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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作者掌握的资料较为清楚的揭示 了这首古筝名 曲的渊源
。

但是
,

五十

年代至今的
“

归去来
”

之说是怎样形成 的呢 文章中尚未阐述清楚
。

我们希望 古筝界

的前辈勿 更 多的同志来关心 和研 究它
,

以求这个 问题 能得到彻底 的澄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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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古筝独奏曲 《渔舟唱晚 》是 目前较 根据 目前掌握的资料
一

来看
,

并未发现过

为流行的古筝乐曲
。

它是音乐演出
、

电台广 山东有一首名为 《归去来 》的古曲
,

在传统

播
、

对外文化交流的保留曲目之一
,

在 国内 古琴曲中倒是有一首 《归去来辞 》 初见于

外有一定的影响
。

根据此曲所改编的高胡
、

筝二重奏 小提琴独奏
,

钢琴伴奏等 《渔舟

唱晚 》也均被人们所赞尝
,

对这首较有影响

的筝曲
,

很有必要弄清它的由来
,

这对于我

们研究民族传统乐曲演变
、

发展都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
。

早在一九五七年由音乐出版社出版
,

蒋

萍所编的 《古筝演奏法 》一书中
,

筝曲附录

部分关于筝曲 《渔舟唱晚 》一 曲 说 明 为
“

此曲是娄树华先生根据山东乐曲《归去来 》

所改编
,

后又经曹正先生整理 ⋯ ⋯
” 。

又见一

九七九年出版的 《辞海 》 第 页 对渔

舟唱晚解释为
“

渔舟唱晚
,

筝 曲
,

近 人根

据传统乐曲 《归去来 》改编发展而成
。 一

爪一

般古筝曲集中都标记为 娄树华传谱
。

从上述情况来看
,

可以说是公认的了
。

但

笔者认为还应研究探讨
,

筝曲 《渔舟唱晚 》

是根据山东乐曲 《归去来 》改编 发 展 而 成

吗 是姜树华传谱的吗 现就这一问题提出

己见
。

以供商讨
。

明代正德年间刊印的谱集 《太古遗音 》
,

明

清两代曾有二十多部古琴谱集刊载过
,

是以

陶渊明的 《归去来辞 》作为歌辞的琴歌 但

曲调与筝曲 《渔舟唱晚 》毫无共 同之处
。

目

前在古筝演奏中流传两首 《渔舟唱晚 》 ,

一

首是金灼南 注一 编曲的《渔舟唱晚 》,

另一

首是娄树华传谱的 《渔舟唱晚 》
。

因娄树华

这首 《渔舟唱晚 》曾在几本书上登载
、

出版

发行
,

比金灼南编曲的 《渔舟唱晚 》较为流

行
。

这两首乐曲
,

并非同名异曲
,

它们之间

有着密切的
“

血缘
”

关系
。

金灼南先生的家乡 山东省聊城地区临

清县金郝庄 有着悠久 的民间古 竿 演 奏 历

史
,

近百年来
,

金灼南较有名望
,

他将书 时

流传在家乡的民间传统 竿 曲 《双 板 》及 由

《双板 》演变的两首乐曲 《三环套 口 》 ,

《流水激石 》进行编曲
,

起名为 《渔舟唱

晚 》
。

《双板 》 , 《三环套 日 》 , 《流水激

石 》均称之 《六 、板 》
,

签拍结束句除夕卜

全曲由三十四小节组成
。

金在 《渔舟唱晚 》



中保留了 《双板 》等乐曲的基本 曲调
,

又根据乐 曲内容的需要不受六十八板的限制 古筝艺

人们 的概念
,

如不是六十八板便认为是错的
,

进行重复
、

发展
、

变化
。

金灼南先生在
“

七七事变
”

一九三七年
一

前曾在北京与娄树华相识
,

并传授 了他所编曲

的 《渔舟唱晚 》
。 注二

既然娄树华所改编的 《渔舟唱晚 》是金灼南所传授
,

那么这两首 《渔舟唱晚 》是 由山东

民间传统筝曲 《双板 》演变而来是毫无疑问的
。

由下面 的曲调对照便更清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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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对照
,

清楚的看出娄树华改编的 《渔舟唱晚 》第一小节至十九小节与民间传统乐

曲 《双板 》及金灼南编曲的 《渔舟唱晚 》其音调儿乎完全一样
,

娄树华改编此曲前半部分时

保留了 《双板 》
、

金的 《渔舟唱晚 》的基本曲调
,

只有几处略有不同
,

笔者认为 这是在传

授
、

演奏
、

流传中变异的结果
。

《渔舟唱晚 》从第二十小节至第二十六小节是 由民间传统乐曲 《三环套 日 》 此曲也是

由 《双板 》演变而来 变化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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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曲 , 在实际演奏中为
。

《渔舟唱晚 》从二十七小节至全曲终
,

前部基本音调中的 ,

加 以发展变化
,

如

这一部分却为娄树华先生所改编之处
。

他将乐曲
· ·

一
。

充分运 用筝上的特有
“

花指
”

技巧
,

第 了小节至 小节为

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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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二二 , 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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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在演奏 ‘为 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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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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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典型的
“

下花指
”

音型
。

从三十三小节至四十小节又将上述这种
“

下花指
”

变为
“

丘花指
” ,

从旋律上来说 便 是
“

下

花指
”

的倒影
。

如

⋯ ⋯

壑 二 二 二 二 二 一
从 四十一小节开始至七十九小节是娄树华先生根据此曲前部具有代表性的花指音型

一
二一 一

二

发展为下列的连续 花 指丁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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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型
才 万

、

二

下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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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在速度上的处理为由慢而渐快
,

动生活及与大 自然搏斗的乐观情绪
。

形成了乐曲的高潮
。

表现了渔人紧张而又愉快的劳

第八十小节是筝上的
“

划弦
” 。

结束句六小节为

一一

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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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高潮部分连续花指的简化
,

由于渐慢
、

渐弱的艺术处理
,

更深化了乐曲的意境
,

圆满地

结束了全曲
。

经初步了解民间传统筝曲 《双板 》及其演变乐曲 《三环套 日 》 、
《流水激石 》约在二百

年前就流传在山东临清金郝庄
,

金灼南根据这三首民间乐曲编为一曲为 《 渔舟唱晚 》它的流

传历史最多不会超过八九十年
。

娄树华在一九三七年前又将金的 《渔舟唱晚 》
‘

改编目前较为

流行的筝独奏曲 《渔舟唱晚 》也就是有四五十年的时间
,

所以称之 为民间传统乐 曲 比 较 恰

当
。

乐曲的演变过程是
‘

《三环套日 》

《双 析 努

民向传统东曲

—
—一戈

《 渔舟唱晚 》

金灼南 编曲
《 渔舟唱晚 》

娄树华 改编

⋯
“流水激石 ”

⋯
从上列图表中可 以看 出《 渔舟唱晚 》的由来

,

它是从 《 双板 》到 《 三环套 日 》
、

《 流水

激石 》后又发展为《 渔舟唱晚 》的
,

也说明了我国民族民间乐曲在传统的基础上 不 断 继 承

一发展 —创新的艺术创作规律
。

注一

长 书法
,

弹筝 ,

师
。

注二

金灼南
, 又名金葵生 , 山东聊 城地 区临清金郝庄人 ,

现 已 去 世 ,

他遭

曾在南京 艺术学院
, 山东艺术专科学校 现 山东 艺术学院 任古筝教

据金灼南在 世时讲 娄 树华 当时只 学 刁 了 《渔舟唱晚 》 的前半部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