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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乐器中
,

筝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员史了
。

在这悠久的历史中
,

筝逐渐

流传各地
,

扎根生长
、

发展壮大并渐渐形成
“

茫茫九派流中国
”

的局面
。

古筝

音乐可谓是民族音乐苑中的奇葩
,

漫长的历史传承过程中
,

她不断地丰富和充

实着 自己的乐曲队伍
, 她的音韵古朴雅正

,

民族色彩浓郁
,

各个派别又都有着

自己的代表性乐曲
,

同时都表征着不同于他派的独特艺术风格
。

比如刚健豪放

的山东筝曲
,

幽怨急楚的陕西筝曲
,

清丽雅致的潮州筝曲
,

等等
。

古筝艺术的

音乐风格与色彩往往与其所流传地区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
、

人文风俗诸多 因素

相关联
。

尤其是她与当地的文化艺术诸如民间音乐
、

戏曲音乐和说唱曲艺等有

着密切的血缘关系
。

在古筝乐曲海洋中 不论是传统乐曲
,

还是现代乐 曲
,

有

很大一部分都是来源于民间歌调
、

戏曲以及曲艺等艺术形式
。

一代又一代的演

奏家将民间的音乐素材用于创作
,

并在其艺术活动中反复实践
、

精雕细琢
,

使

乐曲得到不断地升华
,

形成了一曲曲精美优雅
、

流利动听的古筝独奏曲
。

我们

也不得不说
,

古筝艺术是植根于民间艺术土壤中的一个艺术门类
,

而古筝乐曲

正是生之于民族 间 艺术
,

并成之于民族 间 艺术的
,

她是历史的积淀而

形成的艺术结晶
,

是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一笔宝贵的遗产
。

如下
,

余将把古筝曲

目分成传统部分和近现代当代创作部分
,

进行分别论述
。

古筝音乐名曲解题之传统古筝乐曲部分

《打肠 》

河南筝曲
。

此曲原是河南曲子板头曲中一首流传较为广泛的乐曲
,

后经过

艺人们多年来的不断丰富
、

润色与变化
,

使之在情节构思
、

曲调结构
、

音色技

法等方面均有独到之处
。

在曹东扶先生的传谱中
,

运用 了中指连剔数弦的指法
,

极大地丰富了古筝的表现力
。

该曲集叙事
、

状物
、

抒情于一身
,

构思布局巧妙
,

以生动的音乐形象描绘了猎人打猎的情景
。

乐曲第一段曲调明朗流畅
,

描绘猎

人发现雁群后隐蔽起来以瞄准的情景 第二段
,

右手交替弹奏八度音
,

又结合

以中指连剔数弦和上下滑音
,

形象生动地模拟了枪响受到惊吓之后的大雁骤然

起飞时的鸣叫声 而后
,

乐曲突慢
,

左手按音
、

滑音以及细密的小颤
,

使 升

的音效成功表现了受伤的孤雁哀鸣和挣扎
。

随后
,

群雁的鸣叫声再次出现并

渐渐变弱
,

乐曲曲速渐渐变慢
,

形象地描绘了群雁徘徊于空中
,

不忍离去
,

但

终因救不了伙伴而高飞并匿迹于天边的情景
。

由于乐曲中中指连剔数弦以及左

右手交替弹奏等技巧的运用
,

使得此曲在同派别曲目中颇具艺术特色
。

《出水准 》

客家传统名 曲之一
。

此曲源 自客家民间乐曲 《出水莲 》
,

经由客家筝派著

名筝家罗九香先生精心锤炼打造
,

而成为广为流传的名曲
。

曲调清新优美
,

风

格古朴淡雅
,

具有中州古调的质朴遗风和雅趣意蕴
。

筝曲以水莲花为题
,

冠

名 《出水莲 》
,

表现了莲花
“

出淤泥而不染
,

灌清涟而不妖
”

的高尚品格与情

操
。

又据钱热储先生 《清乐调谱选 》中所载此曲的题解称
“

盖以红莲出水
,

喻乐之初奏
,

象征其艳嫩也 、 由此而知
,

乐 曲实际是就套 曲的表演程序而言

的
,

是套取前面的引子部分
。

该曲严格按照传统的 板的框架演奏
,

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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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十六弦筝上弹按并重
,

并且不断地变换触弦点 以取不同

的音色
,

而把红莲出水的意境巧妙地泻于指下
,

栩栩如生
。

《柳青娘 》

潮州传统筝曲
,

是潮州弦诗乐中最为著名与流行的一首
。

《柳青娘 》一曲只有三十板
,

但仍是一首结构完整的乐 曲
。

她

虽不属于大套曲的形式
,

但她可以用轻六
、

重六 重三六
、

活

五 活三五 和轻三重六四种调式来演奏
,

深受潮州人的喜爱
。

在潮州地区
,

此曲被称为
“

弦诗母
” ,

意即弦诗之母
,

是学习

潮州筝曲的必修曲 目
。

《柳青娘 》因所用调式不一样
,

所以各

调式的筝曲各具艺术特色
。

在四种调式中
, “

重三六
”

和
“

活

三五
”

