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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梁在平教授古筝演奏会随感

—杨娜妮 —

在第一届沈阳国际音乐节几台音乐会

中
,

来自我国台湾省的梁在平教授及学生的

古筝演奏会别具一格
。

这台音乐会不仅具有

浓郁的中国传统特色
,

同时把台湾的音乐创

作和演奏的信息传达给了我们
。

梁在平教授 年生于河北省高阳县

北蔡 口村
,

从小就学习弹筝 中学时代在北

平 今北京 求学时曾与古琴大师杨时百
、

管

平湖
、

张友鹤
、

郑颖孙
,

古筝演奏家史荫美
、

魏子献
,

二胡演奏家刘夭华和琵琶演奏家朱

英等同台演出
,

被誉为
“ 古筝神童 ”。

在学习

古筝的同时
,

梁在平还刻苦研习古琴
,

其造

诣也颇为深厚
。

年
,

梁在平教授在昆明供职期间
,

与著名的古琴演奏家郑颖孙
、

彭社卿
、

张充

和等人组织了琴会
,

并开始注意在古筝的演

奏方面汲取古琴演奏中的吟揉的指法和韵

味
,

潜心研习了我国著名的琴曲《空 山忆故

人 》和《潇湘水云 》等 至此
,

他便开始利用古

筝雁柱 以左的弦
,

吟揉出各种类似古琴一样

深刻的进退音韵
,

赋予古筝演奏以新的生

命
。

年至 年
,

梁在平教授在贵阳

期间
,

曾与著名古琴家刘含章 字仲珊
、

桂

百铸及杨时百的公子杨乾斋等交往
。

刘含章

为古琴前辈
,

藏有文夭祥的遗琴 而桂百铸

则藏有苏东坡琴
,

杨乾斋幼承庭训
,

并有出

兰之誉
,

使梁在平大开眼界
,

受益匪浅

年在重庆
,

梁在平先生与琴家徐元

白先生共组《夭风琴社 》
。

社友除徐元 白
、

徐

文镜
、

徐芝孙
、

黄鞠生等先生外
,

还有当时荷

兰驻 日
、

韩大使
、

著名的汉学家高罗佩
· ,

和现任英国剑桥大学东

方 音乐研究所副 主任毕铿
·

。 ,

博士 高罗佩曾著有英文专著《琴

道 》在日本出版
,

写过《古筝研究 》,

是研究
古筝的重要孙文文献 这些社交活动

,

对梁

在平先生一生的古筝演奏与创作都给予了

很大的影响 梁在平先生在其所著《古筝独

奏曲 》的自序中说 “ 由于我在西南各省参加

过许多琴会
,

聆听过许多琴人的雅奏
,

我五

衷蕴藏了许多珍贵的心声
,

这些心声都是我

来台后作曲的典宝
,

像是不尽的泉源
,

浦向

心头
,

涌声手指
,

我所有作曲的基本精神
,

离
不开古琴的典范

。 ”
梁在平先生的古筝演奏

,

既有筝之流畅
,

又富有古琴之韵味
。

年
,

梁在平先生到美国耶鲁大学求
学

。

也就是从这时起
,

他先后在欧洲十国
,

东

南亚七国进行古筝演奏
,

并与世界各国古筝
演奏家结下深厚友情

。

如 日本著名的古筝演

奏家宫城道雄
、

宫城慎三
、

小泉荣子和 唯是
震一夫妇

,

音乐史学家 田边 尚雄 韩国的黄

秉冀
、

梁胜姬
、

崔忠雄等 越南的陈文汐 美

国的卢
·

哈瑞逊 尸汽了
· 刃“ 万 马

来西亚的陈蓄士等
。

年 月 。日
,

梁在

平先生参加了在 刀 举行的联合国空中音

乐会
,

从此开始了他国际交流的历程 在与
国际乐坛的交流中

,

梁在平先生是第一位在

美国电视中出现的民乐演奏家
,

同时也是第
一位在欧

、

美
、

日等国举办了三百场独奏音

乐会的演奏家
四十年前

,

台湾能弹筝之人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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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梁在平先生几十年来的大 力提倡和辛

