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韵
”

是国乐品评中重要的美

学指标
,

是国乐所追求的最上乘的

境界
,

无韵则没有生命力可言
。

中

国乐器演奏的最高旨趣
,

在于充分

发挥乐器的人声韵味
,

而古筝俨然

是极具人声味的乐器
,

它可以通过

左手的吟
、

揉
、

滑
、

按等指法来完

成不同音腔的变化
,

从而产生微妙

的韵味
。

古筝以传统的五声音阶定

弦
,

通过左手的吟
、

揉
、

按
、

滑等

技法形成它独特的
“

以韵补声
”

的

旋律手法
,

彰显出筝这一乐器的丰

富表现力和艺术魅力
。

在筝界
,

学

者依据代表人物
、

代表曲目和风格

技巧来划分出众多流派
,

左手的运

指
、

手法和
“

以韵补声
”

则成为衡

量曲作风格
、

流派风格的重要标准

之一
。

在 民 乐 弹 拨 乐 器 演 奏 中
,

“

韵
”

建立在单个音的波动基础之

上
,

它 是单个乐音的线状律动
,

律动 中
,

乐音 的起伏错落有致
,

界把定弦音看作正 声
,

正声 以外

的音视为韵
,

正声不足则以韵补

之
” ,

此所谓
“

以韵补声
” 。

在古

筝演奏中
,

这种声音的波动来 自于

一系列的
“

摇声
” ,

它包括吟
、

揉
、

按
、

滑四大类
,

又可 以结合或

分支出多种变化的摇声
,

如微颤
、

重颤
、

回滑
、

按颤等
。

在音乐学

中
, “

摇声
”

是以单个音为基础
,

通过左手的按变揉滑得到多变的音

响效果
。

下面我们看吟
、

揉
、

按
、

滑在

古筝演奏中的技巧和音效变化
。

吟
,

即颤
。

左手食
、

中
、

无

名三指轻粘琴弦
,

待右手弹完琴弦

后
,

上下起伏震动琴弦
。

通过改变

琴弦长度和张力
,

使发出的乐音产

生细密的水波纹状的效果

揉
,

左手食
、

中
、

无名三指轻

粘弦
,

待右手弹完琴弦后
,

在规定

音程内上下滑动数次
。

随着弦本身

震动幅度的减小
,

弦张力和长度的

直接获得一种干练爽快的
“

腔化

音
” ,

恰如北方人直爽的性格

滑
,

右手弹完琴弦
,

左手使弦

音逐渐升高或降低
,

发生一种由低

渐高或由高渐低的徐徐上滑或者下

滑的效果
。

点状的音在左手的压按

或松弛的过程中
,

呈现一种曲线型

如上滑
、

下滑 或抛物线型 如

回滑 的变化轨迹
。

以上 四种在古筝演奏中都是

很有特色的左手技法
,

它们的共同

特点都在于
“

声无定点
” ,

即
“

音

高不是固定在某一点上
,

而是有所

晃动或摇摆的
” ,

这些
“

摇声
”

是

形成古筝动人音色的重要因素
。

在

这四种基本的技法中又可 以产生
、

衍化出更多的巧妙技法
,

这种更为

细致的划分成为区别风格流派的重

要标识
。

比如按音
,

南方流派的按

音一般柔和缓慢
,

如浙江筝
、

客家

筝
、

潮州筝
,

北方流派的按音一般

急促爽快
,

如山东筝
、

河南筝
、

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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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迷玉子奢拿勇
薄

西筝等
。

对左手
“

腔 韵
”

的追求成为

众多演奏家秉持的最 重要的艺 术

原则
,

著名古筝演奏家项斯华就是

其中的一位
。

项斯华是上个世纪涌

现出的优秀古筝演奏家
,

在长期的

艺术实践中
,

她勇于创新
,

借鉴钢

琴
、

竖琴等西洋乐器的某些演奏手

法
,

贯穿于 自己的演奏实践中
,

明

显丰富了古筝这种乐器的表现力
,

由此塑造 了她乐曲特有的演奏风

格 饱含浓厚 中国 民族风格的 同

时
,

又飘洒和洋溢着西洋乐风
。

在

她 《渔舟唱晚 》
、

《出水莲 》等专

辑中
,

每首乐曲都是中西乐风的有

机结合的完美体现
。

听项斯华的筝

曲演奏的确是一种享受
,

音乐处理
“

淡静有度
” ,

曲情表达恰到好

处
。

优美的旋律通过艺术的双手在

琴弦上悠闲挥洒
,

通透着一种朴

素
、

脱俗之美
,

又透着一股从容优

雅之气
,

体现出
“

兴到而不 自纵
,

气到而不 自豪
,

情到而不 自扰
,

意

到而不 自浓
”

