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们关注

高傀约叮
、

兴奋异常
,

虽然有的原举李俘村耗甩欢

但因 为古筝而相聚
,

见了面就像老朋友似的
。

来 自台湾 的 国 乐 学会会长魏德栋先生兴
奋地告诉记者

“

太好了
。

这次会议是中 国音
乐界的喜事

,

更是古筝界的盛事
。

多年来
,

我
们就希望能多有一些交流 的机会

。

海 内外 的

古筝艺术家们在一起交流
、

学习
,

必将会进一
步促进 中 国传统音乐 文化的发展

。 ”

贵州遵义的陈先生慨然陈言
“

我虽不是
应邀代表

,

但作为一个已从事 多年古筝学
习 的爱好者

,

我觉得应该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

最起码能从别人那里学到点东西
。 ”

本次研讨会秘书长
、

南京艺术学 院 院长
庄暇教授激动地告诉记者

“

如此热烈
、

火爆
的场面是我们所没有预料到 的

。

本次研讨会
打破了几个记录 参加人数最多 第一次搞国

际型的古筝研讨活动 海外与会人员最多
。

这
么多人关心古筝艺术的发展

,

我们很欣慰
,

我
们一定会把这样 的 活 动一直搞下去

,

而且一
定要办好

。 ”

记者注意到 这个古老乐器的研讨会
,

参
加者以年轻人居多

,

约 占了参会人数的
,

有许多都是师生同来的
。

这说明 古筝艺术越
来越被年轻人所喜爱

,

古筝在 中 国具有 旺盛
的艺术生命力

。

“ 古攀 ” 习 练者 已达百万
著名 古筝演奏家王 中山 先生作 为本次大

会的秘书长
,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据他

萝贾尹鹭理楷瞥矍牲料界男群嘿层而丢擎
筝的

。 ”

一位琴行老板说
“

每个人的心态可能
都不一样

,

古筝价格适中
,

人门容易可能也是
学筝的原因之一

。 ”

专程从江西景德镇直来参
加研讨会 的一位老先生 的一席话可能也有类
似见的

“

古筝上手快
、

容易学
,

声音好听
,

弹
奏时姿态幽雅

,

容易 引起初学者的兴趣
。 ”

一位来 自苏州 的朋友说
“

古筝是我 国 的

传统民族乐器
,

它跟二胡
,

琵琶一样都是我国
乐 器 中 的 国粹

,

我们年轻 的音乐工作者有责
任继承它

。

更何况有一句话说得好
‘

民族的
,

才是世界的
’

掌握好本民族的国粹
,

也便于与

世界交流
。 ”

作 为 职业古筝演奏家 的本 刊编委李沛 老
师认为

, “

古筝热
”

的升温有这样几点原因

一是老一辈几代筝家几十年终教一生的结果
。

像河南筝派 的代表人物曹 东扶老先生从上个
世纪 年代开始

,

一直从事古筝的教学与研
究

,

培养 了大批的古筝演奏人才
,

这批人现在
正活跃在教学和演奏 的 一线

。

二是现代筝家
努力 尝试发展 的结果

。

现在 的古筝教学 已 不
囿 于从前 的 口 传心授

,

从理论到 实践上 已 渐
成体系

,

培养 出大批优秀的古筝教学师资
。

三
是古筝乐 器本 身 易学

、

音美等特点 也是导致
了

“

古筝热
”

持续升温的原因
。 “

升温
”

现象
的 出现有着广泛 的社会基础 和群众基础

。

李沐老师还分析了
“

古筝热
”

不会很快降
温的原因 首先

,

古筝的根基已经 比较深 了
。

已经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挖掘
,

群众基础较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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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了
,

有经济实力去购
买古筝和学习古筝 第三

,

现在很多家长心态
已趋平和

,

让小孩子学古筝不是为 了考学
,

而
是希望能有一技之长

,

提高小孩的 素质
。 ”

作
曲家何 占豪教授认为

,

古筝初学时容易
,

能引

起学习者的兴趣 但它并不浅显
,

而是越学越
觉得有 东西可学

,

能吸 引人 古筝 的 表现力

强
,

音色优美
,

演奏时有立体感
,

和声较之其
它 民族乐器丰 富

,

更受人喜爱
。

专家讲座精彩
、

学术气氛浓厚
会议期 间 的专 家讲座 和古筝论文宣讲交

流是大家最为关注 的
。

著名 古筝演奏家赵登
山

、

曹桂芬
、

陈安华
、

林毛根
、

周延甲分别就
山东筝派

、

河南筝派
、

客家筝派
、

潮州筝派以

及秦筝艺术的艺术特色分别作 了生动的讲解
。

赵登山的连弹带唱
、

曹桂芬的填密讲解
、

陈安
华 的精彩示奏

、

林毛根 的 风趣幽 默 以 及周 延
甲 的儒雅风度 不 时博得 与 会者 的 阵 阵掌声

。

通过专家们 的讲座
,

古筝爱好者们在加深 了

对古筝热爱 的 同 时
,

更加深 了对古筝文化的

理解
。

记者注意到
,

台上讲者全情投人
,

台下
听者聚精会神

,

有 的紧张地记着笔记
,

有的举
着随身 听全场 录音

,

生怕漏掉一点 细节
。

在论文宜讲交流会上
,

气氛依然热烈
。

苏
州 铁道师范学 院 的刘 老师带来 了一篇 自己 的

教学论文
。

她认为 作为古筝同仁
、

大家在一
起平等的讨论

,

交流
,

不分年龄大小
、

身份高
低

,

这样的学术气氛很好
。

是给大家都提供了

一次学 习 的机会
。

上海 民族乐 器一厂 的一位
负 责人告诉记者

,

类似 的研讨活 动参加过几
次

,

这次的学术气氛最浓
,

大家真的都是冲着
学 习来 的

。

交流 的
,

对这次活动很重视
。 ”

