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脉络演奏技巧筝的

阎林红

攀
,

作为中华民族一件古老的传统乐器
,

同古

琴
、

琵琶一样拥有 自己较为复杂的演奏技术系统
,

近百年来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渗透
,

中国社会巨大的

动荡与变革也波及
、

影响到了这件 古老 的 弹 弦 乐

器
。

回首以往
,

两千年弹指一瞬间
,

在当代文化交

融
一

与社会变革的旋涡与浪涛声中
,

古筝艺术的面貌

日新月异
,

发展迅猛异常
, 乐器形制不断改革

,

弦

制
、

律制的多样变化
、

创作的持续发展
、

流派风格

的分化与交融赋予筝艺术发展一个生机蓬勃的开放

局而
,

大大地丰富了传统筝演奏 的 技 术 系 统
。

然

而
,

以往的古筝研究文献对演奏技巧及其发展虽有

所论述 ,

但还不够全面系统
。

为了推动演奏
、

创作
、

教学的进一步发展
,

本文试从古筝传统演奏技巧系

统及其发展的角度
,

从技巧 与地方风格
、

技巧与创

作的关系等方面
,

对当代筝技巧系统的特点作些探

讨
,

期待为筝演奏技巧的分析
、

运用与掌握提供参

考
。

地方风格与筝的演奏技巧

传统筝曲是在地方戏曲
、

说唱音乐和地方乐种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受民间音乐的影响较深
。

从

总体音乐风格来看
, 汉族筝曲与少数民族筝曲在旋

律
、

音阶
、

调式方面很不相同
,

而在乐器构造
、

演

奏手法等方面也有所差异
。

仅就汉族筝曲而言
,

其

广泛地分布于我国南
、

北地区
,

一方面各地筝曲在

旋律
、

音阶
、

调式及乐器
、

演奏手法上 , 有较一致

的共同性 但另一方面 , 由于筝曲的地域性差异与

音乐环境的不同
,

使各地域的汉族筝曲带有显著的

地方性特征
。

筝的演奏技巧在不同民族
、

地区和不同的音乐

背景影响下
,

随各地的音乐特点产生不同的运用
,

并形成独特的演奏手法
。

这些技巧的不同运用
一

与待

殊运用
,

既是突出地方风格的重要手段 ,

也是区分

各地筝曲的典型标志
。

筝演奏技巧共同性与差异性

的运用
,

是形成传统筝曲民族风格
、

地方色彩的重

要因素
。

一 各地域筝曲中共同演奏技巧的不同运用

筝的演奏技巧在乐器条件
、

性能的制约下
,

‘

形

成了自己的演奏技术系统
。

传统筝曲在演奏上表现

为右手弹弦
、

左手润饰的演奏 特 点
。

右 手 的 勾
、

托
、

抹
、

撮
、

花和左手的按
、

滑
、

颤等
,

既是传统

筝曲的基本指法又是各地域筝曲中不可缺少的共同

性演奏技巧
。

在音乐实践中
,

这些共同技巧在不同

的音乐语言及演奏上轻
、

重
、

缓
、

急的不同运用 ,

使旋律发生微妙的变化
,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乐曲

地方风格的差异
。

另一方面
,

传统筝曲的地方性因

素
,

所带来的旋律
、

节奏
、

节拍等差异
,

使筝的演

奏技巧运用也相应形成一定的范围
。

即便是演奏同

一首《八板曲》,

各地也有不同的技巧处理
。

下面从

山东
、

河南
、

江浙
、

客家
、

潮州筝曲中具有共性的

演奏技巧
,

花音的不同运用和同一旋律
、

同一曲体

的 、板曲》不同处理 , 来看各地域筝曲演奏技巧运

用特点
。

各地域筝曲中对花音演奏技巧的处理有不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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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

山东筝曲中花音是出现最频繁
、

演奏最富特色

的一种技巧
。

花音演奏的音型长短不一
,

在节拍上

强
、

弱拍均可运用
,

但较为常见的是出现在强拍
,

并带有音头
。

有些乐曲频繁地使用花音演奏
,

速度

较快
、

力度较重
,

使旋律装饰得流畅
、

华丽
,

花音

是山东筝曲中旋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例 〕 山东筝曲《四段锦 》之四
“

普天同庆
”

旋

律片段

赵玉帝考 清

河南筝曲中的花音常出现 在弱 拍 , 音符较密

集
、

色彩较厚重
,

在旋律中起连接乐句的作用
。

〔例 〕 河南筝曲《和番 》旋律片段

江浙筝曲中的花音也常出现在弱拍
,

花音演奏

音型较短
、

应用也较普遍
,

演奏时力度较轻
,

突出

旋律柔和
,

轻巧的艺术特点
。

〔例 〕 江浙筝曲《三十三板 》旋律片段

客家筝曲中的花音多从弱拍开始 , 花音演奏的

音型较短
,

有时只有一两个音 很少使用长花音
,

常是 一带而过 , 力度较轻
、

若有若无的装饰性短花

音 , 表现 出古朴淡雅的情趣
。

〔例 〕 客家筝曲《蕉窗夜雨 》旋律片段

潮州筝曲中的花音使用颇为频繁 , 音型一般由

慢起 ‘ 昭 裂魏霆

三
、

四个音组成
,

花音的应用使旋律丰满流畅
, 配

合按颤技巧的应用
,

地方色彩比较浓烈
。

〔例 〕 潮州筝曲《寒鸦戏水 》旋律片段

花音技巧不仅反映出筝曲演奏本身的个性与特

点
,

其不同的处理与运用
,

也是地域性筝曲风格色

彩的重要标志之一
。 一

面再以各地域演奏同一
“

八

板体
”