两种调式的筝曲都具有苦音色彩
,

尤其是在活三五调中
,

使用的是流动的
“

悲音
” ,

极具韵味
、

颇耐咀嚼
。

活五调 《柳

青娘 》的演奏难度极大
,

而著名潮州筝家林毛根先生却以一曲

活三五调的 《柳青娘 》森得海内外广泛赞誉
,

而奠定了潮州筝

的地位
。

此外
,

在中国与新加坡的古筝音乐考级中 活三五调

《柳青娘 》始终是最高级
、

必弹奏的曲 目
,

并且是林毛根先生

的乐谱
。

《柳青娘 》曲调优美
,

左右手的吟揉
、

花奏等技巧复

杂多变
,

乐曲流畅之余
,

还讲究韵味的变化
。

从此曲可领略潮

州音乐的艺术特色
。

《典女泪 》

陕西筝曲
,

是根据陕西眉户 又

称都鄂
、

迷胡 音乐中的
“

慢长城
”

和
“

快长城
”

编订而成的
。

孟姜女哭

长城的故事在迷胡 那那 音乐
“

长

城调
” 、 “

哭长城
” 、 “

慢长城
”

等曲中

都有所反映
,

后来经过艺人加人秦

筝演奏技法
,

并赋予新意
,

而变成为

一首具有秦地风味的优秀筝曲
。

乐

曲哀婉悲切 生动地表现了暴君秦皇的苛政下
,

孟姜女悲怨
、

愤

感然而又无助的抑郁心情
。

乐曲曲调多用
“

哭音
”

又称苦音
,

以表现悲愤哀伤的情感 同时苦音
、

也并非是一成

不变的
,

而是要随着情绪的起伏而波动
,

产生一种游移不定的

状态 再者
,

大段的扫摇与乐曲末旋律音的跳进使得乐曲慷慨

急楚
,

令人潜然泪下
。

唐代诗人张枯有 《听筝 》一诗
“

十指纤

纤玉笋红
,

雁行轻遏翠弦中
。

分明似说长城苦
,

水咽云寒一夜

风
。 ”

从中可知
,

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就有 《哭长城 》一曲了
。

曲两种形式
,

二者虽 同名
,

但是旋律迥异
。

在各派的筝曲中
,

旋律和风格也各不相同
。

筝曲 《高山流水 》有多个流派的谱

本
,

如浙江
、

山东
、

河南等筝派都有以 《高山流水 》冠名的

筝曲
,

在各个派别中也是代表性的曲 目
。

在所有派别中
,

流

传最广泛
、

影响最大的是浙江武林派演奏家王粪之先生传谱

的筝曲
,

它由 《高山 》和 《流水 》两大部分组成
,

旋律典雅
、

韵味隽永
,

是一首借景抒情
、

状物言志的筝曲
,

乐曲颇具
“

高

山之巍巍
,

流水之洋洋
”

之境
。

王粪之先生还传有另一首《高

山流水 》的筝曲
,

其原型是浙江桐庐县赵镇关帝庙皮虚灵和

尚在佛教法
“

水陆道场
”

中吹奏的一首笛曲
,

后经王粪之移

植成筝独奏曲
,

又经河南郑家娄树华先生校订而流传在世
。

该曲以清弹为主
,

乐调淡泊雅致
,

中庸和谐
,

乐曲意境与
“

伯

牙鼓琴于滨
,

子期听之
”

的主旨相符相合
。

中州古调的河南

筝曲 《高山流水 》 亦称 《花流水 是经过河南筝家曹东扶

先生校订的乐曲
,

是河南筝
“

板头曲
”

中最具代表性的乐曲

之一
。

该曲源 自民间乐曲 《老六板 》
,

节奏清新明快
,

旋律优

美流畅
。

该曲与流行于遂平地区的 《天下大同 》
、

山东琴书的

前奏曲 《天下同 》大同小异
。

它是一首典型的 《八板 》变奏

曲
,

板体结构与 又板 》相同
,

旋律的骨干音也基本相同
,

故

又称为
“

花八板
” 。

该曲具有浓郁的河南民间音乐的色彩
,

气

势豪放
,

旨在抒发对祖国美好山河的赞美和热爱
。

民间艺人

在初次见面时常演奏此曲
,

以示尊敬结交之意
。

山东筝曲《高

《离山流水 》

此曲取材于
“

伯牙鼓琴遇知音
”

的传奇故事
。

有琴曲和筝

山流水 》堪称传统筝曲中的经典
,

属于大板系统
,

全曲是由《琴韵

《风摆翠竹》
、

《夜静蜜铃》和 《书韵 》四支小曲组成的联奏
,

是一

首绝美的老八板套曲
。

在山东筝艺人相会时
,

也常演奏此曲
,

借乐

曲表达以乐会友
、

寻觅知音之意
。

山东筝派 《高山流水 》也有着不

一样的版本
,

因演奏家个人的艺术追求而不同
。

比如在山东筝家韩

庭贵先生的 《高》谱中
,

曲末是双手的连续花奏
,

以现流水洋洋入

海之意
。

在高自成先生的乐谱中 有多处运用到现代的演奏技法
,

注意到左右手的配合演奏
,

并且乐曲直接去掉了《书韵》一曲
,

曲

末以沉实饱满的和弦结束
,

现代多演奏高自成先生的版本
。

《高山流

水》是音乐中刻写山水景趣这一母题的名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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