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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舟唱晚 》

这是一首全国流行最广的筝曲
。

它是 由古筝名家娄树华在 世纪 年代中期以古 曲 归

去来 》的片断为素材进行加工而成的
。

也有人认为此曲是由古筝演奏家金灼南依据《双板 》及

由 双板 》演变而来的小曲 流水激石 》等编写而成的
,

后经娄树华改编而成为现在的版本
。

本曲曲名出自唐代大诗人王勃的名篇《腾王阁序 》中的诗句
“

渔舟唱晚
,

响穷彭蠢之滨
。 ” 。

作

品旋律如歌
,

可唱性很强
,

描绘了一幅
“

渔舟晚归
,

掉歌抑扬
”

的画面
。

曲中
,

渔帆在远处隐约

可见
,

宁静而安祥 随着乐曲的进行
,

渔帆走近了
,

一幕喧闹的近景浮玩于听众脑海中
。

其中
“

花指
‘

如流水般
,

激动人的心弦 歌声噜声浪花声在瞬间交织成一片
,

忽地一个上行的历音
,

送去了刚才的喧闹跃动
,

描绘出平和安宁的氛围 曲末一个空灵的泛音
,

给人 曲终意犹存的感

觉
。

此曲与 高山流水 》一样
,

都是响誉世界的中华名曲
。

它多次被改编为其它乐器同名曲
,

如

小提琴曲
、

竖琴曲
、

筝和二胡的二重奏等
,

由此可见它的影响之深
。

二
、

《战台风 》

这是一首大家很熟悉的作品
。

它是王昌元与 世纪 年代中期创作的有着深远影响的古

筝独奏曲
。

作为一名古筝演奏家
,

王昌元深入码头体验搬运工人生活
。

工人们勇斗台风以保卫

国家财产的情景使她深为感动
,

遂连夜写出此佳篇
。

此曲一经上演即获得成功
。

乐曲可分为五

部分 第一部分以强烈快速的节奏摹写码头欢腾的劳动场景 第二部分采用双手在筝柱两侧

反向刮奏以及扣摇扫摇震摇等方法来模拟台风
,

预示台风的到来 第三部分通过颗粒疏密
,

指

法简繁和高低音区的变换等来造就强烈的音响效果
,

表现工人们奋战的场面 第四 部分是一

个优美如歌的乐段
。

其中连托
、

历音
、

摇指和纯弹并用
,

从而勾勒了一幅雨过天晴
,

风平浪静的

安祥画面
,

又借以抒发工人们的壮志豪情 后一段是尾声部分
,

它是对第一乐段的压缩再现
,

而且节奏比以前更快更强烈
。

该曲是大家公认的金曲
,

是一首继往开来的乐曲
。

其中的扣摇
、

扫摇等技法的使用对后来乐曲的创作起到了 巨大的启示作用
。

同时
,

它与某些筝曲共同证明

了解效左手的可行性
。

另外
,

该曲还是一首壮怀激烈的乐曲
,

是对善于表现凄冷哀伤
、

恬淡柔

美之曲的筝的重大突破
。

民族民间音乐

文
·

韩建勇

三
、

《寒鸦戏水 》

这是一首顶顶有名的潮州筝曲
,

是弦诗十大套中最富诗意的一首
。

客家也有同名之筝曲
,

其亦名《水上鸥盟 》
,

但此曲非彼曲
,

同名异曲也
。

该曲是潮州筝派名家郭鹰之拿手好作
,

是一

首能充分体现潮州地方音乐特色的乐曲
。

潮州筝由五声音阶定弦
,

在演奏时通过左手重按琴

弦以求音变
,

把
“

和
”

升为
“

和微降
” ,

旋律由此显得优美动人
,

韵味独具
。

这是潮州筝曲

区别于他派筝曲的重要之处
。

乐曲以 代 音并成为骨干音
,

是明显的
“

重六调
”

式曲
“

六
”

指

的是当地传统记谱法二 四 谱中的谱字
,

即简谱中的
“

重六
”

指的是重按 而升
。

另外
,

潮州乐还有
“

重三轻

六
” 、 “

活五
”

等调式
,

风格各不相同
。

乐曲是一首典型

的板式变奏体
。

乐曲头一为
“

拷拍
”

