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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学习音乐、学习扬琴演奏的人越来越多。
作为多年从事扬琴教学的教师，对这种现象的出现深感欣慰，当然地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希
望能把自己我年来的教学经验和体会，无私地奉献给大家。
    学习扬琴演奏，对开发青少年的智力、陶冶情操、培养性格，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毅力
、耐力、集中力、适度感等性格因素的培养，有着重要的作用。
    就扬琴演奏的学习来说，认真的学习态度、良好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极为重要。
著者在多年的扬琴艺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小册子就是我在教学中碰到的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与方法，同时吸取了一些国内扬琴界专家、教授的成功经验，以“问答”的形力
图使之方面的常见问题得到一定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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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3．击弦点指的是什么？
　　答：所谓“击弦点”，指的是在琴竹击弹时琴弦上的位置。
正确的“击弦点”是在琴弦距琴码约2．5厘米左右的位置。
结合目前普遍使用的402型扬琴的多码并列的特点，其最佳击弦点与琴码的距离：高音区约2-2．5厘米
；中音区约2．5-3厘米；低音区约2．5-3厘米。
在这个位置击弦，扬琴发出的音色基本能达到高音清脆、明亮；中音圆润、悠扬；低音浑厚、饱满。
如演奏时击弦点太靠近琴码，声音则生硬发梗，还容易误击琴码产生噪音；太远离琴码则共鸣较差，
音色发飘。
击弦点位置准确与否是取得良好音质的基础。
其次，依靠击弦点位置的变化，音色的层次也可随之而变化，击弦点距离琴码的远近，可以形成软硬
不同的音色对比。
　　14．触弦点指的是什么？
　　答：所谓“触弦点”，指的是琴竹头接触琴弦的位置。
用琴竹头上最好的位置触弦，将会使琴孩发出坚实而纯净的声音。
正确的触弦点在琴竹头的中间部位，除非有特殊的弹奏要求，演奏者要尽量避免用琴竹头的前后部位
或斜向击弦，如靠前或靠后都不能使琴弦均匀受力，从而达不到使几根琴弦同时均衡振动而影响发音
的力度和音质。
在演奏时如有可能应注意触弦的角度，最好与琴码成一直线，尽量与所奏每个音位上的多根琴弦的接
触面在同一个平面上，使琴弦能够受力均匀，振动充分，发音平衡。
　　15．发力点指的是什么？
　　答：所谓“发力点”指的是击弦时手的发力部位，施加力量的大小应根据演奏时的力度、速度及
音色的需要而定。
不同的音色、不同的力度在击弦时发力的部位是有很大区别的。
扬琴演奏使用的力有两种：一种是依靠各部位肌肉收缩运动而产生的肌肉力量；一种是手臂放松下垂
的自然重量。
这两种力在演奏中互相结合，控制弹奏的发音、音色、力度与技巧。
手臂是统一力量运用的通道，不是力量的出发点。
力量不仅来自手臂，还来自肩部、背部、腰部和臀部。
它是全身力量的统一协调与集中，弹奏时演奏者将这种力量及重量贯通到手腕和掌指，通手腕及掌指
的柔韧性和灵活性，使之协调平衡，传导集中至琴竹头击弦发音。
　　16．什么是演奏扬琴的“巧力”？
　　答：扬琴的演奏是要讲究力度的，但初学者：往往错误地理解“力度”，加之在初学阶段手腕运
转不灵活，便用一种僵板的蛮力狠击琴弦，结果发出一片刺耳的噪音。
还有一种情况是为了演奏中灵活自女口，需要演奏者的整个上肢放松，但有些初学者又错误地理解“
放松”，便用一种松软的力度去击弦，结果发出的音绵软无力。
以上这些情况，不能简单理解为是用力大小的问题，而更多是属于用力的方法问题。
演奏扬琴确实需要用力，但需要的是一种巧力。
　　所谓的“巧力尸，就是指轻松和灵活而言，具体来说，演奏时演奏者的肩、大臂、小臂、手腕和
手指都要放松，动作要灵活，整个上身的各个部分在击弦运动中是有机协调地配合，把这种配合所发
生的力集中至琴竹头上，使之产生一种弹性，而这种弹性又和琴竹本身的弹性相结合，在击弦中产生
弹力。
使用这种”巧力“演奏扬琴，才能够在击弦时轻便灵活，得心应手。
　　17．什么是”用力“和”放松“？
　　答：“用力”和“放松”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
扬琴演奏的技术动作，就是达到既掌握“用力”又“放松”的基本规律与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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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扬琴击弦运动中的用力与放松应是同步的，即力量下去，同时也就放松了。
