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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美籍华裔古筝演奏家王昌元又回到家了
。

这对杭

州的筝友来说
,

的确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
。

年岁

末上午
,

在西湖饭店一间不大的会客厅
,

终于见到了古筝

演奏家王 昌元
。

她朴素的衣着
、

慈蔼的音容笑貌以及利落

简洁的谈吐
,

给在座的同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前来见面会的多半是古筝爱好者与演奏人员
,

有一些

是正在学筝的学生在年轻教师的陪同下一起来的
。

筝友们

无论年龄大小
,

在古筝技艺交流方面真所谓激情澎湃
,

都

热情地弹奏 自己最拿手的乐曲来为见面会助兴
,

并且交流

切磋
,

场面好不热闹
。

王 昌元老师一直是笔者很敬重的古

筝艺术界的人物
,

能够参与这次见面会真的是笔者人生中

的一大幸事
。

老师王 昌元为大家倾情演奏了浙江筝派的代表曲 目

《高山流水 》
,

并对古筝乐曲演奏的传统性做出 自己的理解

和阐述
,

并反思了 当前古筝艺术教育与发展上的一些问
、

题
,

这给在座的筝友们不少震撼与启发
。

首先她认为现代古筝的演奏存在弊端
,

比如对于传统

乐 曲的演奏
,

很多人并不深谙传统
。

在古筝乐谱方面
,

每

个人都进行了所谓全新的演绎
,

从而造成了真正
“

传统
”

味儿的丧失 在演奏技法方面
,

演奏者不再讲究传统的演

奏技巧
,

而是为了方便 自己的演奏来随便改动技法
,

当然

并不是说这些演奏方法是错的
,

而是对于曲子的理解有问

题
。

曲子人人都能学会弹奏技艺
,

而且可 以弹得更炫
、

更

快
,

但如果不去很好地理解曲子要表达的内容
,

或者对于

曲子的理解不正确
,

那弹出来的音乐就是不对的
,

从而给

传统的筝派绝学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

她以 《渔舟唱晚 》

这首曲子为例阐述了她的理解
。

《渔舟唱晚 》是河南筝派

也是中国古筝最具有影响力的乐曲
。

但是现代的演奏者并

不谙于河南的传统演奏技法和技巧
,

而是根据 自己的感觉

来弹奏
、

演绎
,

从而使得传统乐曲的传统味儿大大丧失
。

比如在右手食指连抹的那几小节
,

在正宗的河南派中只在

弦的中部位置演奏一遍即可
,

而并非在不同的弦位演奏两

遍
。

有些老师虽然认为这样演奏能够体现出 自己的演奏风

格
,

或说是一种创新的体现
,

但这实际上是古筝艺术当前

发展的一大弊病
。

我们对于传统的继承
,

并不仅仅是单指

乐 曲旋律方面的继承
,

还包括演奏风格
、

演奏技法
、

乐曲

的曲谱等多方面的继承
,

应该讲求真传
。

其次她认为当前古筝的教育也存在着问题
。

因为演

奏家方式的 问题
,

每个人形成 自己的演奏模式后
,

再把

这种演奏模式传教给 自 己的学生
,

学生们也就形成了另

一种 固定的偏离传统的演奏方式
,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
,

传统的演奏方式就不存在了
。

另外如今社会的发展
,

学

习教材与教学碟片的发行也非常容易
,

有一定能力 的人

就可以出书出碟
,

而出书 出碟的人往往把 自己个人的东

西带进书 碟 中
,

对曲谱及演奏方式都进行了修改
,

这

样购买书 碟 的人便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和学习 传统乐 曲

了
。

古筝能够流传至今
,

而且被视为一种古老的演奏乐

器
,

它的精髓正体现在传统曲子之上
,

如果只注意表面

弹奏的技巧
,

忽略它一些本质的教育
,

那学生便学不到

精髓
,

甚至有可能走歪路
,

形成错误的观念
。

这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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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是很严重的
。

老师的见解及其在传统筝曲上的严谨

得到 了在座各位筝友的一致赞同
。

王老师对当前古筝艺术的发展
,

还提出了其他一些不

利于古筝艺术发展的问题
。

比如对于原创曲 目的态度问

题
,

她认为作为原创 曲 目
,

演奏曲谱甚至是演奏方式是

不容许改动的
。

在这里
,

她以其创作的经典名 曲 《战台

风 》为例
,

给大家做了一番讲解
。

比如在演奏台风来临

这一段 右手的上下刮奏 时
,

她讲到 了 当前一些演奏

家一般存在的 问题
,

就是力度从弱 到 强
,

声效从小到大
。

事实上这是认识的肤浅所致
。

在她认为
,

《战 台风 》主要

突 出的是一个
“

战
”

