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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名曲《长安八景 》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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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古 攀曲《长安八景 》运用丰富多彩的演奏技法
,

从不 同角度揭示 了乐曲主题内容
,

完美的展现 了此 曲诗情

画意的意境
,

并以丰害的音乐表现力塑造 了《关中八景 》生动的艺术形采 本文由 乐段的层层递进入 手
,

逐步揭开千

年古都长安神秘的面纱展现给世人一 幅优美的画卷
,

带析欣贫者走入古 攀这一古老乐尽所带给人的襄撼和无限退

怒
。

关扭词 八景 表现内容 演奏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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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
,

古称长安
,

公元前十一世纪起
,

先后有十几个王朝

在此建都
,

一百多个帝王在这里度过宫廷岁月
,

因此
,

周围名

胜古迹较多
,

其中
“

长安八景
” 也称

“

关中八景勺最为著名
,

也最具代表性
。

西安碑林现在有一幅《关中人景图 》古刻
,

刻

于清康熙十九年 公元 年
,

由时任东盐使朱集义咏诗

作画
,

描述了关中八景 这八景是华岳仙掌
、

骊山晚照
、

派柳

风雪
、

曲江流饮
、

雁塔晨钟
、

咸阳古渡
、

草堂烟雾
、

太白积雪

关中地区还流传着一首八景佚名诗 华岳仙掌首一景
,

骊山

晚照光明显
,

浦柳风雪扑满面
,

草堂烟雾紧相连
,

雁塔晨钟响

城南
,

曲江流饮团团转 太白风雪六月天
,

咸阳古渡几千年
。

作曲家杨洁明
、

李婉芬在游历了
“

长安八景 ”后被那些名胜所

吸引
,

激起了怀古之幽情
,

发出了现代的感低
,

于一九八六年

创作了此曲 乐曲内容取材于清代文人朱集义的诗画
“

关中

八景
” ,

运用传统筝的套曲形式和标题音乐结构
,

运用变奏的

手法深化主题
,

使乐曲既保持古曲的内涵
,

又具现代的气质
,

八首乐曲一气呵成 乐曲风格温婉
、

细腻
、

感情充沛
,

仿佛把

人们带入 了古都长安这些如诗如画的胜景中
,

令人留连忘

返
、

身临其境
《长安八景 》各段内容与所涉及技法

《长安八景 》的旋律大多较为古朴
、

轻快
、

细腻
、

流杨
,

并

具有绵延起伏和急进等特点 全曲分为八个乐段
,

每个乐段

都由一个诗画引出
,

八个乐段就是八首诗
、

八个景
、

八段不同

的音乐
,

真可谓是一道别具特色的音画组曲
。

乐曲通过勾
、

挑
、

托
、

劈
、

抹
、

摇
、

刮等技法来描绘和表现不同的意境
。

通过

优美质朴的抒情旋律
,

流畅而富于变化的节奏
,

丰富多彩的

各种演奏技巧
,

贴切的表现了乐曲的诗情画惫
,

有如一幅动

人的长卷八景画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领略这首气势不凡的