用力与放松的统一并不独立存在，它们存在于运动本身之中。
在“放松”的基础上“用力”，“用力”后立即“放松”。
同时要求双手能灵活地运用这种相对放松的力量，并要求有把握地、合理地控制这种相对放松的力量
。
演奏任何一种乐器，都必须从心理上和生理上处于最佳的自然状态，避免反常状态。
任何心理上反常状态的出现，如心情紧张等，都会造成生理上肩、臂、肘、腕、指的僵硬，导致击弦
时力量的上提而放不下去。
只有做到心理上、生理上处于最自然的状态和最佳的自然感觉，肩、臂、肘、腕、指各部位之间，才
能相互协调运动，发挥最适当的力度和最佳的速度能量。
　　18．什么是扬琴的良好音色？
　　答：扬琴的发音，无论是强奏或弱奏都应是颗粒性强，音色纯净、饱满、坚实、富于弹性的音响
效果，要特别注意强奏时声音不噪，弱奏时不虚。
发音的好坏，实际上也是检验击弦动作和用力方法正确与否的一个方面。
要想得到良好的音色，就必须认真体会击弦动作和用力的方法，在击奏每一个音时，都要用视觉（音
位）、触觉（击弦）和听觉（检验）来区分音质、音量和音色的差异，力求达到击弦与发音的统一。
由于发音好坏的关键在琴竹头触弦的一瞬间，所以初学者在练习中要特别注意培养击弦时手腕和手指
动作的灵敏性。
只有这种灵活敏捷的动作才能使琴竹产生巧妙的弹击力，也只有这种巧妙的弹击力才能使琴弦发出美
妙异常、令人回味的音色。
　　19．小臂的动作有什么要求？
　　答：在扬琴演奏中，手臂要自然放松，这也是一切演奏动作的基础，手臂紧张会引起手腕和手指
关节的僵硬，造成演奏失灵。
实质上在整个演奏过程中，除了各种技巧训练之外，概括起来就是对松弛的掌握，学习者一定要认真
注意。
在击弦的瞬间；腕、指用力要灵活适当，注意力量的运用和控制，小臂随着手腕的击弦做小幅度的上
下运动，除特殊需要外，一般不要上下挥动，否则，会影响手腕的灵活击弦和力量的运用，影响速度
和力度的发挥。
那种依靠挥动小臂去完成演奏的方法是完全不正确的。
　　20．手腕是用“转动”击弦的吗？
　　答：扬琴的演奏主要是靠手腕的运动。
因此，手腕的灵活有力，就成了演奏扬琴的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因素。
在演奏中，腕部肌肉要松弛，用力要灵活，击弦后反应要灵敏。
伴随着这些动作，腕关节出现微小的“转动”是一种生理上的自然现象。
这是腕关节在运动时出现的外形变化，不是运动的本质，实质上它仍然是上下运动，初学者万万不可
将这种生理现象误以为手腕是用转动击弦的。
　　从人体结构上看，腕部的椭圆形体积，对手的外形很有影响。
腕部在做击弦动作时，从手掌的正面或背面都可以看到腕部弧形的轮廓线，它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
觉，认为手腕的击弦不是上下运动而是左右转动的。
特别是在慢动作的击弦和弱奏长时值的轮音时，这种手腕转动的感觉，确切地说是错觉则更为明显。
但是这种错觉不应该妨碍我们对手腕击弦动作的正确认识。
正确的手腕击弦动作和琴竹头的运动方向应该是从上至下的直线进行，如果演奏者过分地强调手腕的
转动或者认为手腕是以转动击奏琴弦的，势必会出现不正确的侧击动作。
错误地理解手腕的“转动”，不仅会影响击弦效果，同时还会给初学者带来无穷的后患，一旦形成习
惯，便很难纠正，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决不可掉以轻心，必须认真对待为妥。
　　　　24．怎样练习两手击弦的配合？
　　答：扬琴演奏的最基本特点就是作单音的两手交替击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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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最基本的要求是两手在弹奏时的节奏和力度要非常均匀。
由于人的生活习惯造成两手的灵活性不可能一样，要做到在节奏和力度方面一样均匀，一般来说是不
容易的。
常见的不均匀现象主要是左手的灵活性不如右手，要克服这一现象，惟一的方法就是加强对左手的训
练。
在练习中，要有意识地体会右手的动作和用力方法与左手有什么不同，着重加强左手的训练量，让它
的灵活性尽快达到和右手一样，以使两手更好地配合起来。
　　25．什么是扬琴的基本竹法？
　　答：竹法是中国扬琴演奏的专用术语，是指在扬琴的演奏中两手运用琴竹弹奏的方法和规则。
包括用单手、双手持竹击弦的一切演奏方法。
竹法主要指的是两手运竹的顺序，它可分为顺竹法、连竹法、齐竹法和混合竹法四种。
不管是左手或者是右手起拍演奏第一个音，只要是两手按照顺序交替进行，即是顺竹法；在演奏中为
避免两手的交叉运动，而采用某一只手连续弹奏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的方法称为连竹法；两手同时弹
奏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如弹奏八度、和声音程等即为齐竹法；将单竹法和齐竹法混合使用就是混合
竹法。
竹法又可分为“左竹法”和“右竹法”两种。
以左手演奏为先、为主，基本上是每一小节的第一个音以及每一拍的第一个音用左手演奏，称为“左
竹法”；反之称为“右竹法”。