乐曲为例
。

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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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产 州 , 和 二 户 一一

二二二
二 , 曰 翻

二
马 自 恤 时 日 二二

月 , 目 目 , 一一绳 州己 尸 笆巴 胜 」 户曰 , 月 「 砂 口 户口 ‘ 奋 ‘
口曰 “ 占 ‘ 一一白 」 一 日户 侧 ‘ 」 月 七 曰曰 亏 一梦 卜丝 」 口 日 一口 风 『 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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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洲 目 曰曰 日 一 尸 , 面 州 「 , 润 月 石 习 尸 一 百百

山东筝曲《大八板 》原系山东琴书前奏曲
。

乐曲

活拨华丽
、

铿锵有力 , 采用八度大 撮 技 巧 加 强 力

度
,

该特性技巧贯穿全曲
,

并配以左手快速按滑音

和强
、

弱拍的花音技巧
,

以及乐句中间小关节托擎

技巧的灵活运用
,

装饰烘托乐曲热情欢快的气氛
。

河南筝曲《天下大同 》又名《河南八板加 ,

原系

流传于遂平地区的板头曲
。

音乐风格遒劲
、

古朴
、

端庄
。

乐曲开始部分以粗犷的大关节托肇
,

配以左

手按滑 ,

加上八度勾搭技法
,

表现出浓烈的地方色

彩
。

客家筝曲《熏凤曲》原名了大八板 》
,

属六十八
板

·

大调
·

乐曲
,

作品以慢板奇拍开始
,

逐渐过渡到

鲁
、

含拍
,

以形成板式上的变化来体现 乐 曲 的 内

涵
,

它的滑音运用含蓄而凝重
,

透 露 出 古 朴
、

肃

穆的风格
。

潮州筝曲《锦上添花 》又名 又板曲 》 ,

在音乐

风格上具有优美流畅
、

典雅隽秀的气质
。

乐曲以华

丽装饰性花音技巧的频繁使用 ,

左手委婉
、

细腻的

按滑音
,

使
“

八 板
”

筝曲富于南国色彩
。

〔例 〕 各地域《八板 》筝曲旋律片段对比 。

天 不 大 同 河南氏间斥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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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 子霎

沙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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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板 》筝曲源于我国传统的器乐 曲牌 《老八

板 》。
《老八 板 》流传于全国各地

,

被当地民间音乐

所吸收 ,

并衍变出风格迥异的筝曲
。

它们在结构上

虽然都采用了
“

六十八板体
”

