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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弦是北方说唱音乐中最重要的伴奏乐器。
三弦与说书和演唱结合得那么好，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也说不清楚。
但总是从小曲开始，由无到有、由简到繁地发展至今的，其中刘宝全对说唱音乐的兴起、发展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

白凤岩8岁起师从父亲白晓山学习三弦，后拜韩永先为师学习三弦，随霍连仲学习四胡，之后又得到
名弦师韩永禄的赏识与传授。
18岁起担任刘宝全的三弦伴奏弦师，二位天才的?术家合作得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当时被称为曲艺界
的“双绝”。

白凤岩聪慧的天资、超人的刻苦以及在三弦、琵琶上的艺术造诣和成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并不是因为我是白凤岩的弟弟而在尽吹捧之能事，白凤岩对于三弦和琵琶艺术的贡献的确是在前人的
基础上，青出于蓝而远胜于蓝地做出了极大的发展，因此而被誉为“三弦圣手”。

在演奏艺术的学习上，白凤岩所强调的是“功”与“法”。
我对“功”的理解是：一个简单的动作经过不断的重复一一时间与劳动相结合，
日久天长练出常人所不能的功夫。
我对“法”的理解是：怎样练?练的是什么?白凤岩强调每一个指法都必须“单操”，一招一式地刻苦
练习，一弹一挑地认真操练，因为许多复杂的技巧都是由最简单的动作发展而来的。
比如短撮，把它练好以后可以扩展至撮弹、撮挑等常用指法。
“法”的掌握是一个逐渐磨练和不断总结的过程，比如：白凤岩所强调的“缩力寸劲”正是经过刚力
、刚圆、刚化这3个目的明确的练习过程，最终达到“要柔有柔、要刚有刚、要慢有慢、要快有快”
，“一力降十会、一巧破千斤”的境界。
不仅练功要有“法”，伴奏也有“法”，白凤岩认为曲艺的演唱与伴奏是?重的，一个好的伴奏在台下
是教员，在台上是指挥，优秀的弦师定能与演员平分秋色，相映成辉。

三弦的发展得益于作曲艺的伴奏，当年弹曲艺伴奏三弦的人很多，但是能从事三弦、琵琶器乐独奏曲
创作的只有白凤岩一个人。
白凤岩的艺术才能和艺术创造的最高体现也正是在器乐曲的演奏和创作方面，他将“艺是术之本，术
是艺之光”的艺术追求倾注于他的创作中。
三弦曲《风雨铁马》的创作来自于他的市井生活，表达了他的思想情感，琵琶曲《剑阁闻铃》亦是如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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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白凤岩的教学艺术　　白凤岩很早就开始从事教学，除了教授他的兄弟白凤鸣、白奉霖、白
凤岐以外。
他的一些师兄弟们如：张宝义等也曾接受过他的指导，特别是建国以来的一些著名的三弦演奏家、教
育家如：李乙、柴珏、肖剑声、李国魂、王振先、周润通、周润明、索承禄等都曾师从于白凤岩，他
们因此都成为了三弦专业教育和演奏艺术的栋梁。
由此可见，在三弦专业教学进入音乐院校教学之前，白凤岩的教学已经为三弦专业教学奠定了深厚的
基础。
　　过去的三弦传承多是以口口相传的方式由师傅教徒弟，很少采用文字记载和理论表述的方式，白
凤岩在20世纪50年代撰写的《怎样弹三弦》在三弦教学艺术和演奏理论研究的发展史上几乎成为首创
。
我们从白凤岩撰写的《怎样弹三弦》中可以看出他十分注重前人的演奏经验和教学经验，同时又在不
断地从自己的演奏和教学实践中总结经验，并用于演奏技术的训练之中。
比如：他非常注重初学者启蒙期的教学，对正确手型外形的描述和内力感受（即动作方法）的调整以
及教材使用的循序渐进都有完整而具体的要求规范。
白凤岩十分善于运用前人的经验但却又不拘泥于前人的经验，他在阐述前人经验的同时总是具体生动
地加以分解说明，同时又创造性地提出定位坐标与技术动作的具体要求。
如：三弦前辈传有口诀：&ldquo;撮圆有快慢，撮儿清润圆&rdquo;，白凤岩提出&ldquo;要想达到这两
句口诀的目的，就必须查看&hellip;&hellip;：第一要看手腕探出弦鼓一寸余；第二要看虎口如凤眼长方
形；第三要看食指指肚和大指捆绑（即捆绑义指的丝线）下边的指肚贴紧摩擦；第四要看两个指甲微
微分开；第五要看弹挑指位距离弦码一寸余；第六要看打撮儿的头一指，必须把指甲平放在弦上；第
七要用内含二成腕力八成指力往下轧挤这根弦；第八要用耳神来听这个长撮儿，由慢而转快轮廓要
圆&hellip;&hellip;必能综合歌诀所说的。
&rdquo;@由此可以看出白凤岩的教学艺术已经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实践性。
　　白凤岩在他撰写的《怎样弹三弦》中提倡建立技术符号，便于训练和传承。
他尽量把口语化的描述转变成概念化的表述，把具体的技术动作转化为抽象化的技术符号，最终把技
法语言归纳转化为音乐语言。
就习惯于单纯依靠口传心授的传统教学法而言，这的确是具有前瞻性的变革。
在白凤岩所列举的符号中既包括了单项技法也包括了一些组合技法，如：弦序符号的老弦、中弦、子
弦；左手符号的粘、单搬、双搬、连环搬等；右手符号的扣、拍、短撮、长撮、挑撮等。
尽管这些技术符号在技法分类、技术涵盖和系统的完整性等方面尚有局限，但是它所产生的历史作用
是不可忽视的。
　　三弦专业教学进入音乐院校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白凤岩的教学艺术一直产生着深厚的影响，他创
作和传承的乐曲也一直是三弦专业必修的曲目。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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