勤耕耘
,

四十年后的今日
,

台湾学 习古筝和

进行演奏的人已达数十余万人
,

为弘扬中华
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

,

梁在平先生所做出的
贡献是巨大的

。

梁在平先生除了古筝的演奏
、

教学与中

国传统文化的推广传播外
,

几十年来还进行

了大量的创作与著述活动
,

所创筝曲达

余首
,

著有《拟筝谱 》
、

《古筝独奏曲 》
、

《十六

弦古筝曲集 》和《我的古筝历程 》等著作 梁

在平先生所著《拟筝谱 》一书
,

不仅详尽介绍

了古筝知识
,

同时还把我国传统筝的各流派

筝曲收入书中
。

如《千声佛 》
、

《上楼 》
、

《出水

莲 》
、

《平沙落雁 》和《寒鸦戏水 》等
。

在《古筝

独奏曲 》一书中
,

梁在平先生不仅把传统乐

曲和 自己创作的筝曲编入书中
,

还把古筝的

沿革用英文收入书中
。

《古筝独奏曲 》一书在

台湾颇为流行
,

到 年止竟再版至第十
次之多

,

在我国古筝曲的出版中是绝无仅有

的
。

梁在平先生的这些筝曲不仅成为台湾习

筝之人的楷模
,

同时也流行于台湾各高等学

府之间
,

成为高级范本

对于中国的传统音乐
,

梁在平教授不仅

是博大精深
,

其所创作的筝曲
,

则更有
“
流水

行云之妙至 ”
马来西亚陈蕾士语

。

在中国

民乐界 大陆
、

台湾
,

以弹筝驰誉国际 乐坛

数十年
,

又 以
“

温柔敦厚
” 、 “ 不拘牵于成法

,

不求合于俗耳
” 马来西亚陈蕾士语 的音乐

家
,

当数梁在平教授
。

在筝曲的创作中
,

梁在平教授除把古琴

的演奏技巧与韵味溶入筝曲之中外
,

还非常

注意用我国的民歌曲调进行改编和创作 如

其所创作的《冀东小调 》
、

《夜雾已散 》
、

《清晨

歌 》等
。

《清晨歌 》所采用的是我国江西民歌

的曲调 而《夜雾已散 》则采用了山西民歌的
曲调和风格

,

无论是旋律的进行和左手的按

揉吟颐
,

都充满了浓厚的乡土气息
,

使人感
到格外亲切

。

对于一些来 自民间的生活素

材
,

梁先生更视为隋侯之珠
。

他曾在平绥路

供职
,

对塞外的民歌和 当地的小调非常向

往 为此
,

他曾根据霜晨晓月中凄历的呼卖

之声创作了《烧饼油条 》 用梁先生 自己的话

说
,

此 曲意在于描写
“

哀歌宛转
,

愁唱伤神
,

作客天涯
,

沦落甚优
,

徘徊惆怅
,

万里归思 ”

的心情和意境

除用 民歌
、

小调进行改编和创作外
,

梁

在平先生还根据我国古诗词的意境创作了

许 多古 筝 曲
,

如《悠 悠 我 思 》
、

《屈原 》
、

《锦

瑟 》
、

《长相思 》
、

《晓雾 》等 这些作品以抒情
见长

,

以题材广泛而享誉海 内外
,

并把古琴

的吟揉进退的特色与意境超然于泛音
,

运用

到筝曲上
,

使其
“ 琴韵筝声 ”得以发扬光大

。

在第一届沈阳国际音乐节期间
,

梁在平

教授不辞刚从长春
、

哈尔滨两地演出
、

讲学

之辛劳
,

为沈阳人民演奏了《捣衣曲 》
、

《寒鸦

戏水 》
、

《出水莲变奏 曲 》
、

《蓬莱怀古 》等乐

曲 其中的《捣衣曲 》系梁在平先生改编的古

琴 曲 唐诗中有
“

长安一片月
,

万户捣衣声 ”

的名句
。

梁在平教授曾在台湾和韩国的河边

看到捣衣女郎的倩影
,

用此 曲寓意其“ 唐代
征人

,

留情故园
,

秋风初起
,

画里江 山
,

溪畔

驻足
,

丽影珊珊 皓腕舒衣
,

捣歌宛恋 所思

伊人
,

在天之边
,

何 日归来
,

幽思绵绵
”。

梁

先生的演奏
,

不仅温柔敦厚
,

直抒性灵 旋律
的行进有如行云流水

,

其意韵之深长
,

耐人

寻味
。

不仅如此
,

展现在我们面前更多的是

他 —作为一代宗师高超的艺术修养和审

美情趣
。

梁在平教授不仅是 一位艺术造诣颇深

的古筝大师
,

同时也是一位摄影家
、

书法家

和 旅行家
。

梁先生曾自述说
“
我以爱好旅

行
,

看得多听得多
,

吸收的音声也多
。

每逢抚

筝
,

仿佛有如泉源般的乐语
,

从指间流出
” 。

几年来
,

梁先生多次来往于海峡与大陆两

岸
,

开演奏会
,

做学术报告和进行学术交流
。

年
,

梁先生于 月份到成都和昆明进行

演出和交流
,

并在沈阳国际音乐节之前赴长

春和哈尔滨进行演出与交流
。

八旬老人
,

为

了艺术的追求
,

为弘扬民族文化
,

不辞辛劳
而来往于世界各国

,

奔走于海峡两岸
,

实在

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
。

值此
,

我也衷心祝愿

他健康长寿
,

欢迎他能再来沈阳进行古筝演

奏和学术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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