形式
,

但由于板式
、

速

度
、

旋律特别是演奏技巧等方面的不同运用 ,

造成

筝曲风格上的差异
,

使它们带有浓 郁 的地 方 性 色

彩
。

此外
,

蒙古 筝曲和伽椰 琴

曲
,

在演奏手法上与汉族筝曲有较多相似之处 , 由

于乐器构造
、

音位排列和旋律
、

调 式等方 面 的 差

异
,

本文暂不作比较
。

二 各地域筝曲中的特殊演奏技巧

传统筝曲的地方性差异
,

使各地 筝 曲风 貌 迥

异
,

在这各具特色的音乐中
,

除各地域筝曲中共同

演奏技巧的不同运用外
,

还产生一些与当地音乐特

征相适应的特殊技巧表现手段气这些带有地方性特

征的技巧
,

既丰富了筝曲自身的个性
,

又突出了本

地域地方性
、

色彩性的演奏风格特点
。

在山东筝曲的演奏技法中
,

右手大指技巧最为

突出
。

乐曲的旋律主要用大指奏出
,

如密摇技巧 ,

运用小关节作灵活托
、

孽形成细密的摇指
,

这种技

法可体现 山东筝曲音调华丽明快的风格特点
。

小关节密摇常见音型

十六分音符

密摇 , 在山东筝曲中有较长 时 值 的 托
、

擎摇

指
,

也有化整为零的短时值运用 ,

这种以小关节运

动的指法
,

成为山东筝曲的独家技巧
。

山东筝派代

表之一 , 赵玉斋先生对这一技法的演奏尤为出色
。

河南筝曲技法以游摇技巧最富有特色
。

在演奏

节奏较为缓慢
,

带有感伤情绪的筝曲时
,

游摇技法

善于揭示内心的复杂情感
,

它以音色
、

力度
、

音高

和颤音幅度的变化
,

来表现音乐的内涵
。

大关节托
、

擎摇指
,

粗犷
、

奔放
,

游摇则以速度缓慢
,

并配以

左手按颤
,

成为河南筝曲的典型技巧
。

游摇常见音型

该技巧常在一根弦上弹奏 , 作二
、

三度的变化
。

江浙筝曲以清弹为主 , 最有特点的演奏技巧是

右手快四点指法
,

它以大
、

食
、

中指交替弹奏
,

成

为江浙筝曲的典型技巧
。

在演奏中
,

突出地使用食

指
,

在弹奏同度音型时
,

则以手指交替弹奏为主 ,

成为区别于北方筝曲的大指弹奏的技法
。

快四点常见音型

八 ‘ 、
卜 、 ,

, “
, ‘ 、

如《大八板 》、 《凤翔歌 》
、 《莺哄黄鹤 》等

。

同音反复

如《四段锦 》
、

《天下大同“ 、

《凤翔歌 》等
。

这 种音型的处 理弹奏起来轻巧 细致
,

颗粒性很

强
,

有珠落玉盘之感
。

潮州筝曲在风格韵味上独树一帜
。

在轻
、

重三

六和活五等多种调式变化中
,

应运 而 生 的 双 按 技

巧
,

成为潮州筝曲的典型技巧
。

双按富于调式色彩

的变化并丰富了左手按滑技法 , 并可使旋律进行更

加自如
、

流畅
,

旋律色彩更加丰富
。

如 《闺怨 》
,

《晓扬州 》中的三度
、

四度双按技巧运用
。

〔例 〕

客家筝曲旋律 占朴优美
, 既保留了中州古调古

朴清秀的个性
, 又带有当地民间音乐影响的痕迹

,

在风格 上形成 了独特的风貌
。

在调式上 , 有软线
、

硬线之分
,

来揭示乐曲的不同情绪
,

演奏上以速度

变化
、

音色对比和音高的高低翻变 ,
来造成对比

。

在技法上
,

运指有一定的特点
、

规律
,

常以八度大

撮或中指先勾来起板
,

突出强拍
。

技法中
, 很少有

摇指
,

在奏同音时
,

常以八度轮奏交替弹奏 , 并富

于它音色上的变化
。

如长时值音符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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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筝的演奏技巧在乐器条件
、

性能的

制约下
,

在一定的音乐
、

文化背景影响下
,

形成了

自己的体系与特点
。

即使是筝普遍应用的共同性演

奏技巧
,

也产生 了各地不同的安排与运用
,

而不同

区域个性化的音乐语言发展派生出了具有地方个性

的特殊演奏技巧
。

而这些共同性演奏技巧的不同运

用与地方性筝曲特殊性演奏技巧的巧妙结合
,

正是

构成各地筝曲地方风格性
、

色彩性的 重 要 手 段 之

时代风格与筝的演奏技巧

如果以娄树华先生三
一 ·

年代编创的《渔舟唱晚协

为 当代筝曲编创的起点
,

筝曲创作风格与技巧的发

展大致可划为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以民间古筝演

奏家为筝曲创作主体 第二阶段以新一代专业古筝

演奏家为筝曲创作主体 第三阶段以专业作曲家为

筝曲创作主体
。

这三个阶段的筝曲从题材
、

体裁
、

音乐语言
、

风格特征到筝曲技巧的运用与创新
,

都

显示出各 自不同的取向
。

一 民间古筝演奏家对筝曲演奏技巧的 创新

本世纪初
,

筝曲以共浓郁的民族性与地方性特

点在全国各地传播
、

发展
。

三十年代起
,

开始有个

别筝家对筝曲进行编创尝试
, 最突 出的是 娄树华

一 编创的《渔舟唱晚 》
。

这首作品根据传

统
“

八板体
”

旋律发展而成
。

乐曲对筝的慢板吟揉技

巧与快板模进音型方面
,

进行 了出色 的 创 新 与发

展
。

在仅有两个八度的十三弦筝上
,

充分运用了古

筝按
、

弹技巧与声韵效果
,

突破 了 地 方 风 格 的界

限
,

成为古筝演奏史上一首划时代的优秀作品
。

继《渔舟唱晚 》之后
,

筝曲创作在五十年代涌现

了一批表现新社会题材的优秀作 品
。

如 《庆丰年》

赵玉斋曲
,

年
、

《纺织忙 》刘 天 一 曲
,

年
,

《闹元宵 》曹东扶编曲
,

年
、

《幸 福 渠 》

任清芝曲
,

年 等
,

这些多出 自于民间古筝演

奏家之手的作品
,

在新时代的影响下
,

根据各流派

的演奏特点与基础
,

无论在演奏手法上或曲式结构

等方面
,

均进行 了大胆的探索与突破
。

其中
,

以赵

玉斋的《庆丰年》被誉为
“

开五十年代之先河
”

