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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音希声”是我国老庄的音乐美学思想 , 推崇 “大音希声 ”为最高境界的音乐 , “希声 ”是非闻非不可耳闻的 ,

即人耳不能把握的音乐 , “大音”是最美的。

试论传统筝曲演奏中的弦外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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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为了改变当今古筝演奏中单纯追求弦上的动作技巧的演奏和训练行为 , 本文从弦

上神情之蕴、弦外 “希声之乐 ”和弦外动作之音三个方面 , 阐释古筝演奏艺术的深层意蕴

———弦外之音。

关 键 词 : 神情 ; 希声 ; 弦外动作

中图分类号 : J63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3 - 840X (2008) 06 - 0056 - 05

　　中国传统筝曲演奏中的弦外之音包括三

方面的内容 : 其一是指由含蓄音乐所唤起、

经静思而至通向宇宙本体、通向人生自由的

意味、境界、神韵。近于言外之意、象外之

象、韵外之致、味外之味等概念。其二是指

演奏者的内心听觉所感之音。这是演奏者通

过音乐想象、联想所获得的上乘默听之乐。

它是长期音乐表演行为、意志和修养所蓄积

的高层次乐象的释放过程。虽无触弦的实际

音响 , 但默听状态下的内心听觉却感受到了

“此处无声胜有声 ”的 “希声 ”形态的 “大

音 ”①。此时 , 演奏者往往进入了无限美妙

的艺术境地。其三是古筝演奏者弦外演奏变

化技巧动作所引发的无声之乐。这些弦外动

作构成的无声之乐无论是在乐前、乐后 , 还

是乐间 , 都是演奏者内心独白的流露 , 它带

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与个人风格特征。它与古

筝演奏者的弦上技术水平 , 肌体协调能力 ,

专业化知觉水平 , 以及对筝曲整体风格的把

握能力 , 表现性技巧的设计与选择能力 , 综

合艺术学等形成了统一的整体 , 它是演奏者

个人艺术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在当今古筝演奏中 , 演奏者多在单

纯地追求弦上的动作技巧 , 形成了种种急功

近利的演奏和训练行为。这种追求 “弦上

技巧 ”的演奏观和训练观已根深蒂固 , 似

乎成了古筝演奏和训练的唯一真理和必由之

路。由此不断强化了艺匠的、功利的、共性

的、“重弦上之乐 ”“轻弦外之音 ”的古筝

演奏行为和教学观念 , 大大削弱了筝曲演奏

的艺术个性、冥想意境、以创新为动力的 ,

以音乐思想深度为主旨的 “弦外之音 ”的

生成。本文从古筝演奏中的弦上神情之蕴、

弦外 “希声 ”之乐和弦外动作之音三个方

面 , 论述古筝演奏中弦外之音的回归 , 试图

突破樊篱 , 寻觅回归传统和发展古筝演奏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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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新途径。

一、弦上神情之蕴

欲求得古筝演奏中弦外之音的回归 , 首

先要使弦上神情包含更多的超越 “有声 ”