诗乐组曲吧
。

雁塔晨钟

嘴吹初破晓来霜
,

落月迟迟满大荒
。

枕上一声惨梦酸
,

千获胜迹总苍茫

洪亮
、

深沉的钟声惊醒了秋夭的早晨
,

广阔的荒野

中
,

月亮迟迟还没有落下去 梦也被这一声声的钟声惊醒
。

看

那千年古道
,

是那样的辽阔
、

遥远和迷茫
。

诗人感受到了大自

然的苍凉辽阔和时光的流逝
,

触景生情
,

诗里有一种伤感和

感慨
。

乐曲由极弱的摇指引出
,

紧接着突快的琶音
,

继而渐弱

的小摄
,

使用慢起渐快的勾托和双手点奏
,

引出第一段的旋

律
,

最后乐曲平静下来
,

回味中结束第一段 缓慢自由的节奏
展现了清晨的一种寂静之美

,

将人们的思绪带入了一个空旷

的世界

弹奏时注惫以下几点

摇指
。

左手的按音注惫音准
,

过弦要自然没有寝迹
。

小摄 模仿钟声的小摄让音乐有深沉感和荡气回肠的感

觉

草堂烟雾

烟雾空策登哮生
,

草堂龙泉未分明
。

钟声执渺云端出
,

跨鹤人来玉女迎
。

烟雾迷茫
,

象重益的山峰
,

草堂的雄姿看的不很清
楚 那钟声断断续续

,

象是从云端发出来的
,

那云雾又象是玉

女在迎接骑鹤而来的仙人
。

第二段充分展现了吟
、

揉
、

按
、份

的
“

灵魂
即

所在
, “ 以韵辅声

,

音韵相成 ” 左手运用了上下滑按

音
、

点弦
、

颐弦
、

回滑等技法
,

在弹奏中一定要弹出韵味、方可

有
“

烟雾空蒙登婶生 ”的意境
。

弹奏时注意以下几点

演奏速度的变化
,

从开头至本段十一小节
,

速度慢而沉

稳庄严
,

表现烟雾缭绕之感
。

从第十二小节开始情绪上稍激

动
,

在速度和音量上都要区别于前

和 处音量要控制的弱
,

表现

钟声断断续续
,

似乎从云端中升起
。

派柳风雪
古桥石路半扭歌

,

柳色青青近扫月
。

浅水平沙深客恨
,

轻盈 飞絮欲题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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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桥和石路之间有点歪斜
,

那柳树枝叶青青
,

柳梢恰

恰齐人眉
。

面对那清澈的河水
,

轻盈飞舞的柳絮
,

客人有深深

的遗憾
,

这景色太淡雅了
,

想题诗却不知怎样去题
。

第二段是左右手交替的反琶音的巧妙结合
,

演奏这

一段音乐应注意分句
,

句尾处弱
,

速度略放慢
,

整段速度要急

缓得当才不觉乏味
。

弹奏时
,

两手交替要衔接紧密
,

不能让听

者感觉有明显的衔接痕迹
。

并且根据乐曲的需要安排好气
口

,

就象在朗诵一首诗词一样
。

曲江流饮

坐对回 波醉复醒
,

杏花春宴过 兰亭
。

如何但说山 阴事
,

几度 曾经数九龄
。

面对流水喝着酒
,

喝醉了
,

又醒了
,

在这杏花盛开的

春天季节里
,

这酒宴胜过当年兰亭的宴会
。

为什么只说兰亭

宴会的事情
,

我们今天的气度和形象也同张九龄一样
。

这段

诗抒发了诗人的豪情
,

也表达了他对人生的看法
。

《曲江流

饮 》在音乐结构上与《浦柳风雪 》是密不可分的
,

‘浦柳风雪 》

流畅细密
,

《曲江流饮 》的音乐则是畅快而抒发
。

第四段开始的左右手交替的快板引出
,

接着运用左

右手的
“

双抹
”