脚注

的作品
。

《庆丰年 》主要由山东琴书的唱腔音调和八 扳旋

律两部分构成
。

引子运用双手交替弹奏和弦音
,

山

慢到快
,

由弱到强造成一种热烈
、

欢腾
、

喜庆丰收

的场面
。

〔例 〕 《庆丰年 》引子

、、 介 少少勺 勺 少少 五 虫 了了 了了 了了 了了 夯 夯 少少
俪俪俪 , 曰曰

一亏亏 恤恤 月 俪 互 肠肠 ‘ 一勺厅厅 肠肠 后后 曰 ‘ 石石 —
一一 月卜 ,,

‘‘ 口

响响 ‘ 叭 创 叫叫一石一啊啊 助 叫叫 ‘ 师 ‘ 炳

二
卜 石 , 片片 冲叮叮 叭叭 一 』

炳炳 石
,

味 场场 右
宁宁 五 下 侧 刀 口 叫 一 叫 口 时 刃 目 刀 ‘ 口 ‘ 口 目 舀 ‘ 厂‘ 目 刁

「

一 习

“
〕

「

‘ 甲 , 一份 侧
卜州州

必必 岭 ‘ 了 了 , 子 目 了 了 , 了 下 下 尸 ‘ ’ 尸 叹 , 巴
’ ‘ 亡

一一丰一未
一

小 之 户本矛功
一未本本矛丰一 柔 津一伞 华 一之二二二

斗一 一 一 干 ,

州 共 州刹 州刹洲 廿刁 轰侧 周 研创 妇 润省 州 , 闷 午开一产州 专 砰召了 硫 不三三
亩亩 日 州

’

万 侧 , 一 川 万 一 , 口 ‘ 护 ‘ 子 一 口 一
’

一 口 一一

这首作品在演奏 匕 突 出表现 在双手共同演弃

的运用和模拟
“

鼓声
” 咬用右手弹弦

、

左手点柱 的新

技巧尝试
,

创造出一种新的音色效果
,

使左手的演

奏尽可能解放出来
,

这种富有创造性的表现手法
,

对当时筝曲产生很大影响
。

古筝演奏的双手配合技巧
,

在五十年代是一 卜

探索
、

发展阶段
。

在传统筝演奏的枝术范畴里 ,

左

手运用是以控制音高变化为共主要职能
,

它一方面

也是体现 古筝特点的一个重要凭借
。

但左手弹拨并

非在五十年代才出现
。

据山东抄本筝曲《山鸣谷应 。

所标注的指法来看
,

一

旱在清末民初筝就有左手弹弦

的技术
。

从蒋阴椿先生 所传的《将军令 》一谱来看
,

二十年代浙江筝曲谱也有左手提弦技法
。

五十年代

赵玉斋创作的义庆丰年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

借鉴

注 转引自没涛 《论我国当代筝曲的发展 》,

中

央音乐学院 了年 口厂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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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钢琴双手演奏技巧
,

从和弦音
、

琶音
、

刮奏等手

法配合 专统筝曲八度大撮
、

颤音技巧
,

成功地表现

出新中国农村丰收时喜庆欢乐场景
。

《庆丰年 》的出现 ,

是对古筝传统的单手演奏技

巧以及传统固定曲式结构的突破
,

对筝曲创作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
。

从此 ,

筝的双手弹拨演奏形式的筝

曲陆续问世
,

对传统技巧的创 新
、

提 高和 借鉴 民

族
、

西洋乐器演奏技巧等方面作了许多尝试
。

如河

南筝曲风格的《幸福渠 》, 作者从花音
、

刮奏技巧上

进行大胆突破
。

在传统的
“

正板花
” 、 “

板前花
” 和

“
句头加花

”

的固定板式和节拍给予发展
,

突破固定

模式
,

为了乐曲表现的需要使刮奏技法扩展到码子

左宣的无秩序音高上进行演奏 ,

使音响产生不协和

的效果
,

加强乐曲的气氛
。

江浙筝派奠基人之一王奖之先生
,

在提高和扩

展江浙筝曲演奏技法上作了卓有成 效 的 研究 和 探

索
。

在浙派典型技巧快速强四点的基础上 , 又创造

了扫摇技巧
,

并在 《林冲夜奔 》 年与陆修棠合

作 中
,

成功地运用了大段长摇和短摇
、

扫摇等技

术
,

准确地表达了乐曲的内容
。

另一河南筝派代表曹东抉先生 ,

在 他 创 编的

《闹元宵 》中
,

吸取河南民间吹打的音调和一些地方

剧种
,

如豫剧
、

曲剧
、

越剧的音乐素材进行加工
。

在技巧上
, 创用左手击弦模拟锣声

,

来描绘欢乐的

元宵佳节场景
。

这一时期的筝曲创作尽管以突破流派风格与技

巧的《渔舟唱晚 》为起点
,

又出现过专业作曲家所作

的《春天来了 》第三时期将予讨论
,

但其创作主流

仍以传统流派风格与技巧继承发展为主 ,

创作主体

以隶属地方流派的民间演奏家为主
。

这些具有深厚民间音乐功底的音乐家
,

在原流

派的基础 进行创作
,

其作品音乐风格在题材
、

体

裁
、

音乐语言方面
,

既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 又有明

显的地方特征
, 他们的创作

、

加工大多在传统曲牌

基础上进行
,

演奏上用双手配合以 强 调 低音 与 节

奏
,

奠定了筝双手弹奏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

同时
,

在借鉴西洋乐器演奏技法以及模拟民间乐器音响效

果方面也有所出新
。

二 专业古筝演奏家对筝曲演奏技巧的创新

六十年代初
,

在
“

上海之春
”