的思想意蕴。这种意在声外的神情之蕴是传

统古筝演奏的重大特色。它是含蓄美的音乐

表达方式 ① , 是几千年来构建的弦上神情蕴

蓄的淡化了的神情。这种神情所内含的主观

意蕴早已超出了弦上音响的简单内容 , 早已

聚蓄了弦外之音的境界 , 通向了个性自由的

生命本体。它对古筝演奏形式上和处理上均

提出了要求。反对过激、过狂、过露、过

显 , 讲究一种相对抑制、相对收敛、相对平

和的适度。这种适度 “大多从容 , 乃得神

情之蕴 , 慢得情联而不驰 , 紧得意蕴而不

泄 [ 1 ] ”; “喜工柔媚则偏 , 落指重浊则偏 ,

性好炎闹则偏 , 发响急促则偏 , 取音粗粝则

偏 , 入弦仓促则偏 , 气质浮躁则偏 [ 2 ] ”。这

是中国传统古筝演奏者对客体外物、主体情

感、音乐形式、演奏要求等多方面的态度。

其关注、突出和提倡的是弦上音乐的中、

平、克、忍、收、抑、淡、藏 ②。其实质是

含蓄之美。在简单的音乐形式中蕴蓄、包容

了无限、无穷的信息量 , 从演奏主客体的深

层意蕴中获得高层次的艺术魅力。

中国传统筝曲隐蓄哀叹、淡远空灵。古

曲 《汉宫秋月 》的曲调所内涵的是秋高气

爽 , 明月普照 , 夜静人思 , 思中显静。演奏

者此时更多的不是情感 , 而是心境 ; 不是动

人的诉说 , 而是飘逸的韵语。流芳千古的大、

小 《胡茄 》其内涵是心绞如割 , 悲痛欲绝 ,

其音乐的表现却是欲吐又吞 , 欲露又忍。然

而就是这含蓄之作 , 竟使 “胡人落泪向边

草 , 汉使断肠叹归客 [ 3 ] ( P60)
”。传统筝曲弦上

的神情蓄积的弦外之音 , 与弦上之音的运动

状态关联密切。弦上之音呈现出虚拟的表现

状态 : 非写实性的曲调是少戏剧性冲突的单

主题 ; 少展开性和动荡性 , 多平和性和歌腔

型的旋律 ; 少规范性 , 多自由即兴 , 变化随

意的节奏 ; 材料简捷、结构不大的曲体 ; 变

化幅度被内控了的力度和速度 ; 自娱性和内

省特征被突出的独奏形式等。这种弦上之音

似乎简单的音乐表现型态 , 所蕴蓄的是含蓄

的神情之乐 , 给奏听双方留下了更大的联想

范围 , 幻感空灵 , 虚渺余响 , 赋予了作品更

大的空间框架结构。主客体可以从弦上之音

中体验和增加更多的自我意兴。因此 , 传统

筝曲的神情之蕴是高度内省的、静思的、强

调个人体验的 , 弦上之蕴内涵深广 , 弦外之

音更为丰富。

二、弦外 “希声之乐 ”

古筝演奏中的弦外 “希声之乐 ”是极

弱之乐和人的内心听觉所感之乐 , 多是凭借

人的想象、联想追求艺术境界所感悟到的天

籁之音。它是古筝艺术的精髓 , 其回归的意

义不言而喻。它与古琴音乐一样 , 追求清、

静、淡、远。重表现、重意境、重生命、重

自娱、重虚拟、重神韵。知年长河蕴含的弦

外 “希声之乐 ”, 早已形成高层次筝曲演奏

固化的表演心理、艺术享受和个性特质。在

这种高层次的古筝演奏中 , 往往主客体在弦

外 “希声 ”的浸润中思绪荡漾 , 它与弦上

吟、揉、绰、注的神情之蕴相映生辉、相得

益彰。

这种弦外 “希声之乐 ”往往突出地表

现在古筝演奏过程中的 “器与心 ”的辩证

关系之上。 “情先得于心 , 而外应于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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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古筝等民族器乐含蓄美的音乐表达方式是遵循着孔子所说的 “乐而不淫 , 哀而不伤 ”中庸和内蓄。

此八字所指中即适中 , 平即平和 , 克即克制 , 忍即隐忍 , 收即收束 , 抑即抑控 , 淡即涵淡 , 藏即蕴藏。



[ 4 ] 。“器 ”者是弦上表现的音响特质 , 是指

古筝演奏中的外在操作系统 , 是掌控古筝的

演奏技术 , 是以弦上演奏技巧构成的听觉直

感的音乐形态 ; “心 ”者多是演奏者自我意

兴蓄积的精神特质 , 是内心的感悟系统 , 是

听觉直感音乐形态的升华 , 多为听觉无法直

感的弦外心生的 “希声之乐 ”。“心 ”隐含

的是音乐深层的内蕴感受。这种感受包括了

主客体对弦上演奏在音响上的直觉感受 , 也

包括对弦外 “希声 ”的无声意念的体悟。

“心 ”在某种程度上更多地倾向于后者。早

在我国春秋时期 , 师文向师襄学琴时就有

“心器相应 ”的论述。师文曰 : “文非弦之

不能钩 , 非章之不能成 , 文所存者不在弦 ,

所志者不在声 , 内不得于心 , 外不应于器 ,

故不敢发手而动弦 ”[ 4 ] 。古人认为 , 人情是

由人体器官 “心 ”所掌控的。汉代纂辑成

书托名黄帝所著的 《内经 》就说 “心主思

虑 ”。后人用心来概括人的精神世界和内心

境界。只有 “心 ”与 “器 ”获得了 “相

应 ”, 弦外的 “希声之乐 ”方可实现。在传

统古筝的审美意识中 , “心器相应 ”早已凝

冻成筝曲演奏的审美理想。宋元以后 , “乐

不在声 ”、“兴不在音 ”、 “心超物外 ”等

“心与器 ”“音与意 ”的乐论很多 , 已成为

筝曲演奏的审美准则。刻意将 “得心 ”“得

意 ”, “神、韵、意、情 ”奉为上乘 , “心成

而上 , 器成而下 ”, 此时的 “器 ” (音、技 )

