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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古筝独奏曲《溟山》的演奏

刘 娜

摘要：《溟山》这一乐 曲，是王中山先生的成功之作。作品突破了古筝传统
的五声音阶调式的局限，借鉴了西方音乐的技术特点，丰富了古筝的表现力，作
品在演奏上技法多变，音乐洒脱 奔放，表现力丰富、细腻，是一首色彩鲜明、
热情奔放的古筝独奏曲。此曲自问世以来，引起了筝界的极大关注，凭它独特的
音乐特点及精湛的技艺深受广大筝人的 欢迎。因此细致的分析这首名曲是十分
必要和有价值的。
笔者在文章中先分析了乐曲的调式，又将全曲划分出了引子、第一主题段、

华彩段、 第二主题段、第三主题段、第四主题段、及尾声部分并结合乐曲中的
乐段和乐句，较为详细的谈了个人演奏作品时的艺术处理与感受，力争使初学乐
曲的学员在阅读 本文的同时，更快地走进这首作品，更好的把握作品的乐思、
意境及音乐处理方式。并希望不断分析与总结这首名曲的同时进一步挖掘这首古
筝名曲的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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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溟山》是王中山先生于 1991 年 创作的一首色彩鲜明、热情奔放的古筝独

奏曲，作品采用了湘西地方音乐素材，并运用了现代创作手法，演奏技法多变，

尤其是曲中左手快速指序表现得淋漓尽致。 音乐洒脱奔放，表现力丰富、细腻，

形象的通过左右手技巧的创新，节奏类型的多变，细致描绘了幽远神秘的大山在

一年四季中多彩的变化。作品突破了古筝传统的 五声音阶调式的局限，借鉴了

西方音乐的技术特点，提高了古筝的表现力，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此曲自问世

以来，引起了筝界的极大关注，凭它独特的音乐特点及 精湛的技艺被纳入文化

部举办的各大奖项中，成为了必弹曲目之一，深受广大筝人的欢迎。

综上所述，笔者想结合乐曲中的乐段和乐句，谈一下个人演奏作品时的艺术

处理，力 争使初学本首乐曲的学员在阅读本文的同时，更快地走进这首作品，

更好的把握作品的乐思、意境及音乐处理方式。虽然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我竭

尽所能，但毕竟 个人的能力有限，笔者也想通过本文的写作，起到“抛砖引玉”

的效果，让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到其中，不断完善这一课题的研究，并能多给予

指导性的建议，使我 受益匪浅的同时，也更有利于挖掘这首古筝名曲的内在价

值。

一、作品的调式

乐曲在定弦中调为 D调，乐曲中根据音乐的不同变化有几次转调，而正是因

为这几次转调，丰富了音乐的色彩与表现手段，使音乐的对比更加强烈，更富于

变化，将作者的音乐情怀淋漓尽致的在这首作品中体现。鉴于《幻想曲》中转调

记谱的同样原因，王中山先生也采用了 D调的固定唱名来记录 B羽调、bB 宫调

和 B宫调乐段的旋律，提供了学习者在一种定弦上弹奏出多种调式的演奏能力。

二、作品引子段的演奏

在进入乐曲引子乐段中，节奏要自由化，第一节音符弱处理，达到轻而不虚

的效果，音符虽散但余音要相连，音乐沉寂、低沉、深邃体现出巍峨多姿的大山

深而远的意境，第一行在节奏相同的四小节中，音乐处理由弱到强再到弱，第五

小节的摇指应从 re 音滑到 mi 音上，装饰音要处理的短而轻，滑的速度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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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宁静而深情，这里要求右手的控制力要强，摇指要处理的细腻，发音不散，

左手应把滑音的效果与右手相融合，音乐轻盈而柔美。在第 9、10 小节中速度有

了变化，三连音的节奏由慢渐快处理，在第 11 小节乐谱上的四个十六分音符，

我采用了小勾搭按压的方法弹奏，因为按压此音能使得音量、力度加大，达到乐

曲所需要的音乐效果。接下来的无限反复乐句弹奏的位置可由弦里到弦外移动着

弹奏，这样可起到音色的不同变化，增加了美感与流动性。在第 13 小 节从左右

手的交替琶音按到了高声部多音，此处同音左右手连续交替，速度以慢渐快的节

奏完成，音乐上的处理以强音起马上转为由弱渐强，再到渐弱的处理效果。 接

下来的泛音要做得从容而安静，应有透明感，如点点雨滴。这五句泛音虽然短小

简洁，却仍是起、承、转、合的关系。在弹奏六连泛音时应对准击弦点的位置，

流 利地一带而过，轻松而自由。

三、作品第一主题段的演奏

乐曲的第一主题，我分为四部分，进行了不同的处理。第一部分左手的音符

节奏要稳，音量弹奏以弱处理为主，从第 19 小节到 31 小 节中左手的旋律节奏

是一致的，我在弹奏前五小节时，音乐处理以弱为主。但是在我内心处理的意识

上是有变化的，这就需要演奏者发自内心的去体会弱中有变的音 乐效果，可以

在表现力上对所弹奏的音符做一些处理，给人一种弱中有点的层次感。接下来的

旋律随右手的摇指进入而渐强。作者在右手的旋律上采用了长篇摇的奏 法，表

现了春天里秀丽的自然风光、重叠的山脉，雄伟壮观，山鸣谷应、仿佛一座大山

的画面由远及近、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及。我在处理 23—30 小 节中，右手摇