和
“

快板
” ,

是 由主

题乐句减字变形而得来的
。

它成功刻划 了寒鸦在江水中

悠闲地追逐嬉戏的情景
。

乐曲以优雅的旋律
,

清新的格

调以及独具一格的韵味吸引着听众
,

使其百听不厌
。

翅解卜

四丛宣山遮盛 》

此曲有多个流派不同的曲谱版本
,

但都以
“

伯牙鼓

琴遇知音
”

的民间故事为题材而作
。

《高山流水 》共有

四种不同派别的曲谱
,

分别是山东
、

河南
、

浙江现代和武

林逸韵之曲谱
。

山东派的《高山流水 》是由几首老八板

曲组成的套曲
,

这几首曲子分别是 琴韵 》
、

《风摆翠



竹 》
、

《夜静奎铃 》和《书韵 》
。 四首曲子都归大板第四 速度均

为快速
,

又因板数相同
,

故筝家将其连缀成套
。

后来筝家冠以

《高山流水 》之名
,

但实际上
,

曲中内容与曲名并不相符
,

唯首

曲《琴韵 》略有
“

伯牙鼓琴于滨
,

子期听之
”

之意
。

高自成先生

的曲谱是现今通用的
。

他在曲前加上庄重的和弦
,

以示巍峨之

高山 又 以大指连托和上行历音来表现小桥流水
,

使原曲更加

富有意境
。

名家邱大成先生也借用 了其中的《风摆翠竹 》
、

《夜

静变铃 》
,

加上《汉宫秋月 》而编配了 民乐合奏曲《汉宫秋 》
。

河南派《高 》是由民间乐曲《老六板 》放慢加花而订谱的
,

是筝

家艺人相会时必弹的一首板头曲
,

以求觅知音之意
。

该曲行如

流水
,

畅通爽快
,

筝家借以抒发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
。

浙江派筝曲是公认的旋律典雅
,

韵深味蓄的曲子
,

也是 四 首曲

中流传最广的一首
。

它在古旋律的基础上进行加工
,

以大指
、

小

指结合的大八度和弦与双托来呈现巍巍高山 无名指的肉音提

弹使乐曲稍显内敛 曲子后半部分突出表现了流水
,

低吟浅唱

又激烈汪洋
,

形象地刻划了水的形象
。

曲末的主题泛音段使听

众产生曲终意犹存的感觉
。

而武林逸韵之 高 》则以最简朴的

指法和最近于
’‘

寻觅知音
”

的意象打动着听众
。

其旋律尤如是

对伯牙子期知音情的歌颂
,

委婉含蓄
,

内在又倾情
。

淤泥而不染
,

灌清涟而不妖
”

的高尚品格
,

由此与移植筝曲 梅

花三弄 》咏梅之高尚品格有异曲同工之妙
。

也有筝家认为本曲

有歌咏文人雅士高尚情操之意
。

此曲是由民间筝曲《出水莲 》

改编而来的
。

古筝名家罗九香先生对原曲进行了加花补字
,

填

韵润色而成为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曲子
。

曲中板前加花的前倚音

和
“ 、 ”

两弦的按变使全曲呈现一种细腻柔婉的气质
。

乐曲

的颗粒性主题音调分别在不同的弦位奏出 靠近岳山的音调轻

脆华丽 而弦中部位的音调柔婉含蓄
。

全曲清丽典雅
,

颇具诗

忌 。

七
、

《汉宫秋 月 》

这是山东筝派的一首大板筝曲
。

山东老八板筝曲由曲速的

不同而分为大板第一
,

大板第二
,

大板第三和大板第四
。

此曲属

大板第一
。

曲中之月不同于温美的春江花月
,

不同于热情活泼

的戏云之月
,

亦不同于大而华美之建昌府月
,

而是深深宫院上

空凄切浸人之怅然秋月
。

曲中寄托了深居宫院的月下宫女寂寞

惆怅之情
。

唐代诗人李白有 后宫词 》写到
‘

泪湿 罗 巾梦不

成
,

夜深前殿按歌声
。

红颜未老恩先断
,

斜倚薰笼坐到明
。 ”

曲

子也正如诗中所道
,

惹起听者新愁忧思一片片
。

曲中第 和第

节中的连托与按变得到的音
,

把宫女深居宫院寂寞难奈又

有苦不能诉的优伤呈现得一览无余
。

筝家常把几首老八板曲子

联缀起来演奏
,

并冠以新名
,

十分巧妙
。

古筝名家邱大成先生就

以《汉宫秋月 》和 风摆翠竹 》等曲作为素材而创编了民乐合

奏曲 汉宫秋 》
。

该曲虽然没有难度的指法
,

但要演奏好此曲
,

是要下一番工夫的
,

因 为乐曲讲求的是动中之静和韵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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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香 山射鼓 》

