。

（3）大指持续运动并逐渐减小运动幅度，从小关节、

大关节连带虎口的运动，缩小为小关节、大关节的运动，感

受记住并尝试控制大指小关节和大关节的运动状态。

（4）大指持续运动并再次减小运动幅度。从小关节、

大关节的运动，缩小为小关节运动，感受记住并尝试控制大

指小关节的运动状态。

（5）最后指尖轻轻弹奏，感受记住并尝试控制指尖弹

奏的运动状态。

如果练习熟练了可以很快找到大关节、小关节、指尖的

状态了，那么可以在练习的时候直接找指尖的状态，而非按

照先找大关节、再找小关节、最后找指尖的顺序，这样有助

于加强后期弹奏时对指尖的控制。

一切指法、手型都是为演奏服务的，一旦指尖状态找到

了，身体气息通畅了，就可以灵活运用身体各个部位，不限

于小关节、大关节和虎口、甚至手腕、手肘、肩膀、后背、

整个腰部核心力量都可以根据弹奏需要，用来帮助演奏。如

果本文能对习筝者的乐曲演奏、指法纠正有哪怕一点点的帮

助，笔者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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