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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丰富的演奏技法
,

使山东筝派具有鲜明
、

独特的艺术

风格
。

如民间称
“

一招鲜刀的
“

花指奏法气 显示了古筝

多弦
、

五声 音阶排列的特点
,

如在《夜静变铃 》中

二 毕 二 、 二 二 赵 旦

一再谈古筝流派

‘音乐爱好者 》 今年第一期刊登了吴润霖 撰 写 的
‘精彩纷呈的浙江 , 派 》 一 文后

,

触发了我的热情
, 、

这

里
,

我将对其他几个有影响的古筝流派
,

向 音乐爱好者

作 一个简 单的介绍
。

山东是我国古筝艺术流传较早的地区之一
,

山东

筝曲大多来 自山东琴书唱腔曲牌 小板曲 和山东琴曲

大板曲
,

这些山东传统的古曲
,

是山东筝曲的精华
。

山东派的传统古曲无论速度快慢都是结构严谨的

六十八板 即六十八小节
,

由八个乐句组成
,

每个乐句
·

为八板
,

但第五句为十二板
。

如传统乐曲《 汉宫秋月 》、

《莺啡黄鹏 , 、 《 夜静赛铃 , 等均为这种结构
。

此外还有

一种由几首乐曲联缀的套曲结构
,

如《 高山流水 》即由

四 首筝曲联级而成
。

山 东筝曲不仅音调古朴
、

韵味浓厚
,

而且刚劲有

力
、

气势豪放
,

故而民间常用
“

粗如牛角
、

细如牛毛刀来

比喻山东筝曲在演奏方面的对比幅度
。

山 东筝派的许多代表人物如黎连俊
、

金灼南
、

张念

胜
、

王殿玉
、

赵玉斋
、

高自成等历代筝家在实践中积累

右手运用了
“

花指牡
“

勾搭 , 结合的手法
,

并配以

左手按
、

颇
、

滑 音
,

奏出了轻快
、

明朗的旋律
,

表现了铃

声
、

马蹄声交织在一起的夜静马奔的 音乐形象
。

山东

筝派演奏技巧的另一特色是右手拇指快速的托劈指法

和左手大幅度按滑技法的交替配合运用
,

这一技法在

表现粗犷
、

豪放情绪的乐曲中运用得极为普遍
。

在山东筝派的代表曲目 中
,

值得一提的 有由金灼

南先生和楼树华先生加工定型的 古 筝 名 曲 《渔舟 唱

晚 》,

以及赵 玉斋先生 于 年代创作的 《庆丰年》等
。

其中
, 《渔舟唱晚 》自从由曹正先生 订谱

、

演奏并灌录唱

片后
,

在国内外得到 了广泛的 流传
。

该 曲不仅旋律优

美流畅
,

而 性表现手法丰富
,

音韵占朴
,

情趣高雅
,

对古

筝艺术的发展产生
‘

极 为 “ 泛的影响
。

河南中州筝和山东筝都属北方筝派
,

它们在曲式

结构
、

旋律等方面都有微妙的联系
。

髻如
,

河南筝曲中

占重要地位的《河南板头曲 , ,

其曲式结构也是采用六

卜八板
,

但正由于地方语言
、

风上人情的差异
,

河南筝

派爽朗
、

泼辣
,

并富于深长的韵味
,

因此在表现风格和

手法上与山 东派还是有所【 别
。

河南筝派的著名演 奏家有魏子酞
、

曹 东抉
、

王省

吾
、

任清志等
,

尤其是曹东抉先生设计的 “

游摇刀奏法具

有悲剧性的效果
,

对突出河南风格有重要的作用
。

在
《陈杏元和 番 , 一曲中

,

曹先生用了游摇技法所弹奏的

由弱到强
、

缓慢而起的旋律
,

加上凄切的小颇音
,

有力

地渲染了乐曲凄楚
、

悲切的气氛
。

例如

二 巨 旦 些
‘
粤四

‘

缪二 龚
’

龚
’

