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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代筝曲在古筝形制上 普遍仍用 弦 型钢丝尼龙弦筝
、

弹奏技巧上 充分挖掘左手技巧
、

作曲技法上 学习西方作曲技

法 比传统筝曲丰富了许多 但音域更加宽广
、

技法更加丰富了的现代古筝在题材上
、

精神气质上却又与传统筝曲不大相同 当代筝曲对

于传统筝曲来说 可谓是
“

形
”

的上升
, “

神
”

的回归 本文分析此现象
,

并试图予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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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
,

已经流传了 年
。

古筝音乐作品的

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

传统筝曲
。

古筝源于秦
,

盛于唐
,

宋筝哀婉
,

元明渐微
。

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

它

与各地的戏曲
、

说唱和民间音乐相融合
,

形成不

同风格和流派
,

上世纪 年代
,

人们总结各地区

特点
,

提出了筝
“

茫茫九派流中国
”

之说
。

如河南

筝
、

山东筝
、

潮州筝
、

客家筝
、

浙江筝等
。

各流派

的代表曲目在历史的长河中传流下来的
,

是筝乐

中的瑰宝
。

我们称之为传统筝曲
。

第二阶段
,

建国后至上世纪 年代末
,

古筝

音乐迎来了新的春天
,

向更响
、

更快发展
。 ,

我们

称之为现代筝曲
。

二十一弦古筝的出现扩大了古

筝的音域
。

钢丝尼龙弦的运用丰富了古筝的音

色
。

古筝的演奏技法也有了许多突破
,

赵玉斋先

生的《庆丰年 》一曲结束了
“

右手职弹
、

左手司

按
”

的历史
。

许多筝演奏家在新时代精神的感召

下创作了很多新的筝曲
。

可以说
,

这一阶段古筝

形制
、

技法的发展奠定了当代古筝音乐的基础
。

第三阶段
,

世纪 年代末起至今
,

当代筝

曲
。

专业作曲家加盟到筝曲创作中来
,

人工调式

的出现
,

拍击琴弦
、

敲击琴面等噪音的运用
,

与西

方乐器和管弦乐队的协奏等形式
,

大大丰富了古

筝音乐的风格特点
。

这三个阶段的筝曲之间存在一种继承和发

展的关系
,

并且
,

第三阶段是对第一阶段螺旋上

升式的回归
。

本文试图阐释这三个阶段筝曲的继

承与回归之关系
。

理论探索一
、

当代筝曲的反叛

洛秦先生在一次讲座中曾提及
“

现代古筝

是文革时期的产物
” 。

这句话不无道理
。

筝艺人学

习西方古典音乐的创作技法
,

运用了简单的曲式

与和声
,

对古筝音乐进行了改革
,

使其适用于表

达行进的
、

激昂的情绪
,

歌颂和赞美祖国与人民
。

这一时期产生的筝曲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

如 《

战台风 》
、

《草原英雄小姐妹 》等
。

古筝音乐向更

响和更快方向发展
,

表现在如下几点
,

古筝形

制的改变
,

弦古筝的出现扩大了古筝的演奏音

域
,

古筝左手技法发展
,

赵玉斋先生的《庆丰

年 》一曲结束了
“

右手职弹
、

左手司按
”