的美学风范
。

在 项斯华 的筝 曲演奏 中
,

她

追求 的是通过古筝
“

音腔
”

的把

握
,

并表现出乐曲的地域风格
。

早

在 年
,

她就开始了器乐
“

人声

化
”

的实验
,

当时她以古筝演奏了

京剧唱腔 《文姬归汉 》
。

之后的多

年
,

她一直对古筝音腔的完美表现

而孜孜以求
。

不同的音乐风格与不

同音腔的追求俨然密切相连
。

音腔

是一种音的过程
,

是一个
“

音
”

自

身的变化
,

它包含着音高
、

力度
、

时值和音色等多方面的变化
,

是一

种带着腔的音
。

她坚持通过对古筝

左手音腔的追求是表现古筝音乐乃

至中国传统音乐风格的最为重要的

内容
,

秉承
“ ‘

以韵补声
’

—筝

声的音腔化是筝乐的灵魂
” 。

轻忽

左手音腔的表现
,

等于丧失筝乐的

灵魂
。

我们的传统音乐包括曲调
、

风格都跟各地的语言紧密相连的
,

正是由于语言的多支
,

才形成了音

乐上不同的语言风格与腔调风格
。

在弹不同派别的筝曲时
,

我们需要

通过其音腔的变化来体现出它特有

的地方风味
。

比如河南筝
。

北方人

在说话的时候强调重音头
,

在音乐

语言上也突出重音头
,

在河南板头

曲如 《叹颜回 》
、

《哭周瑜 》以及

用河南风格音乐为创作素材的 《新

开板 》
、

《幸福渠 》等乐曲都有体

现
。

对于音腔的古筝与民间音乐如

戏曲音乐
、

说唱音乐
,

在不同的时

代都保持着或疏或密的关系
,

从未

间断
。

从秦汉时代流行在民间的说

唱
“

呜呜歌
”

出 自 《史记
,

到明末的唱
“

西调
”

乃至近代的山

东琴书
、

河南大调 曲子等等
,

都

有筝作为伴奏
。

筝在宋代慢慢发展

出筝独弹这一形式
,

近现代的传统

筝则是由伴奏或合奏中分离出来
,

并在民间音乐的基础上脱胎出当地

的风格
,

并成为当今的一朵艺术奇

葩
。

当今各大古筝流派的形成都与

当地的 民 间音乐紧密相联
。

比如

陕西筝派
,

诸多筝 曲都是在
“

秦

腔
” 、 “

迷胡
” 、 “

碗碗腔
”

以及

陕北民歌基础上加工而成的
。

在演

奏陕西筝曲的时候
,

我们需要了解

陕西戏曲音乐或各类剧种所特有的

音腔
,

这样才能保有它原本所具有

的地方风格
,

才会楚楚动人
。

她认

为颤音有很大的学问
,

对古筝音乐

的韵味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
。

她认为颤音是连接上一个音与下一

个音的桥梁
,

要真正发挥出它的连

接作用
,

就不能提早把左手抬起按

到下一个音
,

以避免颤音效果的断

裂
,

从而影响到整首乐曲的意境和

味道
。

对于 目前古筝 艺术表演 中普

遍存在的
“

哗然炫外
”

的现象
,

她

表示不赞同
。

她认为
“

哗然炫外
”

即通过多余的动作与造型来进行表

现并非古筝艺术所需要的
,

不应该

忘记古筝艺术作为听觉艺术的本质

特征
。 “ ‘

以声表情
’

是任何形式

的音乐也是筝乐演奏 艺术的最基本

特征
” , “ ‘

声情并茂
’

同样也是

筝乐演奏艺术不懈的追求
。 ”