已自然地服从于 “心 ” (心想之乐 , 弦外之

音 ) 要求 , 已成为古筝演奏者追求的方向。

这种静默状态心生的 “希声之乐 ”是主客

体对音乐的深层体验。这种体验贯穿于筝曲

演奏的始末 , 它包括动弦之前的宁思与冥

想 , 演奏停顿中的想象和联想 , 演奏结束后

的深远意境。

这种弦外 “希声之乐 ”的生成 , 是主客

体更多的偏重自我情感宣泄 , 更多的偏重自

娱的表演目标之故。它使筝曲内容美的欣赏

意识中积淀了大量自我意兴。因而 , 在传统

筝曲二度创作中 , 特别讲究自然随意 , 主张

“返璞归真 ”“越名教而任自然 ”。突出了依

情随意、“移步不换形 ”的渐变原则 , 形成

了先验多于创新 , 个性多于共性、情感多于

技术、自然流变多于逻辑规范、即兴行为多

于理性思考的弦外 “希声之乐 ”的审美境

界。正如先哲所云 : “夫乐者 , 乐也。人情

之所必不免也 [ 5 ] ”, “凡音者 , 生人心也。情

动于中 , 故形于声 [ 6 ] ”。这些不以听觉把握

的审美对象 , 是筝曲演奏理念更多的强调生

命意兴的结果。因此 , “弦外之音 ”的张力

方向更多地表现为 “趋于生命状态 ”, 刻意

于从表现虚幻的情感中使听众在较大的范围

上进行开放性地联想。

传统筝曲弦外的 “希声之乐 ”是虚拟

的 , 虚拟、写意的音乐表现手法恰恰是中国

民乐的最大特色。虚拟性给演奏者宣泄内在

情感营造了无穷想象的自由空间、个性追求

的别具一格和浪漫不羁艺术韵味。“以音之

精义而应乎意之深微 [ 7 ] ”。“音之精义 ”是对

“弦上之音 ”的要求 , 即掌握音乐结构变化

的尺度、音高的分寸感 , 使之返朴归真、自

然神妙、进入化境、臻于至美 ; “意之深微 ”

是对 “弦外之音 ”追求 , 即创造情景交融的

延续、意境相谐的发展、心物相合思绪 , 使

之产生无穷意趣、无限回味而深远的无声乐

境。传统的上乘筝曲多以引动听众自由想象

使之思绪飘缈 , 达到 “余音绕梁 ”的 “希

声 ”境界方为佳作。

三、弦外动作之音

弦外动作之音是演奏动作在触弦之前、

乐中休止和离弦之后运行状态所激发奏听双

方心中的 “无声之乐 ”。弦外动作与弦上技

巧是相互作用的。动作在弦外的变化技巧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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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直接产生音响 , 但是 , 由于演奏活动中音