的历史
,

使古筝演奏和弦和多声部成为可能
,

快四点
、

扫摇等技法的运用
,

使古筝演奏向决速发展
。

这

些改革是划时代的
,

与传统筝曲截然不同孔

世纪 年代末期后的当代筝曲
,

其背后的

文化内涵非常繁杂
。

自 年以来
,

文化界掀起

了弘扬国学和传统文化的强劲思潮
,

此思潮对中

国的现代艺术创作有深远的影响
。

艺术家们逐步

脱离了 年代以前的官方政治指令
,

及对 年代

理想式的对西方创作技法的绝对盲从
,

而开始探

索一种多元化的创作道路
。

这种多元化是艺术家

以个人价值取向为中心
,

对过去传统艺术有选择

的继承和对西方现代艺术有选择地吸取
。

正如易

英所说
“

中国当代艺术正在逐步摆脱西方艺术

的模式
,

不论是古典主义还是现代主义
,

因为中

国的艺术越来越面对自身的社会现实与生存条

件
,

它必将在面对自身的紧迫问题中选择自己的

表现方式
。 ” 〔‘」那么

,

在中国新音乐的创作上
,

也

是如此
, “

中国新音乐的最大特点
,

音乐创作本身

具有多元化的发展格局
,

一方面
,

它和其他艺术一

样
,

都具有典型的 世纪的艺术风格特征
,

也就

是挣脱传统的束缚
,

主张标榜自我和反理性
,

另

一方面
,

世纪的音乐创作具有唯理性和反浪漫

主义的一面
。 ”

中国在民乐的创作中
,

在当代筝曲的创作

中我们也可以寻到反传统的痕迹
,

看到现代音

乐
“

新
、

怪
、

曲
、

难
”

的特性的影响
,

表现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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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方面
,

古筝新形制的研发

古筝最早为五弦
,

后经过一个九弦的过度
,

到战国为十二弦
,

隋唐为十三弦
,

后十三弦筝长

期处于主导地位
,

元明时期也出现过十四
、

十五

弦筝
,

清末出现十六弦筝
,

传统筝曲大都以十六

弦筝为基础
。

上个世纪 年代改造出来的二十一

弦筝
,

为作曲家的创作提供了更广的音域
。

年

代末后的筝曲常用的是仍然是二 十一弦筝
,

但筝
艺人们还研制了便于弹奏半音阶的蝶式筝

,

便于

转调的转调筝等
,

由此出现专门为此类筝而创作

的乐曲
,

如何占豪先生所创作的协奏曲《西楚霸

王 》
,

原本是为蝶式筝所作的
。

又如李晗创作的

《迟暮 》
,

专为其自己研制的转调筝所作
。

,

古筝新技法的推八

传统筝曲基本上遵循的是
“

右手职弹
,

左手

司按
”