音乐会上 , 我国新

一代古筝人才初露头角
。

他们在接受音乐院校的全

面训练后很快脱颖而出
。

这批以女性占较多比例的

青年演奏家
,

集演奏
、

创 作
、

教 学 于 一 身
,

成 为

七
、

八十年代古筝事业的骨干力量
。

他们创作的作品主要有 《战台风 王昌元曲 ,

年
、

《丰收锣鼓 李祖基曲
,

年
、 《红旗

渠水到俺村 沈立 良
、

项 斯 华
、

范 上 娥 曲
,

年
、 《清江放排 》陈国权

、

丁 伯 芬 曲
,

年
、

《东海渔歌 张燕曲
, 了 年

, 《雪山春 晓 》范 上

娥
、

格桑达吉曲
,

年
、
《秦桑曲》周延甲曲

,

年》
、

《香山射鼓 》曲云曲
,

年 等
。

这批专业演奏家在借鉴
、

吸收民族与西洋乐器

演奏技巧
、

作曲技法等方面有突出的成绩
,

并在他

们的作品中给予体现和创新
。

首先是王昌元的 《战

台风 》,

乐曲表现 了码头工人紧张
、

愉快的 劳动场

面
,

以及与大自然狂风博斗的情景
。

该作品在传统

技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充分的发挥
。

如摇指的使用 ,

不仅配合左手发展应用了长摇
、

短摇
、

扫摇
,

并创

用 了扣摇演奏技巧 即右手摇指
,

左手大
、

食指捏

弦 ,

左右方向持动
,

模拟台风效果
。

又如轮抹
、

正

反向刮奏等演奏技巧
,

则根据乐曲的内容与情绪进

行大胆发挥
。

这首乐曲在曲式上
、

技巧 的创新
,

对以后的筝曲创作产生很大的影响
。

如《东海渔歌 》

的创作应用了两个八度的单手长琶音弹法和表现海

浪波荡所用的刮奏加滑音的奏法
。

《清江放排 》中创

用了手掌压弦以及其它作品借鉴琵琶
、

古琴的演奏

手法等
。

传统技巧的继承与创新
,

对西洋乐器演奏技巧

的借鉴
,

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大量实践
,

使古筝演奏

技巧得到质的飞跃
。

年赵曼琴在
“

全国古筝学术

交流会
”

上 ,

推 出他多年来摸索
、

探讨
、

创新的
“

快

速指序技巧
” ,

并在他创作和改编的两首乐曲《井冈

山上太阳红 》
、

《打虎上山 》中进行实践
。

这种指序技

法
,

主要表现在对传统习惯演奏方法的改变和启用

无名指弹奏
,

赵曼琴根据物理学中有关对称
、

惯性

的理论
,

创新发展了
“

对称弹奏法
”

与
“

惯性弹奏法
” ,

解决了古筝演奏的速度 问题
,

博 得 同 行 一 致 好

评
。

〔例 〕 《井冈山上太阳红 》旋律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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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还有一些根据民歌改编的乐曲
,

这些

富有民歌风色彩的作品
,

在借鉴新技法方面较好地

发挥了筝的特色
,

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

如 《浏

阳河 张燕改编
,

年
、
《洞庭新歌 》王昌元

,

浦琦璋改编
,

年
、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狱焦金

海改编
,

年 等作品
。 《浏阳河 》一曲结构短小

,

却充分地展现与发挥了筝的乐器性能
。

慢板部分注

重筝的音韵特点
,

通过按滑音技巧的使用
,

表现 出

筝的特色
。

快板部分
,

采用双手弹奏的形式
,

使旋

律与和声节奏式进行配合 过渡段则大幅度地吸收

竖琴的琶音技法
,

运用隐伏线条的作曲手法
,

突出

旋律声部
、

加强伴奏织体
,

双手演奏融为一体
。

此

曲从音韵
、

伴奏
、

复调等手法的运用
,

体现 了筝的

性能与特色
,

乐曲编创手法简洁而成功
。

这时期还有个别演奏家创作
、

改编一些能反映

演奏者本人个性凤格特点的作品
。

如焦金海及其作

品《苗岭的早晨 》、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
、

《欢欣的节

奏 》等
,

在筝的音韵表现方面较有特色
。

《苗岭的早

晨 》是根据口 笛曲移植
、

改编而成的
。

在筝 七采用特

制的铜质工具
,

辅助演奏 ,

模拟鸟鸣声
,

手法新颖
、

别致
。

还有部分作品是在传统风格 基础 上 加 以 创新

的
。

如《丰收锣鼓 》
、

《包楞调 》、 《秦桑曲》
、

《香山射

鼓 》等
, 这些作品既有传统筝曲风格的痕迹

,

又有时

代的特征
,

成为当代筝曲的佳作
。
《香山射鼓 》是八

十年代
“

寻根热
”

