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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筝曲 《渔舟唱晚》

张 景 霞

传统古筝曲 《渔舟唱晚》是一首流传已 久的民族

器乐曲
,

旋律优美深清
,

形 象鲜明生动
,

标题和内容

比拟贴切
,

通俗易懂
。

从五十年代起它一直是我国对

外交流
,

出国演出时经常选 用的曲 目之一
。

根据此曲

所改编的 高胡
、

筝二重奏
,

高胡
、

筝
、

扬琴三重奏
,

小提琴独奏曲
,

钢琴独奏曲
,

电子琴独奏曲以及古筝
与乐队协奏曲等

,

也皆脍奚人口
。

这首乐曲是在我国民族民间乐曲基础上加以创作

改编而 成的
。

据说在改编过程中曾参照引用唐代诗人

王勃的 《膝王阁序 》中
“ 渔舟唱晚

,

响穷
,

彭蠢之滨 ”

名 句
,

取其前四字故名
。

关于它的来历有两种说法

一说为筝家姿树华先生取古曲 《归去来》做为素材加

拌变化发展而成 一说为山 东筝家金灼南根据传统筝
曲 《双板 》等改编而成

。

姿树华先生曾是一位高等学

校的 文学教员
,

非常喜欢音乐
,

尤为喜爱弹筝 金灼

南先生是山 东省聊城地区临清县金郝庄进过科举的旧

文人
,

多年从事古筝的演奏活动
。

据说这两位筝家有过

接触
,

一九二七年前他们曾在北京相会
,

交流筝艺
。

此曲经姿树华先生改编后为两大段
,

全曲 包括一

个小 高潮和一个大高潮 金灼南先生改编时则是根据

民间乐曲老八板的规律扩展为三大段 又经古筝演奏

家曹正翔受整理译订成为现今通用曲谱
。

他在 年代

于 东北鲁艺和东北音专任教期间曾到沈阳
、

西安
、

南

京
、

北京
、

上海等地交流讲学
、

演奏
,

使它流传到全

国各地
。

由于曹先生的二度创作使其更加完善
。

《渔舟唱夜 》采用我国民间的 变奏发展手法并与

古筝乐器特性和织体的变化紧密结合一起
,

从结构上

可分前后 两大部分
。

第一部分是 至 ,
、

节
,

第二部

分是 至 小节
,

从第
, 、

节到最后 共
, 、

节 是

全曲的结尾
。

第一大段曲式结构是

—
至 小节

,

落音于微调式的六级音上

—
至 李小节

,

结束在微音上

一夕专到
、

节
,

为商调式

— 合至 小节
,

展现高潮
,

调式转移
。

在 中
,

即从 至 小 节使音乐进一步发展
,

推向

这一部分高潮
。

接着在调式转移方面更加明显
,

从原来

的微调转到同主商调 一 小节 并结束第一部分
。

在第一段里
,

生动紧凑班时苗绘了渔人在夕阳西下
,

碧波荡漾的湖面上
,

迎着晚霞唱着渔歌的动人景象 表

现 了作者对祖国山河的赞美和热爱
。

其中配合左手吟
、

揉弦等褂万
,

更加贴切地表现出湖光山 色的傍晚景象
。

第二大段的

一 — 至

曲举结

甲
、

构是

节
,

下行模进

一一续。至 小节
,

下行进模
菠卜一一石 至 ’」

、

节
,

上行模进
肠 」一一书 至 小节

,

下行模进
。

这一部分是 用加花变奏的手法为主要发展手段
。

和班的基本骨架是

以 下 的 变奏则是用音阶逆行
,

由下 而上的推进
,

店本旋律骨架是

品 的旋律骨架和前面的 及 相同
。

是结尾
,

急速渐慢 其中 一 ,
‘

节是为 变化速度街接的必要

补充
,

从 小 节进 入真正的尾声
,

主要采用这一部

分所最多用的由上而下的旋律骨架音调
,

最后 落在宫

音上
。

由于它并没有结束在原 主题的微音上
,

更增加
了音乐的余味丰尽之感

,

使
“

唱晚
”

之意境更浓
。

在这一 大段里以 快板的速度
,

活泼的节奏
,

欢乐的 、

情绪
,

通过两个层次推动旋律的发展 用中指奏出的骨

、、

主小音独面一在成前展是一的发这其中的 是开始基本主题的陈述

题的 变化

节为 一

调上有着篡
主要手法是紧缩结构 即

节的紧缩 变化 同开始

联系
,

但这里 已深入一步
,

立的大乐句
,

它的旋律骨架是

干音
,

形 象地刻画 出荡漾
、

摇槽声
,

而 大指奏的装饰音

加花 则刻画 出浪花飞溅声
。

随着速度的加快并突出

地运用了筝特有的左手按
、

滑
,

用催板的奏法成功农苗

绘出渔舟近岸
,

推波助澜
,

歌声四起的欢腾景象
。

尾声

用由强渐弱
、

由快渐慢的奏法
,

刻画 出渔人上岸后
,

浪

花飞溅声渐渐消失
,

使人们回到恬静优稚的意境中
。

此曲在特定的意境中借景抒情 作者抒发对祖国

山河的赞美和热爱
,

从而给人们新的
、

美的感受
,

同时

这新的美感仍然保持着传统古稚的情趣 那难以 言传

的 中国诗情画 意的美
,

使它成为 民族器乐的珍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