的原则
。

虽然在浙江筝曲如
,

《将军令 》中

也有右手摇
,

左手快速抹托弹奏的情况
,

但占主

导地位的仍是右手三指在有定弦的区域弹奏
,

负

责
“

声
” ,

左手在筝码左侧吟揉按滑
,

负责
“

韵
” 。

赵玉斋先生的《庆丰年 》打破这一局面
,

利用左

手弹奏简单的和弦
。

年代末后的当代筝曲
,

进一步发展左手

技巧
,

向快速度和多声部发展
。

赵曼琴先生创建

的
“

快速指序
” ,

大大提高了弹奏速度
,

同时使

左右手的无名指加入弹奏
。

其弟子王中山先生发

展的多指摇和走位三指摇等技术
,

使古筝演奏多

声部成为可能
。

筝艺人在创作筝曲的过程中
,

积

极运用这些新技巧
、

锻炼这些新技巧
。

如赵曼琴

先生所作的《打虎上山 》
、

《井冈山上太阳红 》等

曲
,

充分运用了快速指序
。

王中山创作的《云岭音

画 》最多可演奏四个声部
。

,

古筝新音色的探究

对新音色的探究
,

如筝码左侧弦的刮奏和敲

击
、

拍击琴身的技法运用
,

从而产生一些新的音

响效果
,

增加了古筝音乐的不协和性
,

提高了听

觉的新鲜度
。

年代《战台风 》里有大段模拟暴

风雨的音色
,

非常新颖
。

年代末后
,

作曲家们用

新音色组合成节奏
,

表达一种意向
,

不再是简单

地模拟
。

,

古筝新定弦的产生

传统筝曲采用的是五声音阶定弦
,

现代筝曲

沿袭这一定弦
。

当代筝曲中
,

专业作曲家将人工音

阶定弦引入到古筝中来
,

打破了传统
,

使古筝音

乐耳目一新
。

人工音阶定弦
,

即根据乐曲的需要
,

作曲家自行设定音阶排序
,

从而调式调性改变矶
最早采用人工音阶的乐曲是徐晓林创作的《黔中

赋 》
,

此后
,

采用人工音阶的古筝作品源源不绝
,

如
,

王建民所创作的《幻想曲 》
,

庄咯创作的《笠

摸引 》
,

王中山的《溟山 》等等
,

这些人工音阶各

有自己的特色
。

虽然
,

当代筝曲中
,

也不乏采用五

声音阶定弦的
,

但
,

无庸置疑
,

人工音阶的定弦
,

给筝曲带来的变革是巨大的
。

,

古筝新演奏形式的出现

传统筝曲的演奏形式是筝独奏
、

重奏
,

或

与其他民族乐器
、

乐队合奏
。

当代筝曲突破了民

族乐器的范围
,

将古筝大胆与西洋乐器
、

乐队结

合
。

何占豪先生所创作的筝与钢琴协奏曲《临安

遗恨 》首开先河
。

其后创作的《梁祝 》
、

《西楚霸

王 》
、

亦是筝与钢琴的协奏曲
。

其他还有王中山

创作的《暗香 》是筝与大提琴的协奏
,

王建民创

作的《枫桥夜泊 》是筝与钢琴的协奏等
。

综上所述
,

年代末期后的当代筝曲在发展

速度和多声部方面继承了 年代筝曲的趋势
,

原

因有二 一是 年代末期后
,

人们的生活节奏变

快
,

从而使得心理节奏加快
,

音乐上的快速是与

之对应产生的
,

二是在中西方的碰撞交流中
,

相

互之间的学习是永恒的
,

而西方音乐与中国音乐

的很大不同就是中国是单线条的音乐
,

而西方音

乐是立体的
,

发展多声部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
。

除此之外
,

年代末后的当代筝曲在古筝形制
、

技法
、

音色
、

定弦演奏形式等大大发展丰富不 这

些
,

都是对传统筝曲的反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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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当代筝曲的回归

西方的艺术现状如一句话所说
“

怀着乡

愁
,

寻找家园
” 。

在 世纪 年代末后的当代筝

曲的创作中亦是如此
,

其回归传统之处将从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

从题材看

刘承华先生曾在《中国音乐的人文阐释 》一

书中
,

将中国音乐的典型题材归为以下几类 自然

母题
、

清感母题
、

理想母题
、

花鸟母题
。

传统筝曲

属于中国传统音乐
,

其题材自然也与其他传统音

乐不径相同
。

翻开《中国古筝名曲荟萃 》古曲中自

然母题的有山东筝曲《四段锦 》山水母题
、

河

南筝曲《渔舟唱晚 》渔憔母题
、

浙江筝曲《月

儿高 》月母题 等
。

情感母题有山东筝曲《文姬

思汉 》思念母题
、

河南筝曲《苏武思乡》
、

潮州

筝曲《昭君怨 》哀怨母题 等
。

理想母题有山东

筝曲《隐公自叹 》 慕隐母题
、

河南筝曲《哭周

瑜 》客家筝曲《杜宇魂 》 崇圣母题 等
。

花鸟母

题有潮州筝曲《寒鸦戏水 》
、

粉蝶采花 》
,

河南

筝曲《打雁 》
,

客家筝曲《出水莲 》等
。

作一一石 。年代的筝曲的题材大都和那个时

怕卿日

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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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革命精神有关
,

