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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琵琶声，见不着摸不着只能听，其属性为“虚”，为了传承非往“实”里说，于是“言”把琵琶管理
起来。
说不清楚就“书”，有根有据有条有理，文字又把琵琶管理起来。
琵琶“说”清楚也“写”清楚了，这块木头还是不出声。
文化，说到底是一个民族记忆的能力、容量、品位及其记忆方式。
我们聪明人常把非“言”非“书”的模仿记忆的“琵琶第一课”遗忘了。
手只听命于“言”与“书”，“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传），结果很可能落得个恬
恬而弹琵琶。
“言”琵琶，“书”琵琶，还有一个“弹”琵琶，三个环节三种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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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ｌ．新发现的某些技术并不一定就是高级技术，它们恰恰是基础教学中所必备的内容。
琵琶基本训练内容之丰厚、要求之精细莫过于今日，不可一日不练功。
“以曲代功”难以再适应新的潮流。
    ２．技术训练的实质是美感训练，没有美感训练，怎有美的音乐？
弹挑本质是阴阳之美，轮指本质是曲线之美。
所谓“统一声音”、“一点论”或只允许一种声音与一种方法的存在等等都是违背美学原则的。
技术训练要充分注意并发挥琵琶三大特色——右手阴阳之美、曲线之美和左手虚实之美。
    ３．强调整体性训练原则。
食指与大指的独立性、弹挑与轮指以及右手与左手的规范性训练、几种基本手形和方法并驾齐驱，一
步到位。
任何局部性的、带有夸张的特殊训练方法和手段不宜在初级阶段教学中过多采用。
    ４．不以手形、灵活、放松、美感为前提，单纯追求强度是基训中最为严重的问题。
强度是技术量词，力度是含有哲学意义的艺术处理范畴用词，不能将强度与力度等同，混淆两者概念
，否则音乐将陷人肤浅。
    ５．本书意在提供一些新的训练方法和手段，内容安排非技术教程系统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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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德海现任中国音乐学院教授。
1970年刘德海担任中央乐团独奏演员，经常参加国内外音乐会演出。
60年代初起，刘德海先后访问了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共三十多个国家，并在那里进行了大量演出
。
1979年开始，他与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及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三次合作，演出了琵琶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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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当代琵琶大师刘德海简介写在前面(原版)前言(新版)一、练习曲1.开门三件事2.弹挑——食指与大指的
独立性3.音阶4.节奏练习5.指力练习6.第一把过弦7.活指练习8.纵横弹9.过弦与滚奏(弹与挑重拍转换)lO.
“芭蕾舞步11.高把位练习12.八度跳(五声音阶)13.大跳之一(七声音阶)14.跳跃过弦之15.第一把七声音阶
过弦16.跳跃过弦之二17.分解和弦过弦18.大跳之二19.“里外外里”过弦20.“外里里外”过弦21.不规则
节奏22.小舞步(三连音)23.旋转(六连音)24.听雨(五连音)25.弹与轮均匀练习26.长轮与半轮27.轮与左手的
配合28.轮的分解练习29.摇篮曲(轮的变化与呼吸)30.盼望31.轮的强度层次变化32.半轮装饰33.左右手平
衡练习之34.左右手平衡练习之二35.左右手平衡练习之三36.“爪”的装饰37.快速打音38.青春舞曲39.儿
童舞曲40.“左”追“右”(左手追右手的灵活度)41.“2”追“1”(二根弦过弦追上一根弦的速度)42.“
大”追“食”(大指追食指的灵活度)43.“收不住”(无过弦概念训练)44.“挤不进”(保持快弹手型)45.
