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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平的
“

筝龄
”

不

算太长
,

因为她 岁才

学筝
。

然而
,

从见到古

筝的第一天起
,

她便一

见钟情
,

义无反顾地把

自己“

嫁
”

给了这迷人的

乐器
。

巧 年来
,

她常常

一 见 到 筝 就
“

忘 乎 所

枷 以
‘, ,

手一触弦便
“

不能

自拔
” ,

正是这股近乎痴

迷的锐劲
,

使这位本来

并不特具天赋 的姑娘
,

慢慢掌握了在筝乐大海

里搏浪弄潮的基本功
。

她 读的 师 范 大 学 音乐

系
,

除了习筝
,

她还必

须完成一个师范生应该

几
年前

,

当第一次全国古筝学术交流会在

古城扬州隆重召开期间
,

来 自全 国各地

的筝家为扬州 的古筝普及活动拍手叫好之际
,

同时也对扬州的筝乐 尚处在
“

初级阶段
”

而留有

深刻的印象
,

当时的扬州
,

除了有令人兴奋的
“

兵团
”

式的少儿古筝齐奏
,

尚无
“

单兵作战
”

的

能力
。

时隔九年
,

年 月 日晚
,

由扬州

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和扬州 电视台联合主办的
“

王小平古筝独奏音乐会
”

在扬州友好会馆成功

举行
,

它给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赵讽先生和

来 自京
、

津
、

沪
、

穗
、

宁
、

黑龙江
、

吉林
、

辽

宁
、

陕西
、

河南
、

云南
、

广东
、

福建等省市乃

至美国旧金山的数十位古筝家
,

以及扬州市的

党政领导和近八百名热情观众
,

一个不小的惊

喜 听
,

扬州的筝乐
,

终于在长期普及的基础

上
,

有了显著的提高
。

乘着
“

二分明月
” ,

迎着
“

十里春风
” ,

一朵筝乐新花
,

摇曳怒放
,

婀娜

多姿
,

熠熠生辉
。

王小平
,

这位扬州大学师范

学院艺术系的青年讲师
,

在国内众多古筝家
、

音

乐前辈的热情指导下
,

在有关领导的亲切关怀

下
,

通过 自己长期的不懈追求和刻苦探索
,

终

于在古筝事业进展 的道路上
,

跨出了喜人的一

步
。

完成的学业
,

大学毕业后
,

她又分配在师范学

院艺术系任教
,

除了教筝
,

还要担任钢琴和其

他基础课的教学工作
,

因为她的任务是培养
“

音

乐通才
”

的师范生
。

但所有这一切
,

并未影响她

对古筝艺术的刻意追求
。

近几年来
,

除了 自己

抓紧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刻苦练琴
,

她还抓住

各地筝家来扬考察和 自己外出交流的机会
,

博

采众长
,

开阔了视野
,

精进了技艺
,

丰富了曲

目
,

从而为这次独奏音乐会
,

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

这次上演的曲目中
,

不仅有传统的《寒鸦戏

水 》
、

《渔舟唱晚 》等
,

更有各地筝家创作的《秦桑

曲》周延 甲曲
、

《铁马吟 》赵登山曲
、

《侗族舞

曲》焦金海曲
、

《香山射鼓 》 曲云曲 等
,

很显

然
,

众多曲目的积累
,

确非一 日之功
。

王小平对古筝艺术的追求
,

还表现在她对

筝乐新韵的特别憧憬和常常出现的创作冲动
。

去年
,

她同傅明鉴先生合作编著出版了《古筝新

韵通俗筝曲 首 》一书
,

今年
,

她将其中的部

分曲目排演搬上了舞台
,

其中移植编配的一些

外国乐 曲如《美丽的天堂 》
、

《童年的回忆 》等
,

受

到青年观众的热情欢迎
,

尽管从创作一分析
,

这

些作品也许尚不很成熟
,

然而对这种求新探索

的精神
,

同行专家们大多给予了热情的赞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