将全曲的情绪推向紧张炽热的高潮
,

继而又是

左右手琶音的交替弹奏
,

流畅的旋律将此段诗意抒发
。

由于

弹奏力度和情绪比《溺柳风雪 》更加有冲击力和激昂
,

所以需

要注意以下几点

快速的双手轮抹
。

每个音要清晰弹出
,

节奏准确
。

在速度

的训练上
,

要采取慢练的方式
。

双手不同方向的分解和弦
。

手指贴弦弹奏每一个音
,

三

连音节奏准确不可含糊
。

双手交替演奏时要流畅而清晰
。

咸阳古渡

长天 一 色渡 中流
,

如雪芦花载满州
。

江上 大人何处去
,

烟 波依旧 汉时秋
。

渡 口在那长天一色的水流中
,

雪样的芦花生长在小

岛上
,

当年江边的老人现在又在哪里呢 现在江水烟波浩渺

如同当年汉朝时的秋天一样
。

诗中表达了怀古之情
。

音乐充

满了山野民歌的风情
,

旋律感强
。

弹奏时注意表现出优美如

歌的音乐
。

第五段主要是右手弹奏旋律和左手刮奏
,

撮弦的配

合 旋律感强
。

弹奏时强调右手的主旋律音
,

时其突出于走

兽
。

在本段中合理控制两手声部的里的成为关键
。

华岳仙掌

玉 屑金茎呈寡盘
,

武皇曾铸旧 长安
。

如何此地求仙诀
,

眼底烟 雾指上看
。

用玉屑和金子做成的承露盘
,

武皇时在长安曾经铸

造过 是为了求得长生的仙丹
。

但是哪里又 比得上这地方求

仙辞句的灵验 那手指上满是缭绕的云雾
,

如仙境一般
。

诗中

赞扬 了云雾飘渺的美景
。

第六段首先要注意它的力度和速度的变化
,

开始部

分运用的
“

扫弦
”

技法
,

时紧张强烈的音响效果逐层递进
,

速

度由慢渐快 音调在浑厚的低音区奏出
,

透出坚强有力的雄

伟气势
。

此段由于速度快
,

力度强
,

完全采用
“

四点
”

的演奏手

法
,

将全曲又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

太白积雪

白玉 山 头玉屑寒
,

松风瓶拂上琅
。

云深何处 高僧卧
,

五月披裘此地看

白玉一样的山头
,

玉屑般的雪花散发着寒气
,

寒风吹

着松树
,

滚下的雪就象珍珠灵石
。

那老僧住在深山的什么地

方呢 五月里还披着皮大衣在此看景吧

第七段以大段的长摇和左手三连音和弦巧妙配合
,

稳重的节奏和亮丽的音色描摹出气势壮丽的积雪景观
。

弹奏

时注意以下几点

突出音色的明亮 音色的亮描摹出山颠积雪的纯净与晶

莹
。

三连音的准确弹奏
。

和弦音与右手长摇的完美配合演奏

出了乐曲的高潮 节奏的准确至关重要
。

按照中心感觉去弹奏本段
,

急促的节奏
,

激动的心情和

不拘泥的速度把乐曲推向感官的高潮
。

骊山晚照

幽王遗恨 没 荒台
,

草柏苍松绣作堆
。

入 幕睛盆红 一 片
,

尚疑烽火 自西 来
。

幽王在这荒芜的地方留下了深深的遗恨
。

现在这地

方长满了苍翠的松柏
,

傍晚
,

晴天一片彩霞
,

好象又是当年劝

诸葛侯的边塞烽火烧来了
。

晚霞是这么壮美
,

诗人对历史发

出内心的感慨
。

本段乐曲节奏自由
,

从快色指序开始
,

配以左手拨音

弹奏
,

情绪热烈辉煌又轻松轻松惬意
。

尾声部分突出左手低

音的拨奏
,

音色空旷低回
,

音乐进入幽静遐想的空间
,

最终以

五声音阶琶音结束全曲
,

由于本段是结尾段
,

所以弹奏时要

有结束感
。

音乐内容再现了《草堂烟雾 》的旋律
,

所以弹奏时

应以慢速
、

平静
、

平和为演奏要求
。

结语

古筝独奏曲《长安八景 》是以清代文人朱集义的诗为依

据
,

先从曲调入手
,

在取其诗中的意境集中发展
。

在继承发扬

古筝传统技法的基础上
,

着意在音质
、

音色
、

力度
、

速度的对

比变化等方面下功夫
,

同时又较好地刻画调度了古筝的托
、

劈
、

抹
、

挑
、

摇
、

搓及压
、

按
、

滑
、

吟
、

点等艺术特色
,

使诸种手法

之间
,

能相互巧妙地配合
,

承接自如
,

使乐曲增加了色彩 丰

富了表现力
。

在曲调的进行中
,

各种技巧的施展
,

往往在节奏

上形成对比
,

听起来
“

慢慢情联而不绝
,

紧得意蓄而断
” 。

节奏
“

急而乱
,

缓而不断
” ,

音质
“

响如金石
” 、 “

轻而不浮
”

力求圆
、

润
、

甜
、

脆的声响
,

成为我们古筝学习者重点掌握的一首写景

题材的优秀创作曲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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