合理安排竹法是扬琴演奏技能得以充分发挥而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
演奏者可根据乐曲的要求和自己的演奏技能，考虑在速度、力度方面及节奏的变化、音位的排列和音
型跳动等多种因素来决定竹法的安排，采用灵活多变的竹法，这样会减少弹奏上的诸多障碍，增强音
乐的流畅性。
　　26．什么是交叉击弦？
　　答：在扬琴演奏中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右竹弹奏左边的音之后，左竹要紧接着弹奏右边的音，
或左竹弹奏右边的音之后，右竹要马上弹奏左边的音，这就是两竹交替击弦中的交叉问题。
如果是在速度比较慢的弹奏中，交叉击弦问题一般容易解决。
而在速度较快的弹奏中，交叉击弦就会给我们的演奏带来一定的困难。
一般可以用左手或右手连续击奏交叉的两音；再就是使用与之不同的竹法解决交叉的两音，如将“左
竹法”变为“右竹法”，或反之。
此外，在乐曲速度较快，没有可能让左竹或右竹连击交叉的两音或变用竹法时，那就只能用演奏中正
在使用的竹法，按照交替击弦的规律作交叉弹奏。
在交叉弹奏进行中，要避免两只琴竹互相碰撞，应充分运用手腕的灵活性和手可略偏左右的特点，在
回弹时适当往外侧斜一点，下击时适当向内增加斜度，来更好地完成交叉演奏。
　　27．如何准确演奏相距较远的音？
　　答：由于高音区和低音区之间的音位距离较远，如单靠手腕来完成演奏功作是非常困难的。
一是速度难以保证；二是不利于音的准确性；三是不利于音色的质量。
此时，演奏者要依靠大臂和小臂的前后伸缩和左右移动并配合手腕和手指的动作来完成演奏，注意避
免出现整个身体大幅度的前后摆动或其它不必要的动作。
　　28．力度和速度练习要注意的有哪些问题？
　　答：强奏时，要避免由于用力过重或手臂僵硬造成的声音发噪或发杂音；弱奏时，要克服由于力
度不足或拘谨造成的虚而不实。
在力度的训练上要做到“强而不噪，弱而不虚”，就必须认真体会用力的方法，处理好用力和控制之
间的关系。
　　节奏是音乐的基础，是音乐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表现手段。
在慢速或快速演奏中越弹越慢、松松散散或越弹越快、杂乱无章等都是由于演奏者内心的节奏感较差
而造成的。
在速度练习方面要做到“慢而不散，快而不乱”，就必须严格进行节奏感的训练，要多听、多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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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的学生还可借助节拍器进行练习，培养自己内心的稳定的速度概念。
此外，由于扬琴的余音较长，为避免节奏不清晰、旋律含混不清，有必要在快速演奏中注意突出节拍
的重音，保证节奏的稳定，避免忽快忽慢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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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　　古筝、琵琶、二胡和笛子是人民群众广泛喜爱的民族乐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民
族乐器在教学的规范化与系统化、乐曲创作题材的丰富与技法的多样、演奏技术的不断成熟与发展、
乐器改革与科学化大规模制造等方面，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随着全国民族乐器教学的不断普及与发展，对各种民族乐器的学习与了解
已成为学生音乐启蒙与民族音乐教育、大众化休闲娱乐与陶冶性情的一件极好的工具。
　　一些从事音乐教育的专家、学者在各自的教学领域中，特别是在同一些业余学生的交流中，经常
会碰到这样一些问题：学生往往对一些与乐曲演奏相关的音乐基础知识、乐器基础理论知识以及如何
提高音乐修养与音乐表现力等问题，知之甚少但求知欲强烈。
虽然在这些方面有众多相关书籍，但学生们往往一时不知从何人手，特别是对一些年龄较小或业余学
生而言，要求他们在繁忙的工作、学习之余再去博览大量的音乐书籍，确实有一些勉为其难；对于那
些几乎每天都要督促自己孩子练习的家长们而言更是如此。
那么能否编写一套这样的丛书：以喜爱和学习民族乐器者——初、中级学生、特别是业余学生以及学
生家长为主要对象，以提问与解答的形式，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与表达方式，介绍一些与学习民族乐
器有关的音乐基础知识、乐曲演奏的基本方法与赏析、音乐素质的培养方法以及一些在学习的过程中
常见问题的解决途径，以利于民族音乐在人民大众中的普及与传播。
　　2003年初，武汉音乐学院的多位民族乐器专家、教授应“长江文艺出版社”之邀，精心编写，遂
成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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