日本 的 远藤 和子和 其他两位 日本筝演奏
家在音乐会上成功 的演奏 了 日本的古筝作品

。

她显得很谦虚
‘

旧 本筝 和 中 国 古筝虽 有 差
别

,

但能在这儿欣赏到 那 么 多优美 的 中 国古
筝作 品

,

我很 高兴
。

我 以 后 也要学 习 中 国古
筝

,

愿为 中 国古筝在 日本 的 发展 多做事情
。 ”

其实
,

中外古筝艺术 的 交 流早就 随着 中
国古筝 的漂洋过海而开始

。

据 国 家轻工业 乐

器质量监督 检测 中 心 主 任 丰 元凯先生 介绍
,

国外学 习 古筝的人数起码 已 达 万到 万
人

,

仅新加坡就达 多万人
。

目前已 成为海
外最大的教学基地

,

港
、

澳
、

台学习古筝的人
也在逐年增多

。

另据了解
,

原中 国 电影乐 团 的

古筝演奏家项斯华
,

范上娥先后在香港 和加
拿大办起 了古筝培训 班 上海 民族乐 团 的王
昌无也在美 国 开班收徒 还 有 原 中 央 歌舞 团

的刘 维姗女士在 旧 金 山 创 办 了 两个华人古筝
乐 团

、

辽 宁 省 朝 阳 市 的 王 天一 在继承研究古
筝及其演奏 的 基础 上 又 发 明

、

研究 了新筝 的

演奏方法
,

培养了大量
“

新筝
”

表演人才
,

并
且在海外许多地方办起 了 自己 的古筝 新筝
培训班

。

可 以毫不夸张的讲 有华人的地方就
有 中 国古筝

。

中 外名 家 同 台 交流献艺
首届

“

中 国南京 国际古筝艺术研讨会
”

期
间

,

有 四个专场演出
,

依次是 《南京艺术学院
音乐学院学生古筝专场音乐会 》

、

《赵登山
、

周
延 甲等老一辈古筝艺术家专场 》

、

《海外古筝
演奏家专场 》

、

《国 内青年古筝演奏家专场 》
。

每场音乐 会都各具特色
,

让有不 同喜好和需
求 的 观众 同行得 到 不 同 的 满 足

。

从演 出 的安
排上

,

足见组织者的经验和 良苦用心
。

蒙古人 民 共 和 国 的娜仁格 日勒在音乐会
上以一首 自己作曲的 《快乐 的挤奶员 》技惊四

座
,

博得满堂喝彩
。

她说
“

我从小就在中国

的 内蒙古学习古筝
。

古筝艺术很有魅力
,

我很
喜欢

。

通过这次活动
,

更增加 了我学习
、

研究
中 国古筝的兴趣

。 ”

她还说
“
中 国古筝在蒙古

很受欢迎
,

这 次我们 是派 出 了 以 国家文化部
艺术局 局 长 为领 队 的代表 团 来 中 国参加古筝

谁为 古攀谱新 曲

本 次研讨会还 有个重要 内容就是古筝新
作的交流

。

古筝演奏家焦金海
、

王 中 山
,

作曲
家何 占豪

、

王建民
、

庄暇都拿出 了新作
,

并进
行 了交流

。

在我们 的 印 象 中
,

传统乐器演奏 的作 品

似少有专业作 曲家 为之作 曲
,

多是 由演奏家
亲 自操刀

。

而最近几年
,

专业作曲家从事古筝
创作 的 日渐增 多

。

记者研讨会后就这个话题
采访 了 创作 了 多部古筝 曲的作 曲家何 占豪先
生

。

他认为 专业作曲家介人民族传统音乐 的

创作并不等 于演奏家们 的创作不好
,

也不等
于古筝就没有好 曲子

,

像焦金海 的 《丝路情
深 》

、

周 延 甲 的 《秦桑 曲 》
、

王 中山 的 《溟山 》
就都很好

。

但由于现代演奏技艺不断提高
,

需
有合适的作品进行演奏 第二

,

作为专业作曲

家
,

必须要什么样体裁的音乐都去涉猎
。

音乐
创作不是单一 的 第 二专业作 曲家涉足传统
音乐的创作

,

也是对外来音乐 民族化
,

民族音
乐 现代化及相关理论与实践的探

首届 国 际古筝研讨会是一次成功 的盛会
。

大家一致认为古筝的 发展还有许 多事情要做
。

现在急需 在 实践 中逐步完 古 筝教学与 管理
体系 保持 醒的头

,

兼收并
。

在古筝制

作工艺上要 向 其他 国 家学 习
。

让古筝艺 术 向

着 良性有 的方 向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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