该曲取材广泛
,

有西安鼓吹乐的同名 曲《香山射鼓 》
、

地方

特色鲜明的乐曲《柳青娘 》以及琵琶名曲《月儿高 》
。

筝家通过

借鉴以上有浓厚地方特色的音乐
,

经过努力探索和大胆革新
,

成功表现了一年一度的香会的盛况
。

乐曲可分为三段 除去引

子
。

引子通过左手奏出肉音
,

低沉饱满
,

继而是空灵的泛音
,

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
。

随后是首段主题
,

其中的指法运用较为

丰富
,

有深入浅出的双托和大撮 有支撑主题乐句的前倚花指

等 左手要求较高
,

吟揉按滑
,

具体细腻
。

该段表现了朝山民众

向天 的虔诚祈祷与低声吟唱
。

上行历音之后
,

乐曲进入到第二

部分
,

《月儿高 》的主题呈现
。

时重时轻的长摇和左手无名指肉

音伴奏音型组合成优美的旋律
,

曲意漂渺
,

如深邃高山
,

又如渺

渺云烟
,

意境悠远
。

在一组下行模进旋律之后
,

乐曲进入第三部

分
。

该段节奏由缓渐快
,

双手快速交替使用与鼓点节奏等模写

了欢愉畅快的情致与热闹非凡的斗乐场面
。

乐曲中煞音的利用

更是起到了
“

珠联千拍碎
,

刀 截一声中
”

的效果
。

该曲创作于

年
,

在 年第六届 亚洲音乐论坛中被评为优秀音乐作

品
。

六
、

《出水莲 》

这是一首有名的传统客家筝曲
。 ’‘

客家
”

指的是南宋末年

为逃避战乱而迁居广东潮汕等地区 的中原人
。

在那里
,

人们继

承了中原音乐的某些因素
,

同时他们还吸收了当地的音乐素材

与特色
,

再经过发展变化而形成了 自己的音乐体系
。

正是由于

其与中原的关系
,

此派筝曲亦称
“

汉皋旧谱
”

或
“

中州古调
” 。

该乐曲内在委婉
,

清丽典雅
,

南国风味尤浓
。

它表现了水莲
“

出

八
、

《秦桑 曲 》

这是一首现代公认的陕派筝曲佳作
。

乐曲之题来源于李 白

春思 》诗中的
“

燕草如碧丝
,

秦桑低绿枝
。 ”

一句
。

在陕派中专

家认为
“

秦筝应归秦
” ,

由此
,

他们尝试以陕西地方音乐如榆林

鄂郧等地区音乐为素材而创编了许多筝曲
,

如 三秦欢歌 》

《秦桑曲 》等
,

得到了很好的反响
。

乐曲引子稍 自由
,

一个上行

刮奏之后是一个高音
‘’ ”

音的长摇
,

继而左右手祝合奏出和

弦
,

引人走近三秦大地
。

引子之后是思念的深情的主题
。

主题部

分忽而是采桑女对远在异乡夫婿的忘情思念
,

又似是采桑女抵

不住思夫之情时的忧怨责怪
,

使听者产生千般莫名 的情感
。

乐

曲对音调强弱的处理十分巧妙
,

从而把采桑女的内心情感表达

得一览无余
。

乐曲快板部分节奏感强
,

情感激烈
。

曲末是一个较

自由的乐段
,

高音
“ ”

摇指的断指音型在演奏者手底奏出
,

急

促激烈但不紧张
。

乐曲在左手反复刮奏中结束
。

该曲是陕派筝

曲中的代表作
。

曲子对
“ 、 ”

的演奏十分讲究
。

在陕乐中
, “ 、

”

分别有欢音
、

苦音 哭音 之分 苦音
“ ”

比准音
“ ”

略

高 苦音
“ ”

比准音
“ ”

略低
。

而且在演奏
“ 、 ”

两音之后
,

并不直接进行下一个音
,

而是要有一个过渡
,

以此体现了其乐

风
。

这是陕西筝派区别于其他派别的重要之处
。

明

·

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