亚 且
心 , 、

游摇技法以及左手大幅度的颇
、

滑都是河南筝派独特

的演奏手法
。

在河南筝派的代表曲目中
, 《山坡羊 》是一首长期

在民间流传而形成的独具风格的河南筝曲
,

此曲旋律

爽朗
、

上口 ,

又 由于丰富的大颤
、

大滑
、

游摇等演奏技法

的运用
,

使乐曲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

深受群众喜爱
。

《打雁 》在河南板头曲中
,

也是一首流传很广的乐曲
,

该

曲形象地表现了孤雁失群
,

以及最后哀鸣
、

挣扎致死的

凄惨情景
。

此曲有情有节
,

演奏手法独特
,

细腻 自然
,

颇有感染力
。

其他如《天 下大同 》、 ‘上楼 》、《 苏武思乡 ,

等都是该派较为著名的代表曲目
。

流传于我国南方广东
、

潮汕一带的潮州筝乐历史



悠凡 传统深厚
,

历代著名的筝家有张汉斋
、

黄长富
、

林

永之
、

肖韵阁
、

郭鹰
、

苏文贤
、

高哲奋等
,

他们同宗同源
,

但又各有千秋
,

创造了独具一格的潮州古筝流派
。

潮州筝曲具有清逸
、

秀丽的音调
,

典雅
、

缠绵的音

韵
,

绚丽多姿的音乐形象
。

采用潮州音乐特有的
“

轻

六 , 、“
重六 , 、 “

活五刀 、 “

反线刀等四种调式来表现
。 “

轻

六刀调以 万 尽 为音阶序列
,

善于 表现 轻

松
、

活泼
、

欢快
、

热烈的情绪
,

如‘一点红 , 、 《南正官 , 、

《摇扁舟 , 等
“ 重六刀调善于表现深沉

、

稳重
、

矜持的情

绪
,

音阶序列是 吞 了 , ‘ “ 活 调善于表现

怨恨
、

悲苦的情绪
,

所以也称“ 活五刀为
“

怨五刀 ,

音阶序

列是 奋 尽 了 “
反线刀 调则以表现诙谐

、

风趣
、

富有喜剧色彩的情绪见长
,

音阶序列为
,

乡 ,

,

如《卖杂货 , 等曲
。

演奏潮州筝曲必须讲究原音轻按
、

微颇
、

级进揉弦

以及弹按尾随等
,

使旋律大部分乐音都经过润色
,

从而

表现出潮州筝乐清逸
、

细腻的风格
,

这与北派表现粗

犷
、

泼辣时采用大颇
、

大滑手法是截然不同的
。 《寒鸦

戏水 》是潮州弦诗乐的十大套曲中
,

最有代表性的曲目

之一
,

同时也是一首著名的传统筝曲
。

采用潮乐 中特

有的
“

重六 , 调演奏
,

旋律的骨干音 了 是由 尽

两音经过重压轻按而来
。

值得注意的 是潮 州 筝 曲的

两音
,

不是十二平均律中的正常音高
,

它基本

上是
“

权 怜 ’的音高
,

并随着旋律进行产生一定

的游移性
,

从而表现出潮乐特具的韵味
。

与此相应
,

潮

州筝曲在左手技法上常常需按 中加颇
、

按 中带滑交替

进行
,

使色彩奇特多变
。

在《寒鸦戏水 , 一曲中
,

也是由

于这种效果
,

才表现出寒鸦兴致勃勃戏水的各种生动

场面
,

令人回味无穷
。

此外
,

在潮州筝曲中
,

运用
“ 三点

一 , 等双催的演奏手法颇为多见
,

并经过左手
“ 双按刀技

法的润饰加工
,

使音乐一气呵成
,

形成高潮
。

如 《寒鸦

戏水 , 的快板
,

正是运用了这种手法

些二息牡“ 邑几急互乙星里』

使全曲在轻快
、

流杨
、

热烈的高潮中结束
。

年代
,

郭

鹰先生整理
、

演奏 了《寒鸦戏水 , 一曲
,

并灌录了唱片
,

他以精湛的演技
,

悠扬
、

铿锵的音色
,

独特的演奏风度
,

把一曲《寒鸦戏水 》演奏得维妙维 肖
,

受到乐坛各界的

赞扬和高度评价
,

甚至有人说
, “ 再没有听到比《 寒鸦戏

水 , 更好听的筝曲了
。 刀

“

活五刀调是潮乐中最具特色的一个调
,

它采用滑

指
、

按
、

探等手法使
“ , 和

“ ’

音略微升高游

移
,

使该调式音列 中的五
、

三两音成为
“
活五刀 、“ 活三气

从而给旋律增添一种特殊的韵味
, “ 活五刀调也是由此

而得名
。 “ 活五刀调以表现凄惨

、

悲苦的情绪见长
,

代表

曲目有《柳青娘 , 、《思怨 》等
。

客家筝和潮州筝一样
,

也是我国南派筝的主要流

派
,

它流行于广东
、

闽西特别是大埔
、

兴梅客家一带
。

南

宋时期
,

由于 中原战乱频繁
,

人民纷纷向南迁居
,

当地

人称其为
“

客家人
” , 客家人带来 了中原汉水的音乐 —中州古调

,

受到南方语言和习俗的影响
,

逐渐形成了具

有特殊风采的民间乐种 —客家音乐
。

它既具有南方

委婉
、

纤细的特点
, 却又略带北方 中原古曲的风貌

。

客家

筝曲有
“

大调刀 、“

串调刀两大类
,

并都有
“
硬弦刀 、“

软弦刀

之分
, “

硬弦刀乐曲的音阶序列是 吞 尽 ,

善于表现轻快欢乐的情绪
,

如《玉连环 》、《乱插花 , 等
,

“

软弦刀 以 、 为骨干音
,

曲调深沉

含蓄
,

搜长表现哀怨
、

缠绵的情绪
,

如 。崖山哀 , 等
。

著名的客家筝曲《出水莲 》,

旋律优美
,

音调古朴
,

略带 中原古曲的风韵
,

意在表现莲花
“ 出污泥而不染

、

灌清莲而不妖刀的高尚品格
。

全曲丰富多采的按滑音
,

处处给旋律增添了优美
、

高雅的韵味
,

这是表现客家筝

曲很重要的艺术特色之一
。

如

蜂 万 ,二 。 矛
攀

’

旦些二

乐曲很少甚至不用古筝特有的华丽的花指指法
,

而是

用一带而过的
、

似有若无的装饰性花指
,

这种朴实的演

奏手法与客家筝曲古朴典雅的风格达到了统一
,

完美

地表达了乐曲丰富的内涵
。

著名的客家筝演奏家罗九香先生继承并发展了他

的老师何玉斋先生的演奏特点
,

为客家筝派传下了皿

要的
、

丰富多采的曲目
,

他的演奏
,

刚柔相济
,

富于韵

味
,

风格古朴无华
,

成为客家筝派风格的灵魂和情华
。

除以上所述各大流派外
,

还有如象古筝
、

秦筝等也

是历史悠久
、

独具特点的
,

限于篇幅
,

不再一一介绍
。

虽

然各大流派
,

各有千秋
,

但千古以来
,

都属同源异支
,

在

现代筝曲的创作中
,

实际上已融合了南北各派的筝法

技巧
。

音乐爱好者们若能对各派筝曲的风格有所了解
,

‘

那么
,

你在演奏或欣赏这些筝曲时一定会获得更多的

艺术的享受
。

部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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