中产生的一首作品
。

乐曲吸取西安

鼓乐的音调特点
,

运用传统《柳青娘 》
、

《月儿高 》、

《香山射鼓 》和《札子 》四首曲牌联缀
、

发展而成
。

此

曲注重对音韵方面的挖掘
,

同时也沿用双手配合技

法
,

是一首在新的演奏高度上
,

重新审视传统风格

的继承与创新的一首优秀筝曲
。

第二时期以专业院校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古筝演

奏家为筝曲创作 ,

演奏技巧创新的主体
。

他们在全

面掌握传统各流派筝曲技法的同时
,

又对民族
、

西

洋乐器的演奏技法进行借鉴
,

把传统单线旋律音韵

特点与当代和声
、

复调多声思维融合一起
,

在双手

演奏技法上得以重大发展与完善
。

这一时期古筝演

奏技巧的运用
,

在以综合流派技巧的基础上 , 大力

借鉴与拓展新的技法
,

形成较为统一
、

规范的新的

演奏技巧系统
。

三少专业作曲家对筝曲演奏技巧的发展

五十年代以来
,

筝的演奏艺术发展很快
,

其演

奏已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

奏曲创作也逐步引起专

业作曲家的关注
。

年雷雨声创作的筝与高胡三

重奏《春天来了 》
,

为专业作曲家较早参与筝曲创作

的先例之一
。

该作品在重奏乐器的组合与演奏技法

等方面
,

作了大胆的探索 与创新
,

并于 年获
“

世

界青年联欢节
”金奖

。

乐曲《春天来了 》源于福 建民歌《采 茶 灯 》的音

调
。

作者运用两架改革后加宽音域的筝分别演奏高
、

低音声部
,

使旋律
一

与伴奏织体相互衬托
。

在演奏上
,

立足于传统按
、

滑音等技法
,

并采用一系列新的技

术手段
,

如和弦
、

刮奏等
,

首创双手食指交替演奏

的
“

轮抹
”

