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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派古筝起 自浙江杭州
,

盛于上海
,

传遍全 国
,

是一

个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古筝流派
。

杭州是一木具有弹攀厉史传统的城市
。

据《白居 易

集 》记载 唐代白居易在杭州任 太 守时
,

有一 名随身歌

妓
,

名谢好
,

善弹筝歌唱
,

而诗人本身也常以弹筝 自娱
。

唐末五代 时杭州 已成为文化名城
。

南宋都城临安
,

即今

杭州
,

当宫廷需要用乐时即
“

追呼市人
” 、 “

临时点集
” ,

可

知此时宫廷和民伺 的筝 已在杭州广泛流传
,

筝 曲曲 目

《会群仙 》等都被记 录在南宋周密所辑的《武林旧事 》一

书中
。

明代开始
,

筝已在各种丝竹乐 曲
、

套曲中被广泛地

运用
。

特别是曾经盛传的杭州滩费说唱音乐中
,

筝也是

主要 的伴奏乐导
。

廿年代
,

杭州出现的国乐研究社
,

除经

常演奏江南民间的丝竹乐外
,

还 演奏弦索十三 套等大

曲
,

所用弹拔乐器有三 弦
、

琵琶
、

扬琴
、

争等
,

今天 的浙江

筝曲就是由杭州滩
·

赞
、

江南丝竹乐
、

弦索十三 套等演变

而来
。

建国后
,

浙江筝得到空前的发展
,

其中浙江筝派主

要传人王 龚之先生的贡献最为突出
。

王 翼之先生
,

年开始向杭州丝竹乐能手蒋荫椿

先生学习古筝
,

王 先生勤奋好学
,

谦虚刻苦
,

又 是蒋先生

一 生中唯一 的古筝学生
,

所 以便毫无 保 留地传授
,

使王

龚之不论在古筝独奏或在江 南丝竹
、

弦索十三 套等合奏

中都是棺 当突出
,

成为杭州国乐界的坟纹者
。

年后
,

王 龚之又 活跃干上海 国乐界
,

组 织霄兆

国乐团
、

光华国乐会等
,

年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

系古筝专业开 办后
,

王 龚之 即被聘为专职 教师 从此
,

他

潜心 从事古筝教学工作
。

由于他早年有过较长 时期艺术实践
,

积累了江 南民

间众多的演奏技法
,

在不断探索
「

中推陈出新
,

把原谱的

内容和技法予以充实
、

丰富
、

提高
。

他先后 改编 了礴高山

流水 》
、

《将军令 》
、

《月儿高 》等十多首器乐 曲
,

成为浙江

筝派的主要代表曲目
。

从这些 曲目中
,

我们可 以领略到

浙江筝派 的演奏特色和 艺术风格
。

浙江筝派的
“

摇指 ” ,

即右姆指在一根 弦上较长时间

地快速托劈演奏
。

五 十年代末
,

王 龚之先生为使筝曲《将

军令 》能具备合奏的特有气势
,

并受琵琶轮指的启发
,

首

创在一根弦上
“

摇指
” 长摇 的这一 特技

,

取 得较好 的效

果
。

此曲开始部分
,

用大段快速
、

均匀
、

细 密而有力的摇

指技巧演奏
,

出音饱满
、

结实
,

音头带有爆发力
,

并且 重

音清楚
,

在左右手轻重
、

快慢配合下
,

使人感受到好似号

角轰鸣的吹打声
,

使音乐故事在绘声绘 色中展开
。

由于 “
摇指

”

具有使原来只 靠手指弹拔的一 个个断

音变成一片连音的功能
,

使激愤
、

抒展的情绪毕尽 于古

筝音乐之 中
,

这种音乐更能激起人们 的共鸣 攀曲《浦王

卸 甲 》既描写霸王 的失败
,

又 刻划他威武不屈
。

此曲的曲

调虽然低沉
,

却隐藏粉一种悲壮的力
“

楚歌 ” 、 “

别姬 ”

为全 曲高潮
。 “ 楚歌 ” 的声声悲切

、

凄凉就是通过隐隐约

约的持续长篇
“
摇指 ”

技巧来表现 的
。

“
摇指 ” 手法

,

绝不仅仅是把单个音变到连音的效

果
,

而在实际运用 中经过不断发展和变化
,

使
“

摇指 ”
技

法越来越丰富
。

如配上其他手段组成
“

扫摇 ” 、 “ 双指摇 ”、

“

扣摇
”