字
,

在演奏的时候
,

一开始就是紧张

激烈的
,

在台风袭来的时候
,

我们的音乐 的感觉就应该

体现出
“

战
” ,

而不是当前所普遍存在的演奏力度从弱渐

强
、

声音效果从小到大的普通处理方式
。

还有一个就是

当今的演奏家为了突 出台风的暴决
,

而过于强调左手在

筝码左半边弦位的刮奏
,

从而也影响 了 听觉上的感觉
。

《战台风 》是大师在 年 岁 时创作和首演的
,

蜚声

四海
,

经久不衰
,

对中国 民乐 的开拓创新产生 了划时代

的影响
。

这首乐曲的创作是作者有感于上海码头工人的

生活而创作的
,

其中积淀的是作者的对于码头工人的深

厚感情以及对于生活的深刻体验和认识
。

由此演奏者在

演绎时应该 了解当时的创作背景
,

以及乐 曲真正所寄寓

的 内涵
,

而不能只强调形式
,

陷入炫技的泥淖
。

见面会 中
,

笔者问到 了浙江筝派作为
“

后起之秀
”

究

竟秀在哪里
。

王老师认为浙江筝派之所以成为
“

后起之

秀
” ,

表现有三 第一
,

就是古筝这件乐器 自身的改革
。

在

上个世纪
,

其父王翼之先生把传统的筝进行改革
,

从而研

制出了现在我们所通用的 弦 型古筝
,

把原来的丝弦

改革成为钢丝弦
,

并把古筝的音域拓宽
,

从而实现了古筝

表现力 的提升 第二
,

就是在筝曲与演奏技法上的发展
。

浙江筝派的双手弹奏在上个世纪 年代就已经普遍存在
,

演奏家在传统
“

快四点
”

等技法上
,

发展了扫摇
、

扣摇等

现代指法
,

并且把左手加进来
,

从而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

双手弹奏的乐曲
,

从而以丰富的音乐织体与华丽的乐调在

筝界见称
。

根据古曲整理而来的 《将军令 》
、

《月 儿高 》等

都表现出浙江筝派特有的技法与魅力
,

根据琵琶古曲而来

的 《海青拿天鹅 》更是一首难得的七声音阶的作品
。

这在

当时的国乐界也是难得的好作品
。

第三个就是在人才的培

养方面
。

经过浙江筝派宗师王翼之先生 的苦心孤诣地努

力
,

培养了一大批浙派古筝艺术人才
,

包括项斯华
、

范上

娥等当今著名的演奏家
。

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
,

挖掘整理

了一大批浙派古筝乐曲
,

编写了第一部古筝艺术教材
,

从

而对全国的古筝艺术的发展起到了 巨大的推动作用
。

在见面会中
,

王 昌元回忆起她的父亲王翼之
。

谈到他

们在研习古筝乐 曲时的那种父女之间的默契
。

比如老师父

亲生前喜欢唱戏曲
,

以及对王老师的严谨教导 在学习期

间
,

她协助父亲拟订筝曲 《林冲夜奔 》的指法 王粪之先

生生前对浙派古筝艺术的发展而敢于创新和追求的精神以

及受文革影响最后死于监狱等等
。

所有这些都深深地感动

着在座的每一位古筝爱好者
。

这位被公认为当代 中国最具影响的著名古筝演奏家之

一的她
,

为了 中国古筝艺术的发展
,

可 以说付出了毕生精

力
。

王昌元于 年赴美国肯特大学研究世界音乐并教

授古筝演奏
,

后在美国定居
。

在旅居美 国的二十几年 间
,

她做的事情可以说只有一件一一在海外推广 中国古筝艺

术
。

她希望通过 自己成立的
“

纽约海外中乐团
”

与
“

王昌

元筝艺术中心
”

以及 自身的努力
,

让海外人了解古筝
,

进

而认识 中国的 民族音乐
。

她的演奏打动了世界上不同国 家

不同种族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心灵
,

并且收了很多喜欢

中国古筝艺术的外国学生
,

从而为中国 民族音乐筝艺术的

发扬做出 了 巨大的贡献
。

一场别开生面的小型见面会
,

真的让 自己开阔了视

野
,

也壮大 了 自己为民乐发展而努力的信心
。

今年的四月

份
,

王 昌元将会发起一场浙江筝派演奏的大型活动
,

我们

将拭 目以待浙派古筝艺术的这次辉煌展示
。

图 片提供 张文娟

美籍华裔古筝演奏家王昌元主要艺术事迹

苏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