南腔北调(弹挑开手板)二、乐曲凤求凰风人松京剧曲牌联奏朝元歌快乐的小和尚三、琵琶新思维99话
题【开场白】1.弹琵琶，你准备好了没有【技不厌精】2.弹挑方法总要领是什么3.轮指方法总要领是什
么4.弹挑“一点论”，在弦上只接触一个点对不对5.轮指在弦上触弦点是“一个点”，还是多少点6.弹
挑、轮指的基本手形共有多少种7.弹挑手形这么多，应该先选哪一种“入门”8.强调在弦上最佳点发音
，会不会影响音色变化9.什么叫“向2进军”10.弹挑总有杂音怎么办11.弹与挑如何练得统一12.弹挑和
轮指音响的横向统一，你想到过吗13.每天坚持一个一个指头夸张拨弦的轮指训练，结果长轮还是不匀
，为什么14.挑轮的要领是什么15.怎样练里弦轮16.双弦轮与单弦轮要求一样吗17.为解决快速弹挑先练
慢，练了之后还是快不起来，什么原因18.左手如何跟上右手的灵活度达到左右手平衡19.一碰到过弦速
度就受影响，怎么办20.练习跳把有什么“诀窍”21.怎样练习扫拂22.琶音还要讲究方法吗23.摇指到底
有多少种方法24.反正弹指法符号和演奏方法要领是什么25.最难的技术是快速弹挑吗26.介绍几项特殊
音响的弹奏方法27.如何理解用力的紧与松28.平时功课忙，每天只有一小时练琴时间，怎样充分利用这
一小时29.练了上百条练习曲为什么还是弹不好乐曲30.前辈所说“演奏自动化”是怎么回事31.“聪明
反被聪明误”发生在琵琶上有什么例子可举32.一个有关弹挑音色的“怪现象33.技术系统总体审美标准
今天与过去几十年相比有什么质的变化【给技术与乐器以“人文关怀”】34.为什么说左手颤音是技术
又不是“技术”35.左手滑音有艺术要求吗36.“带起”最容易，难道还有讲究吗37.滚奏声音是否有“
文”“武”之区分38.琵琶技巧“衔接工艺”是怎么回事39.演奏和音，有时用“双弹”有时用“分”，
两者有何区别40.反正弹的真正意义何在41.如何解释“一心两用”42.如何培养“余音”意识43.“弹好
琵琶与好弹琵琶”这句话什么意思44.琵琶“噪音难免”论正确吗45.“软着陆”是什么意思46.如何用
琵琶“视唱练耳”【解读音乐】47.如何解释并区别音质与音色、力度与强度、速度的节奏与节拍、技
术与技巧几组概念48.在技术上任何调整虚与实的概念49.就琵琶一件乐器有没有“交响”一说50.琵琶
移植改编许多外国乐曲，从审美角度看有何意义51.琵琶重奏的前景如何52.为什么说解读音乐要从练习
曲开始53.弹曲子时心里想什么54.怎样理解琵琶传统乐曲内容55.如何用乐曲实例来解读音乐56.试用8首
乐曲表述音乐的开头与结尾的艺术设计57.琵琶流派很多，都要学到手吗初学先学哪一派58.琵琶传统经
典“13大套”数量实在太少，对传统的挖掘还有多少空间59.不弹“小曲”行不行60.如何理解“三分乐
谱七分心境”这句话的含义61.《宗教篇》有几首以佛教为题材的音乐，如何演奏这些乐曲62.如何理解
“此时无声胜有声”这句话的意思63.琵琶“即兴”能随便玩吗64.琵琶就技术而论，还有多少路可
走65.“新”的背后是什么【向“两难悖论”挑战】66.十二平均律与传统音律能否兼容67.这几十年已
经不用下出轮了，为何现在要重新起用它68.假指甲与真指甲能否在一个人手上并存69.钢丝弦的“钢”
声能否多增加一些“丝弦”声70.能否从形制改革上“解放”第三、第四把技术的发挥71.乐谱“数字化
管理”的两难在哪里【舞台教学护琴护手】72.谈谈演奏舞台小经验73.如何安排专业音乐会74.怎样欣
赏演奏家的演奏75.琵琶与什么乐器组合重奏效果较好76.琵琶伴奏的作用与可能性77.琵琶与西洋交响
乐队合作的要求是什么78.上台表演，老师总要我晃动身子或晃脑袋，这对不对79.学生每换一位教师总
要从头改一次方法，都改乱了，该怎么办80.琵琶教师(演奏专业)的职责是什么81.谈谈护琴小常识82.为
什么琵琶拧轴校弦如此困难83.拴弦窍门和第二弦音准微调补救办法84.造成右手手腕损伤的原因是什
么85.不用乐器也可以“练琴”吗86.一把乐器到底能使用多久【大视角】87.琵琶界为什么没有神童出
现88.琵琶几代人有没有“代沟”89.200年来琵琶形成不少流派，近几十年为何没有新流派产生90.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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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创作状况如何91.谈谈琵琶创作理念92.琵琶“新古典”风格是怎么回事93.如何理解“弦上功夫在
弦外”一说94.如何打造琵琶“绿色理论”95.琵琶能走向世界吗96.世界鼓噪“后现代”，琵琶何处
去97.21世纪应该培养什么样的琵琶人才98.“九九归一”，你手上的琵琶做点什么事【未盖棺先定论
】99.略举16条“说你没商量附论文：换个语境“说’’弹轮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每日必弹琵琶练习曲>>

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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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每日必弹琵琶练习曲(最新修订版)》意在提供一些新的训练方法和手段，内容安排非技术教程系统
序列。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每日必弹琵琶练习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