等富于和声效果的技法
,

又进一步丰富了古事的

表现力
。 “

扫摇 ”
技法即在摇指的同时

,

中指勾打八度旋

律音弦
,

产生了一种激烈
、

宏大气魄的音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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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例运 用 了 中指向里 急速勾打多条弦与摇指相 结合 的
“

扫摇
”
技法

,

表现 了勇猛 的气势
。

五 十年代起
, “

摇指 ” 手法 的成功应用
,

它已作为浙

江筝派 的特色演技而 区别于其他流派
。

如今
“

摇指 ”
手法

已成为我国古筝演奏中极为重要的演技之 一
,

许多现代

创作筝 曲中
,

也常采用这一演奏技法
。

浙江筝派 的许 多攀曲
,

不仅大篇幅地采用 了 “ 勾

托 ” 、 “

抹托 ”指序组成的
“ 四点”技法

,

并且根据音乐 的裤

要提高了力度和速度
,

表现出不 同的音乐效果
。

云 庆 王拜之下柑

上例运用 了右手大
、

中
、

食指配合 的
“ 四 点

”

快速奏法
,

阐

发出如连珠落玉 盘似 的乐音
,

使旋律线条轻快流畅
。

通常为了表现某种紧张
、

激烈的气氛
,

也会采用
“ 四

点” 以及 由大
、

中指配合的夹弹等技法
,

只 是在表现这样

的乐段 时每个手指活动频率之快
、

力度之大都有相 当的

讲究
,

如弦索十三套之 一 的《将军令 》
,

其中第三 部分就

是配 以快速
“

勾托 ” 及
“

快四 点 ”技法
,

来表现 两军对垒
、

血 战沙场的战斗场面
。

在这样长篇幅的乐段 中
,

不仅速

度快
、

力度大
,

同时要 求每个指音力度均衡
、

点深粒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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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而演奏出宏亮铿锵 的音乐
,

表现 紧张
、

非凡 的战斗气

势
。

浙派筝曲以充满戏剧性
、

抒情性为其特色
,

因此拥

有多样化 的表现手段
。

如《将军令 》
、

《瀚王 卸 甲 》
、

《海青 》

等曲
,

由于运用节奏
、

力度
、

速度的宽紧
、

强 弱
、

快慢对 比

等演奏技巧
,

使旋律富于推动力
。

在文套曲《月儿高 》中

自由多变的散板节奏给乐 曲演奏增加 了难度
,

为
、

了表现

古筝特有 的音韵
,

特别讲究手指角音
、

落弦 的分 寸和 左

手吟
、

揉
、

按
、

滑等细微力度变化 的运用
,

而在篇幅悠长

的乐段 中
,

采用 了摇指技巧
,

使旋律更为流畅
,

动听
,

进

一 步泻染 了乐 曲的抒情气氛
,

却又处处蕴藏着含蓄的激

动
。

浙江 筝派不仅演奏特色丰富多采
,

而且 艺术风格细

腻
,

却又浑厚
、

豪放
,

因而 能充分表现 出乐 曲丰富的内

涵 和丰满的感情
。

筝独奏曲 《高山流水 》第一 段 配 以左手有力的按滑

技巧
,

成了一段舒展 富于气势的慢板
,

音乐悠缓而庄重
,

表现 了高山教厚
、

深沉
、

肃穆
、

高洁的神韵
。

第二 段 由凝

滞的静态化 为活泼流畅的动态
,

特别是运用 了一连 串带

有八度跳进的三 十二 分音符和 带按滑的不 同力度的括

奏
,

表现 了潺潺流水和麻嵌高山相映成趣 的意境

高 山 几水 龚。潇

全 曲既表现 了宏大的气势和深遂的意境
,

却又使人感受

到典雅
、

柔丽 的江 南情调
。

一 九六二 年王 龚之和陆修棠

创作的《林冲夜奔 》
,

旋律流畅
、

豪放
,

有鲜明的地方色

彩
。

在传统筝曲中
,

低声部往往作为伴奏音型出现
,

而此

曲最引人 注 目的就是 曲作者别具 一 格地把长篇幅 的主

题音乐置于廿 一 弦筝的低声部展开
,

那低沉 的旋律在左

手推
、

吟
、

颇的配合下
,

使
“ ”