技法
。

新颖的演奏与乐器组合
,

对以后的

筝曲创作和演奏产生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此曲对古

筝分声部演奏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此曲对古筝

分声部演奏方面的探索
,

至今仍有 一定 的 启迪 意

义
。

传统筝的五声音阶排列定弦 ,

在转调变音方面

要靠临时移动音柱或靠左手按弦实现
,

演奏调性复

杂的乐曲十分不便
,

一定程度上影响古筝艺术的发

展
。

转调问题受到筝界专家们的重 视
,

从五十年代

起先后出现 了一些便于筝转调的改革方案
,

如品式
,

筝
、

张力筝
、

截弦筝和蝶式筝等
。

八十年代
,

由上

海音乐学院何宝泉设计的蝶式筝
,

以十二平均律排

列
,

较好地解决了筝的转调问题
。

蝶式筝形制不同

于传统筝
,

形状像一只张开的蝴蝶
,

它以音位排列

变化
,

为主要转调手法
,

不用按弦移柱则可演奏调

性复杂的作品
。

它的音色与音量
一

可以和民族乐队或

西洋管弦乐队相结合
,

使筝的音乐表现
、

演奏技巧

《音乐研究 》季刊



运用都有很大提高
。

乐器的革新与演奏艺术 自身的完善
,

为古筝创

作提供了物质条件
。

八十年代
, 涌现 了一批由专业

作曲家创作的筝曲
,

他们的作品手法新颖
、

体裁多

样
,

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

较成功的作品有独奏曲

《山魅 》
、

《黔中赋 徐晓林曲
、
《采莲曲》 王志伟

曲
、

《表情素描 阎惠昌曲 等 , 重奏曲《南乡子 》

谭盾曲
、

《印象 》刘铮曲
、 《空谷流水 》周龙曲

等 筝与个别乐器
、

乐队合奏的乐曲《弦索 》 吴爱

国曲
、 《三迭 》

、
《新月 叶小钢曲 等 协奏曲 泊

罗江幻想曲》李焕之曲
, 分双竿回旋协奏曲》王树

曲
、

《梁山伯与祝英台 》 何占豪改编 和 《骊宫怨 》

饶余燕曲 等
·

时代的变革
、

社会的发展以及各种文化思潮的

影响
,

促使人们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的变化
。

开发

新的音响
、

新的体裁以及新的演奏技巧
,

成为八十

年代筝曲作品的主要特点
。

首先
,

在筝的音位排列上 ,

打破了汉族传统筝

单一的五声音阶排列方法
。

如独奏曲《山魅》的音位

排列

重奏曲《南乡子 》的音位排列

协奏曲《骊宫怨 》的音位排列

这些作品的音位排列无固定模式
,

而是从作品

的内容出发进行选择
。

音位的 自由编排
,

一改传统

的习惯听觉
,

使得音响色彩更加丰富
,

并可产生多

调性重叠的效果
,

为创作思维的解放创造了一定的

物质条件
。

音位的改变
,

在演奏上打破了传统习惯

的演奏方式
,

加大了技术上的难度
,

为演奏者提出

了新的要求
。

其次
,

在技巧方面
,

作曲家不仅注重传统花音
、

按颤音等技巧的继承
,

同时也拓宽了对其它弹拨乐

器
,

如古琴的按
、

泛音和琵琶的扫弦等技法的借鉴
。

由于部分作品选取古琴曲
、

琵琶曲和笙筱曲等素材
,

因此在演奏上或多或少地受其风格的影响
。

如取材

于古琴曲《离骚 》
、

《梅花三弄 》的协奏曲《旧罗江幻想

曲》和《暗香》罗忠铭曲
,

在泛音技巧
、

音韵 表 达

等方面
,

结合筝的特点有所吸收和发展
。

有些作品

则使用了非常规的演奏方法 ,

如敲击琴弦
、

琴板来

寻求新的音色
、

音响效果
。

如《南乡子 》
、

《幻想曲》

王建民曲 等作品
。

在音响方面
,

从音律角度进行拓展和尝试的作

品是《双筝回旋协奏曲》,

作者启用两架不同定弦的

筝 即五声和七声音阶
,

并由一位演奏者进行演奏
。

作者从乐器配置
、

音位编排和作曲手法等方面
,

来寻

求筝在音响
、

调性方面的突破
。

如下例筝
“

华彩乐

段
”
的多种调性重叠

。

〔例 。〕《双筝回旋协奏曲 》旋律片段

年 月 第 搜期 卫



寸等

工

燕燕麟 二鑫二刊卜二共共才 二二刁牟二共共刹井二二子 共于于不录 不攀 翻卜二 手二二二 才二二事二州州
司司 中

’尸 晰 中 一一 中 斗斗 尹尹尹 尹尸尸 一 , 子子
子子

‘

户户 一 —一一声目一一一伟自叭

—
一一

声目

一一
一 一一一辉牛一一一 甲 扣可一

一一一一粼红异
一一一一一一一

夕夕蝴甲场卜一卜臼 于平 卜一侣 , 片一子子子州州一 州一卜 尸甲 , 一十日创 日 斗斗一一二二盆二 , 一刁侧碑一一一二 赶任卜 , 七曰 , 一一

此曲从不同调性
,

不同调式和
“

节奏对位
”

方面 ,

来表现紧张
、

激烈的狩猎生活
。

在演奏方面无疑是

加犬了技术上的难度
,

对演奏者来说则有更高的要

求
。

在乐器组合方面
,

这一时期作品形式比较多样
,

而且不拘一格
。

如筝与箫
、

筝与胡琴
、

筝与各种弹

拨乐器组合等等
。

筝与大型乐队协奏是八十年代的

新尝试
,

它标志着古筝演奏艺术发展的一个新的阶

段
。

较早进入这一领域的是 年李焕之创作的《泊

罗江幻想曲 》,

随后出现 了《孔雀东 南 飞 》 何 占豪

曲
、
《骊宫怨 》等筝与民族乐队

、

交响乐 队 协 奏的

佳作
。

这些作品在表现民族特色
、

吸收新的作曲手法

等方面
, 作了进一步的深入探索

,

取得较好效果
。

尤其是对筝的音韵 与双手演奏等技巧的发挥
,

得到

充分的体现
。

民族管弦乐队协奏的《孔雀东南飞 》,

采用蝶式筝演奏
。

作者对筝的性能及演奏手法有较

深入的研究
,

因此在技巧运用上十分 自然
、

丰富
。

如传统技巧按滑音
、

快四点
、

大撮
、

小撮等
,

尤其

是对河南筝派的重颤音技法的使用
,

作者捕捉到这

一富有特色的音乐语言
,

蹂进此 曲
,

感人致深
。

〔例 〕《孔雀东南飞 》旋律片段

东怨格

此曲原作为差筱协奏曲
,

作者对此重新编创后
,

注重筝的特色与性能
,

其中大量地使用 了琶音
、

分

解和弦以及刮奏
、

扫
、

摇等技巧
,

由于乐器转调 自

由
,

使演奏技巧便于发挥
。

该作品在古筝演奏技巧

的继承
、

发展方面运用较为出色
。

在对西洋器乐曲织体写法的借鉴方面
,

也使演

奏上出现 了新的演奏手法
。

在《骊宫怨 》中
, 由于作

者借鉴了钢琴曲织体的写法 ,

使双手演奏技术难度

加大
。

如双声部的复杂节奏
、

四对二
、

四对三的音

型以及 多层音型的进行等
,

提高了双手配合技巧的

难度与强度
。

〔例 艺〕《骊宫怨 》旋律片段

协奏曲形式的运用
,

从演奏
、

创作方面便于演

奏者
、

作曲者的技术发挥和艺术表现 ,

也带来题材

的扩展
一

与深化
。

尽管专业作曲家参与筝曲创作应追溯到五十年

代的《春天来 了 》,

但专业作曲家成为古筝创作主体

却是起始于八十年代
。

他们在筝曲体裁
、

音调
、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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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和音色等方 面的创造性运用
,