而 目

前的古筝学习
、

演奏乃至作曲都倾

向于对快速弹奏或炫技性技术的盲

目追求
,

而使得弹奏 出来的乐 曲

并 非追求
“

筝化
” ,

而是突 出技

巧
,

从而使得 由音腔所 派 生 的韵

味大大丧失
,

也大大改变了其作为

听觉艺术的本意
。 “

盲 目追求速度

和力度不仅是筝乐也是任何音乐艺

术的一个误区
” ,

她认为追求快速

弹奏和力度并不是古筝演奏者的惟

一的 目的
,

强调音腔才是表现包括

古筝音乐在内的中国传统音乐的重

要内容
。

笔者在 年赴南京参加

全国第三届音乐传播会议的时节
,

恰逢第六届 民乐金钟奖 古 筝
、

二

胡 的专场 比赛
。

比赛中
,

有些参

赛选手的演奏力度足以让古筝本来

很美妙的声音弹破
,

不忍听
。

当评

委 问到参赛选手 为什么 弹这么大

的 力度
,

选手说曲谱上标 明 的 是
“ ” 。

对于演奏者来讲
,

在表演

过程中能对作品作正确的解释或二

度创造
,

必须重视曲谱上包括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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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心中有一种美的观念
,

首先需要

保证方法得当
,

保证弹奏出美的物

理音色
。

第三
,

严谨的读谱习惯
。

习琴时
,

需要视
、

背 视和背谱

并用
,

将旋律熟记于心
,

保证演绎

和表达时得心应手
。

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都体现出
“

移步不换形
”

的原则
。

在音乐演

奏艺术中
, “

移步不换形
”

的真谛

在于不以固定在版面上的乐谱形式

而凝固
,

讲求即兴性和流动发展的

可能
,

而这种不易觉察的缓慢变化

体现出音乐演奏在发展中的活力
。

项斯华作为国内重量级演奏家
,

她

对古筝艺术可谓是一丝不苟
,

对每

一个乐句乃至乐音都十分讲究
。

在

乐界
,

完美的音乐形象的塑造基本

条件有四 优 良的材质
、

精心的制

造
、

完美的技巧和纯正的心态
。

她

以严谨的态度
,

走着一条学
、

奏
、

相结合的道路
,

在学 习和演奏的

过程中对古筝演奏方法加以科学探

索
。

在艺术实践中特别讲究发音技

造诣和追求
。

正如她所说的
, “

古

筝演奏与教学的过程
,

也就是我不

断学习中国音乐的过程
” ,

恰恰彰

显出大师谦和为艺的处世态度
。

等各种表演记号和术语
,

并细加领

会
。

但是也需要变通
。

就像这位参

赛选手
,

其实并非标明
“ ”

就一

定要把声音给弹破
,

最起码应该保

证音的质量或者说音本身的美感
。

项斯华 作为卓越的古筝演奏

家
,

集传承
、

演奏
、

研究于一身
。

她一直秉持着自己的习琴原则
。

第

一
,

完善的弹奏方法
。

主要在于左

右手的相互配合
,

根据乐曲的实际

需要
,

选择不同弹奏方法
。

比如浙
,

派 《高山流水 》开始的双八度大撮

一段
,

目前最为普遍的弹奏方法就

是提弹法
,

即大中两指大撮完离开

琴弦
,

这种方法弹奏出来的声音往

往比较吵
、

比较硬
,

余音也很重
,

项斯华事迹
了 。年生于上海

,

少年时入上

海音乐学院 附 中
,

专修钢琴多年

年
,

响应
“

民族化
”

号 召

改习古 拳
,

师承浙派名 家王典之
,

后 随曹正
、

郭鹰
、

任清志等名家

年
, “

上海之春
”

音 乐会

首次尝试双筝演奏
,

一曲 《海青拿

鹤 》 亦名 《海青拿天鹤 》 名 声

鸽起

与著名 民族音 乐学家吴粉伯 先

生论述汉苹五大流派
,

著有 《中国

筝乐的源流 与风格 》一文

从上个世纪 年代开始
,

录有

专辉 《渔舟唱 晚 》
、

《出水莲》
、

高山流水
、

《春江花 月夜 》
、

《梁祝 》
、

《望 乡吟 》等十余样

著 有 《项 斯 华 演 奏 中 国 争

谱
、

《每 日必弹 古 拳指序练 习

曲 》等 多部专著
。

年移居香港
,

年移居

加拿大温哥华至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