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
。

在明代中叶
,

北方流行一种筝
、

琵琶
、

三弦等乐器合奏

与伴唱的
“

弦索
” ,

其曲目有北词清弹等六十多套
。

这种传统

的筝的表演方式
,

一直到了近代
,

还在流传和演奏
。

到了元

代
,

戏曲说唱音乐也对筝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

到了清代
,

筝又有了新的发展
,

弦已经增至十六弦
。

所用

的弦也开始有了改变
,

把使用 了 多年的丝弦改为了如今

一直在使用的金属弦
,

这种改变
,

使筝的音色发生 了鲜明的

变化
,

增强 了筝的音
,

大大丰富了筝的表现力
。

在本世纪

年代以后
,

由于反映现代生活的新作品和新曲目不断出现
,

演奏技巧和技法也大大提高了
,

所以随着筝的不断变化和发

展
,

筝的弦又逐渐增加到二十一弦
,

又进一步扩展 了筝的音

域
,

增强了它的表现力
。

我国地域广阔
,

古筝的流传历史也比较久
,

分布也比较

广
,

原来以民歌
、

戏曲等民间音乐为素材发展起来的古筝音

乐
,

在不同地区
、

不同地域也形成了各自独特的
、

不同音乐特

点
、

不同演奏方法和不同表现形式的各种流派
。

例如广东
,

河

南
,

陕西
,

山东
,

浙江
,

福建等地的古筝音乐就独树一帜
,

各有

各的特色
,

各有各的风味和特点
,

在现代为人们所喜爱和喜

欢
。

在现代最具代表性和风格流派的就是山东筝曲
,

河南筝

曲
,

浙江筝曲和潮州筝曲等流派
。

山东筝曲主要由山东琴曲音乐和山东琴书的唱腔曲牌

以及山东地区的民间小调组成的
,

大部分都是短小
,

朴实的

小曲
,

曲调刚柔并蓄
。

山东派非常重视左手的技巧
,

例如轻松

活波的颇音
,

具跳动感的点音
,

按颇音
,

轻松明快的按滑音等

等
,

尤其是慢板乐曲
,

更突出了古朴淡雅
,

内在凝重的风格
。

如 书韵 》就是根据地方语言的发音特点
,

以大二度
,

小三度

的按滑音变化
,

模拟古人读书时的音乐形象
,

非常生动和富

有趣味
。

作为长期伴唱说唱音乐与地方戏曲
,

豫剧和河南地方小

曲而发展起来的河南筝曲
,

音乐粗广
,

奔放
,

风格鲜明
。

或是

表现激烈情感
,

超过一个小二度的大颤音 或是细而密
,

表现

悲痛情绪的小颤音
,

等等都表现出河南筝曲的独特风格
。

例如 自由花 》
,

这是一首典型的河南民间小调
,

流行于

河南南阳地区
,

在短小的乐曲里反复运用了上
,

下滑音
,

以突

出河南筝曲的那种鲜明的
,

地方小调的独特音乐特色
。

浙江筝曲主要是 以江南丝竹乐
,

套曲
,

民间小调以及民

歌为内容的
,

它的音乐典雅
,

含蓄
,

旋律也比较流畅
,

优美
。

例

如比较有名的《高山流水 》这首乐曲
,

是 以
“

伯牙鼓琴遇知

音
”

的故事而改编演变而来的古筝乐曲
。

全曲音乐优美
,

淡

雅
,

为我们大家描绘了一副高山的雄伟气势和潺潺流淌的小

溪水的生动丰富的音乐形象
,

全曲音乐情景文融
,

柔美抒情
,

让我们进入了一种美妙亲近的音乐感觉和感受
。

潮州音乐是广东音乐中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乐种
,

历史悠

久
,

有自己鲜明独特的个性风格
,

而潮州筝曲就是其中最重

要的音乐组成部分之一
。

它的演奏手法自成一格
,

有别于其

他的民族乐器
,

它右手指触弦轻巧有力
,

迅速有力
,

干净利

落
,

左手运用了揉弦
,

滑音
,

按音等技法
,

产生了变化多端的

情感表现
。

潮州筝曲和音乐流传范围也相当广泛
,

具有很大

的深远影响
。

如《寒鸦戏水 这首乐曲
,

是潮州筝曲中比较典

型的优秀曲目
。

乐曲刻画了寒鸦嬉戏于水中的那种欢快情

景
,

运用了古筝流利轻快的滑音
,

按音和颇音
,

使旋律幽雅
,

独特
,

具有一番奇妙的意境
。

现在
,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
,

古筝的各个方面也产生

了很大的变化
。

多种多样的风格流派也进一步形成和发展
,

产生了很多的新的古筝演奏技法和演奏方法
,

传统曲目和现

代新创作的曲目也在新时代获得了发展
。
比如在 世纪 年

代演奏家娄树华根据古曲改编和创作的筝曲 《渔舟唱晚 》
,

就是以山东民间音乐为题材
,

并加以发展变化而成的一首著

名筝曲
,

它既突破了地方风格的特点
,

又保持了鲜明的民族

特色和古典音乐的韵味
。

还有一首就是《秦桑曲 》
,

乐曲根据

李白的《春思 》中的诗句
“

燕草如碧丝
,

秦桑低绿枝
”

而创作

得来的
。

乐曲描绘了一幅古代妇女思念远方亲人的急切心情

的生动画面
。

还有很多现在被大家广泛喜爱的古筝名曲
,

如 雪山春

晓 》
,

茉莉芬芳 》等
,

还有有的作曲家结合时代特色和新的

技巧和技法创作的 幻想曲
,

《木卡姆散序与舞曲
,

《黔

中赋 等等都是近代新创作的筝曲
。

随着变化
,

古筝也产生 了新的一些变化
,

产生了为适应

新的作品需要而出现的二十五弦筝
,

二十六弦筝等等
,

都是

新筝的代表
,

也由此可以看出
,

筝在这么漫长的历史演变中

也在随着时间和时代的变化自身时刻都在产生新的变化
,

一

方面是为了让古筝能更好的发展
,

一方面也是体现出了时代

发展对于我国民族传统等的乐器的新的要求和发展壮大
。

古筝
,

是我们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灿烂明

珠
,

它 多年来一直在散发着其独特
,

美丽的魅力
,

使人为

之神往和着迷
。

在今后的发展中
,

它将会更加散发其独特的

魅力
,

不断得到发展壮大
,

放射出异样光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