指上用了由弱到强的音乐变化，加强了旋律的层次感。进入第二部分节奏稍有提

速，左手伴奏根音用小指去弹，这样可以增加音乐的振动力并能控制指 甲的杂

音，右手的旋律弹得要轻快而有弹性，不必过分强调每个音，而应将重音置于乐

句之间，以体现出附点节奏的灵动之意。第三部分，右手有了快速三连音的变 化，

这里指法可以用四、三、二连托法弹奏，五个音符必须在一拍内完成，音量力度

不宜过大，轻快而滑润，力度均匀平稳。随着音区的变化，力度控制得要强弱分

明。到 49 小节，重音处理为原本很有节奏感 的音乐更增添了旋律上的动感。由

高到低节奏平稳而洒脱，音乐的交待要质朴，却不可图快。转到第三部分的长篇

摇，在摇奏过程中音色弹奏的要浑厚、均匀，琴弦 之间过渡时音韵要清晰、节

奏平稳。左手的八分音符为右手旋律的节拍上起到辅助的作用。到了 70 小节，

节奏上的变化把主题推向了华彩部分。

四、作品华彩段的演奏

华彩段写得很有特点，追求着优美含蓄的音乐色彩。空旷地的华彩是那么的

精彩，既幽静又深远，像一块绿色的宝石释放着独特的香气和并不是多璀璨的光

芒，这一段的调式有了不同的变化，作者改用了 bB 调来演奏，使得旋律上有了

层次对比，我认为在弹奏这个乐段时，音乐上要充分调动内心的情感，加强自由

创作的音乐性，弹出的音符要明朗、自由，更要注意的是变化音的准确度。最后

以自由而轻松的旋律进入了第二主题。

五、作品第二主题段的演奏

这一段是我喜欢的。不管在音乐节奏上，还是旋律特点上，作者运用了现代

的创作手法拍击琴弦与琴板，让人难以忘怀，它是多么的有节奏感和层次感！逐

步推进，形象描绘了夏季的大山被暴雨冲打山体石壁上发出呯!呯！声后的音响

效果。从 81 小节开始右手拍弦和拍板交替变化，在拍弦的位置上右手最和谐的

拍击点在低音 La 上，节奏符点效果要明显与右手节奏相一致，双手相结合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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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效果紧张而热烈，曲调节奏振奋，层次突出，到第 99~114 小节，连续的前十

六分音符与连续八分音符相互交替的变奏手法很有起伏感，给人以充分遐想的空

间，甚至是迸发一种强烈的感情，这种感情一发不可收拾，最终积累成大的质变

进入了第三段的主题。

六、作品第三主题段的演奏

秋天，是金色的，它是那样浪漫，秋天是童话的世界、美丽的世界、温馨而

又热情。 在秋天里有随风漂浮的落叶；有爽朗飘逸的风儿；有布满金色的大山；

还有那悠扬迷醉的歌声，在这段充满诗意的音乐中，弹奏时情感与动作的密切配

合，对整体的 演奏效果和演奏质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左右手分别运用了快

速指序技法。弹奏时要紧密配合，使右手的持续摇弦弹奏和左手快速分指弹奏融

为一体。左手的分指 弹奏动作要小，发力要均匀，音符流畅而平稳。伴随着摇

指的长音，把秋天描绘得如诗如画。到 131 小节，此段转为 B调，在二行的抒情

音乐中旋律步步紧逼，以拍击琴盒的音乐效果，达到了乐曲的高潮，在紧张快速

的节奏下，进入了下一主题。

七、作品第四主题段的演奏

进入这段主题，旋律又转为了强烈的 D调，弹奏时不但要把每一种节奏演奏

的确切，更重要的是要把握它们贯穿、发展、起伏的脉络，结合旋律的交律、发

挥节奏在表演中所具有的强大表现力。从 159 小节起，节奏发展上有了快速变化，

从 2/4 拍到 6/8 拍又回到 2/4 拍，演奏者在这个地方要机敏，节奏调度要灵活。

到了 175 小节，音乐旋律上又有了极富推动的节奏型，创作十分精彩，充分描绘

了冬天里雪花的变化，有漫天密布的鹅毛大雪，又有风静宜人的绵绵细雪。最后，

在左手不协和音区的刮奏和右手由强渐弱拍击筝板的音乐变化下结束了主题。

尾声是大家熟悉的旋律，是引子部分的再现段。在弹奏效果上艺术处理可以

低调些，突出音乐的空旷神韵的风格特点，以微弱清透的琶音结束全曲。

《溟山》这一乐曲，是王中山先生的成功之作。乐曲旋律洒脱具有幻想性，

它那独特的音乐风姿与超前的创作手法为演奏者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而新

的调式色彩和多调性连环叠置的和弦方法，又促进了演奏技法的变革。这 些都

使我们从中吸取了宝贵的精髓，演奏技术水平及内在的知识得到了真正的提高。

同时我们还应该透过表层现象，深刻发掘这首作品的内在价值，进一步研究王中

山先生的先进创作手段与思维，从中总结音乐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借鉴优秀

的创作模式与构思，提高音乐鉴赏力，不断提高与自我完善，为古筝事业的振兴

与发 展不懈努力，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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