如《草原英雄小姐妹 》
、

《战

台风 》
、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等
。

我们再来看‘ 近 年的当代筝曲
,

其题材

可分为以下几类 自然题材
,

如王中山的《溟山 》
、

庄暇的《山的遐想 》
,

少数民族题材
,

如王建民的

《幻想曲 》
、

徐晓林的《黔中赋 》
,

历史或怀古题

材
,

如何占豪的 右安遗恨 》
、

《西楚霸王 》
。

对比‘下
,

我们不难发现
,

传统筝曲和当代筝

曲所选择的题材多具有一种幻想性
,

意向性
,

着

重个人情感的抒发
,

如自然题材表达一种对山河

的热爱与向往
,

并不是对景物本身的描述
。

现代

筝曲注重叙事性
,

题材本身很重要
,

如《草原英

雄小姐妹 》
,

就是在讲述一个故事
,

乐曲每一段都

有特定的情节
。

传统筝曲与当代筝曲重于表意
,

而现代筝曲重于写实
。

从结构看

传统筝曲是筝乐与各地的戏曲
、

说唱和民间

音乐相融合而产生的
,

其结构继承了中国音乐的

传统
,

在乐曲的进行中
,

运用了很多民间音乐的

发展手法
,

如
,

加花减字
、

同头
、

合尾
、

曲牌连缀

等
。

乐曲的结构相对是自由的
,

没有固定模式
。

现代筝曲中
,

创作者将西方简单的作曲技术

运用进来
,

如快慢快或慢快慢的单三结构被经常

应用
。

段与段之间对比强烈
。

整体结构对称
、

整

齐
。

当代筝曲受现代音乐的影响
,

作曲家摈弃传

统
,

冲破古典主义的作曲法则
,

突出自己个性
,

在

乐曲结构安排上
,

段与段之间注重过渡和衔接
。

结构以俨然不能用简单的曲式分析去解释了
,

向

自由化发展
。

虽然当代筝曲受西方作曲技法的影响
,

而传

统筝曲根植于中国传统音乐影响
,

但从结构上

看
,

它们仍有异曲同工之处
,

有别于现代筝曲规

整的结构
。

,

从演奏看

传统筝曲在演奏时
,

非常注重身体语言的

运用和弹奏者自身的二度创作
,

唐诗有云
“

云

髻飘萧绿
,

花颜旖旎红
。

双眸剪秋水
,

十指剥春

葱
” 、 “

移愁来手底
,

送恨入弦中
,

慢弹回断雁
,

急

奏转飞蓬
” 、 “

绰绰下云烟
,

微收皓腕鲜
”

等
。

在

唐时
,

筝演奏者们就已将身体自由地参与到演奏

过程中去了
二

传统筝曲是一种师徒传承的继承关

系
,

无固定曲谱
,

筝人们对乐曲的不同理解和在

演奏中的二度创造形成不同风格
。

如浙江筝曲《

高山流水 》
,

同样是王翼之传谱
,

就有两个版本
,

第一个版本颤音
、

滑音
、

加花
、

刮奏较多
,

较为华

丽
,

第二个版本则朴素
、

简洁
,

突出音色的纯净
、

透明
。

现代筝曲受时代背景的影响
,

在表演上
,

显

现一种革命的
、

豪迈的
、

赞美的气质
,

再加上统一

的记谱方式 简谱
,

淡化了流派之分
,

演奏者的

个人风格已溶入时代风格中去
,

并不占据主导地

位
。

当代筝曲的取材则倾向于个人
月

清怀的抒发
,

自由节奏较多
,

乐段较为零散
,

给演奏者自由发

挥的空间比较大
。

不同演奏家对于乐句
、

呼吸
、

情

感
、

速度
、

力度的把握不同
,

可将同一首乐曲演绎

为不同风格
。

参考文献

【 易英 世纪末的艺术反思

—
西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美

术的文化比较 上海文艺出版社
,

习

」相西源 中西乐论【 人民出版社
,

】冯俊等 后现代主义哲学【 商务印书馆
, ,

〕易英 世纪末的艺术反思 —
一西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美

术的文化比较 上海文艺出版社
,

【责任编辑 南鸿雁 〕

怕 宝

,

理论探索

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