促进了筝演奏技巧

的迅速发展
。

在大型体裁的运用方面
,

使筝的技巧

与音乐表现得到充分的发挥和提高
。

在继承民族传

统与接受新的创作方法方面
,

专业作曲家进行 了更

深人
、

更专业化的探索
,

使古筝艺 术 以 新 的 姿态

展现 出时代的气质与风貌
。

从作曲技法方面来看
,

《山魅 》
、

《南乡子 》等作品较多地吸收了现代派某些

作曲技法 而《泪罗江幻想曲》
、

《孔雀东南飞 》等作

品则更多地倾向于对传统创作手法的继承和发展
。

八十年代的筝曲是多种凤格并存的时期
,

在共同的

社会文化环境中
,

各种风格取向的不同显然主要取

决于作曲者本身的音乐背景
,

取决于他们的作曲技

术与筝演奏技术的掌握状况
。

这些风格各异的作品

不仅在题材
、

体裁
、

音乐语言等方面
,

显示出不同

的 自我价值取向
,

而且也显示出不同技巧内容的强

调
。

从当代筝的创作
、

演奏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 ,

民间古筝演奏家的创作筝曲
,

双手演奏在当时处于

探索发展之中
,

左手运用只是加强低音
,

起强化节

奏的效果
,

作品结构是在地方音乐曲牌的基础上发

展而成
,

演奏手法有较强的地方性特征
。

在第二阶

段
,

专业古筝演奏的作品中
,

双手演奏技巧有新的

突破发展
,

支声复调逐渐加强
,

使筝曲织体
、

结构

开始丰富
。

由于演奏者受创作思维的局限
,

虽然乐器

性能掌握较好
,

但技巧使用常有堆砌现象和表现手

法趋向单一
、

公式化
。

尤其是个别技巧运用分寸失

当
,

使部分作品缺少深度
、

高度
。

第三阶段
,

专业

作曲家的介人
,

对体裁开拓与创作思维的开阔
,

赋

予筝曲创作新的生机
。

但能全面反映演奏者技术水

平
、

个性特色的作品还较少见
,

尤其是与当今演奏

技巧同步发展
、

富有筝特色的作品仍然欠缺
。

因此
,

保持中国弹拨乐单音润饰技法的丰富
,

同时又求得

平均律西方乐器音调组合演奏的便利
,

仍是古筝创

作
、

乐改努力的方向
, 也是古筝演奏技巧系统继续

发展的方向
。

传统筝曲的演奏技巧
,

在各地发展中
,

受制于

当地音乐语言与文化特点 各地共通的某些演奏技

巧 也出现 了地域性的不同处理
,

并进一步产生与发

展 了各地域筝曲的独特演奏技巧
,

形成各地筝曲鲜

明的地方性特征
。

新一代古筝专业人才的出现
,

结束了传统筝演

奏技巧的地方性分割局面
。

他们在新时代气息呼唤

下
,

在中
、

西文化的交融浪涛里
,

在传统音乐文化

继承和西方乐器的某些演奏特点及作曲技法的借鉴

中
,

丰富发展了筝演奏技巧
。

八十年代筝演奏技巧

探索呈现多元化局面
,

演奏家着力于对传统流派技

巧的深入挖掘
,

或致力于综合技巧的合理化发展
。

而作曲家则不断打破传统已有的演奏模式
,

推动了

演奏技术向前发展
。

就像古筝形制
、

弦制
、

律制的

改革运用
,

至今仍处于多样化并存探索的局面
,

古

筝技巧系统的发展也处于开放发展之中
,

向古琴
、

琵琶
、

扬琴
、

竖琴
、

钢琴等弹
、

击类弦鸣乐器演奏

技巧的借鉴学习至今仍末结束
。

筝曲音韵的开发
、

弦法
、

调式的新组合与筝群分声部重奏等领域的发

展
,

仍是创作大有可为之地
,

多种体裁
、

多种风格

并存与发展将成为今后创作发展的趋向
。

回顾一部人类乐器史
,

筝同族类乐器中
,

那流

行上千年的国乐古瑟和西乐索尔特里琴如今近乎灭

绝
,

东方古琴沿袭祖宗
,

本世纪以来无重大突破与

发展
。

而筝的音韵兼备
、

弦数众多
,

在音色
、

音域
、

音量等方面的基本特性和传统演奏技巧的丰富及当

代筝曲技巧的蓬勃发展
,

给这件乐器带来如今独奏
、

重奏
、

合奏兼备的重要地位
。

然而古筝演奏艺术未

来的前程与命运
,

仍待于古筝演奏家
、

作曲家
、

教

育家与理论家的共同努力
。

结 语

筝属弦鸣类乐器 据萨克斯分类法 ,

卧弹
、

曲

面发音板上一弦一柱
、

多弦并置
,

五声音阶定弦
。

筝的形制特点决定了其演奏上的个性
,

即演奏单音
、

和音
、

琶音
、

花音的便利及丰富的左手按颇
,

构成

其筝曲旋律音韵多变的这一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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