乐心理与动作心理的同时作用 , 弦外与弦上

所展示的是一个完整的音响过程 , 所以弦

外动作对弦上之音起到极为重要的制约作

用。

由于弦外动作多随性而动 , 随机而发 ,

有人说 , 它是演奏之灵动 , 是高境界的器乐

美。弦外动作既是情感的聚蓄和释放的过程 ,

也是演奏技术的表演过程 , 它是一种与古筝

演奏特有的知觉水平相关的艺术和技术。古

筝演奏有其技术规律、运动方式与演奏逻辑。

所有动作 , 无论弦上或弦外 , 在演奏中都会

成为时间艺术在空间流动中的视觉形象。弦

外动作不是动作的美化或夸张 , 不是简单的

音乐感觉的外化 , 而是生成乐象的重要方式 ,

它带有特殊的专业语言和形式魅力 , 张扬了

作品的风格魅力和个性魅力。

弦外动作是筝曲演奏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变化可以在音与音、乐句与乐句、乐段

与乐段 , 以及起始与结尾。与常态动作相

比 , 弦外动作是一个相对综合性的概念 , 是

人体的整体协调感在演奏活动中的显现。它

包括了动作幅度 , 动作方向 , 速度变化 , 重

心变化等形式。动作幅度在弦外的变化 , 对

筝曲的律动、气息、气度、气韵等均产生影

响。弦外动作的幅度 , 通常与动作部位的选

择相关。若改变弦外动作的幅度 , 就会改变

筝曲表现的宽度与分寸感 : 弦外动作幅度趋

小 , 虽无声 , 但预示了音乐张力的增强 , 此

时筝曲多处在趋紧的过程中 ; 演奏者突出而

夸张地改变弦外动作的幅度 , 弦外之音已预

示了音色变化 , 此时弦外和弦上动作连接有

机的、复合的 ; 弦外动作幅度变化产生的无

声之乐往往是整体筝曲风格表现的前兆 , 也

是个人演奏风格的外显形态。因人而异对弦

外动作的选择 , 相当客观地表明了个人对风

格美感与形式美感的体悟和取舍。传统筝曲

是无声与有声结合的时间序列 , 无声之处往

往是旋律的分句 , 弦外动作的变化更加强调

了 “无声胜有声 ”的音乐效果。在散板或

节奏相对自由的段落 , 在旋律、指法、节奏

相对繁复之处 , 更能显示出弦外动作幅度的

变化功能 ; 弦外动作的变化幅度是传统筝曲

语态变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 从无声开始的语

态变化巧妙地连接了有声 , 形成了意蕴深邃

的变化过程。

弦外动作变化内显的 “弦外之音 ”, 在

触弦之前、离弦之后的运行方向具有特定的

表现功能 , 它对乐思的铺展 , 乐意的流向 ,

乐境的渲染具有深化和强化功能。影响着音

乐进行中动作交接技术在形式上的协调与美

感。弦外动作方向的变化一方面受到动态功

能部位与动作交接方式的制约 , 另一方面受

到作品风格与旋律进行的制约。同向弦外动

作在旋律进行中连续使用具有简单、直接的

强调功能。强调某一个同向动作在乐意表达

方面具有强调意义。弦外动作由静态趋向动

态的过程中 , 弦外动作方向在一定程度上深

化了乐意 , 也具有音态转换的功能。弦外动

作速度的变化对音乐语言的性格、情态、动

态产生了较为深刻影响。改变弦外动作运行

的速度 , 会改变音乐的刚性与柔性 , 改变音

乐语言的口吻与气息。弦外动作是弦上动作

之间的连接器。它以独特的方式 , 美妙的动

态 , 在音乐进行的过程中 , 极其巧妙自然地

在动作与动作之间形成流畅的技术交接 , 使

各种表现性技巧和谐地组成一个有序体 , 从

不同的角度推进音乐的发展。弦外动作的变

化手段是以特定的表现意图为目标 , 带有多

样的变化信息 , 为演奏中的动作组织提供了

更多选择的可能性。使弦上的动作连接与转

换具有更强的音乐性 , 更高的目的性。在动

作与动作之间生成有音乐意义的交接 , “弦

外之音 ”与 “弦上之乐 ”形成了一个完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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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有机体。

筝曲 “弦外之音 ”的生成过程 , 除精

神方面的蕴含修养之外 , 是演奏整体关系的

协调过程 , 是在机体各部位和谐有序的动态

组合中实现。它不仅仅依靠双手的动态 , 人

体其他部位如肩、臂、头、颈、腿、脚、

臀、视线等方面的调整、移动、随变等 , 都

会对弦上动作和 “弦上之乐 ”产生影响。

整体地协调弦外和弦上动作 , 使这个序进动

态结构获得平衡美与运动美 , 就会使乐象的

品、美、意、真、境在 “情里意外 ”的动

态流动中凝结和升华。筝曲演奏美的分寸感

是动态形式的灵魂 , 失却这个灵魂 , 所有的

演奏动作就会游离在音乐之外。弦外动态没

有硬性的形式标准 , 心静则手静 , 心动则手

动 , 心如何动则手也如何动 , 广义的美感只

能在心与手无饰的对悟和默契中生成、体

现。

器乐美是综合的、整体的 , 是情感与心

慧在精神高层面的创造。无论是弦上的神情

之蕴、弦外 “希声 ”之乐 , 还是弦外动作

之音 , 都是对古筝演奏艺术深层意蕴的追

求。本文论述古筝演奏中 “弦外之音 ”的

回归 , 正是对这种深层意蕴的期盼。

(责任编辑 　苏 　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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