音突出了哭腔
,

泻染了极为

妻凉
、

悲哀的气氛
。

而在头段 的最后乐句
, “
摇指 ”

随着旋

律 的流动而加 重 了力度
,

音乐形象由凄凉转为悲愤
,

展

示 了英雄人物的大无畏气质 创作筝曲《战台风 》
,

表现

了码 头工 人英勇战台风 的光辉形象
。

从 以上这些曲目可

看 出浙江筝曲的表演气质
,

庄重大方
,

更能适应 时代的

要求
,

除《林冲夜奔 》
、

《战台风 》外
,

七十年代
、

八 十年代

相继涌现 的大批筝曲如《东海渔歌 》
、

《幸福渠水到俺村 》

等等
,

似都 可看作是浙派风格在新创筝曲土 的延伸

浙江流行的筝原来 只有十五
、

十六根 弦
,

共呜箱较

小
,

音域窄
,

音量小
,

王 龚之先生越来越感到不适应表达

浙江筝 曲规定的情景
,

他与上海民族乐器 厂 的徐振高
、

上海音乐学院的戴闯一起改良了原来 的浙江传统筝
,

在
他们 约努力下

,

终于成功地研制出 型 弦改良筝
,

这

种筝由于入大 了共鸣箱
,

增加 了弦数
,

不仅扩大 了音域
,

增加 了音量
,

还美化 了音色
。

之后戴闯经过不 断的探索

和 测算
,

并由王 翼 之 的学生魏宏 宁的积极配合
,

试制成

功了以尼 降弦
、

生丝
、

钢丝 三 种材料合制的改良攀弦
,

这

种筝弦兼有金属 弦和 丝 弦 明亮柔和 的音色 以及余韵长

约特 点
,

并有相 当的牢度
。

改良争配上改良弦
,

有 了较完

美的演奏性能一高音清脆明亮
、

中音柔和
、

低音浑厚
,

她

为浙江 筝艺的演奏手法和表现力 的进一 步发展提供 了

优越条件
。

古筝虽然有两千多年 的历史
,

也是到 型

弦传统筝的出现
,

筝的音 音色才起 了显著的变化
,

她

既能奏 出优美轻柔
、

恬静开 阔的《月儿高 》
、

纯厚典雅 的
《高山流水 》,

又 能奏出气势磅礴 的《战台风 》或诗情画意

的韩江丝竹《寒雅戏水 》
,

各种风格
、

演奏手法迥然不 同

的乐 曲可在改良筝上尽 情发挥 令人关注 的是这一 型

弦浙派改良筝竟是我国及海外各地 区流行最广
、

使用

最多的古筝独奏乐器
。

六十年代
,

王翼之先生曾培养了一批学生
,

其中项

斯华
、

范上娥
、

王 昌元
、

张燕
、

王铮等都是当代我国筝坛

上卓有成就的古筝演奏家
。

廿多年来
,

她们通过演奏
、

教

学
、

学术探讨
、

撰写论文
,

宣传发展 了浙派筝艺
,

影响遍

及海内外
。

项斯华继承王 先生的筝艺
,

在长期的演奏中
,

又形

成了 自己朴实无华
、

格调清新 的演奏风格
。

七十年代
,

她

把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先生的代表作 《文姬 归汉 》的

一 段唱腔移植到古筝上演奏
,

施展 了浙派攀艺典雅
、

柔

丽
、

细 腻
、

含蓄方面魄演奏技法
,

右手弹拨的一 个个单
音

,

音色圆润
,

左手恰如其分地把握着起
、

收
、

回
、

落
、

轻
、

重
、

快
、

慢等细微变化
,

使这段唱腔若继若续
,

如泣如诉

为艺术效果表现得淋漓尽致
,

非常成功
。

浙派筝艺的继

承者之 一 王 昌元
,

自幼随父王 龚之先生学习
,

早在上海

音乐学院学习期间
,

曾协助其父为筝曲《林冲夜奔 》
、

《海

青 》等拟订指法
,

年
,

她创作 了筝曲《战台风 》, 曲中

传统的快四 点技法得到 了创造性地发挥
,

不难看 出
,

此

曲是继承浙派技术发展而成
,

乐 曲形象鲜明
,

有很好的

演出效果
,

为提高和普及古筝艺术起 了很好的作用
。

如今浙江古筝流派正 以其娇健
、

典雅 的姿态
,

与其

他各筝派相映成辉
,

将继续对繁荣我国的古事事业发挥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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