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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一直在钻研和总结教学中的经验，创作和改编了许多扬琴独奏、重奏曲，并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
编写了大量练习曲，本书选取了其中的一部分。
    本书内容共分三个部分：第一总值发介绍了扬琴的渊源及发展状况、扬琴的结构、调音和保养；第
二总值发是基本演奏方法；第三部分为技巧练习，共有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包括了大量练习曲及相
应难度的乐曲。
除此以外还收录了中外各种不同风格的乐曲25首（其中2首为重奏曲），难度从一级到十级，适合不同
水平的扬琴学习者进行选择性练习，书中涉及到所有曲目，均已列入沈阳音乐学院艺术考级曲目。
    本书在编著时，力求语言简单、明了，讲求其实用价值，每一段乐曲、练习曲都加了注释，每道乐
曲都有乐曲说明和演奏技巧分析，以便为学生在练习时提供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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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学生，1942年出生，扬琴演奏家、教育家。
山东沂水人，现任沈阳音乐学院民乐系扬琴硕士研究生导师。
系国际扬琴学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民族管弦乐会会员、辽宁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副会长
、辽宁扬琴学会会长、日本东京中国歌舞团和新疆扬琴学会艺术顾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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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扬琴的基本知识　第一节　扬琴的渊源及发展概况　第二节　扬琴的种类　第三节　扬琴的
构造及各部位名称　第四节　琴竹　第五节　扬琴的上弦及调音　第六节　扬琴音位排列、弦号排列
、调弦程序　第七节　扬琴的保养　第八节　竹法、技法符号第二章　扬琴的基本演奏方法　第一节
　演奏姿势　第二节　持竹方法　第三节　击弦方法　第四节　竹法简介第三章　技巧练习　第一阶
段练习　　一、练习曲　　 击弦练习（一）　　 击弦练习（二）　　 击弦练习（三）　　 击弦练习
（四）　　 音程练习（一）　　 音程练习（二）　　 音程练习（三）　　 音程练习（四）　　 音程
练习（五）　　 音位跳进练习（一）　　 音位跳进练习（二）　　 音位跳进练习（三）　　 音位跳
进练习（四）　　 和音练习（一）　　 和音练习（二）　　 和音练习（三）　　 和音练习（四）　
　 和音练习（五）　　 和音练习（六）　　 和音练习（七）　　 和音练习（八）     连竹练习（一）  
  连竹练习（二）     连竹练习（三）     连竹练习（四）     连竹练习（五）     连竹练习（六）     七声音
阶练习（一）     七声音阶练习（二）     五声音阶练习（一）     五声音阶练习（二）     分解和弦练习（
一）     分解和弦练习（二）     分解和弦练习（三）     双打练习（一）     双打练习（二）     双打练习（
三）     双打练习（四）     交叉练习（一）     交叉练习（二）     交叉练习（三）     音阶模进练习（一） 
   音阶模进练习（二）     座音练习（一）     座音练习（二）     座音练习（三）     三连音练习（一）     
三连音练习（二）     三连音练习（三）     三连音练习（四）     五连音练习（一）     五连音练习（二） 
   三连音、五连音练习     六连音练习（一）     六连音练习（二）     七连音练习     八连音练习    二、乐
曲（一级曲目）      小松树      红星照我去战斗      小星星⋯⋯  第二阶练习  第三阶练习第四章 扬琴独奏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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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史料上来看，扬琴起源于中东波斯地区，后来传入西班牙、土耳其、匈牙利等国并在欧洲盛行
。
现如今扬琴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如：俄罗斯、罗马尼亚、英国、法国、美国、伊朗、印度、伊拉克、
越南、日本等）广为流传的乐器。
大约在公元1368～1644年间扬琴传入中国，最初传入广东、上海一带，而后逐渐遍及全国。
因而，扬琴是一件有着广泛的世界性、鲜明的民族性、普遍而大众化的击弦乐器。
　　就世界扬琴分布的情况看，大致分为三大体系，欧洲扬琴体系；西亚、南亚扬琴体系和中国扬琴
体系。
　　中国扬琴体系包括朝鲜、日本、蒙古、泰国及东南亚国家，其名称都来自汉语“扬琴”的译音。
中国扬琴在传入之初，根据琴体的形状及演奏方式还有“洋琴”、“打琴”、“敲琴”、“蝴蝶琴”
等称谓。
　　扬琴传入我国之初，仅在民间普及，其表演形式多为歌唱伴奏。
随着说唱音乐的发展和地方戏曲的兴起，传统扬琴的演奏有了进一步发展，使扬琴成为说唱音乐和地
方戏曲伴奏乐队中的主要伴奏乐器之一。
尤其是各地的“琴书”，即是以扬琴为主要伴奏乐器而得名。
如：四川琴书、内蒙二人台、天津时调、山东琴书、徐州琴书、安徽琴书等。
在各地戏曲乐队中，如粤剧、潮剧、闽剧、沪剧、吕剧、黔剧等，也都使用扬琴作为主要伴奏乐器，
并在演奏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风格迥异的不同流派。
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流派为广东音乐扬琴、江南丝竹扬琴、四川扬琴、东北扬琴。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的扬琴演奏艺术，不论是在内地、台湾、香港、澳门，还是在海外的华人居
住区，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扬琴的演奏形式也日益多样化，不仅可以独奏，还有重奏、齐奏、合奏、伴奏、扬琴弹唱、扬琴与乐
队等形式，使扬琴的艺术价值大为提高，扬琴事业蒸蒸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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