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峨坛文丛
·

卜衍去魂

第六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民乐比赛

胡
、

古筝 月 日至 月 日在江苏

南京举行
,

本赛事受到了业内人士的

普遍关注
,

是众望所归之事
。

我们

还记得 年在广州举办的金钟

奖大赛中
,

我省任洁在众多的古

二 早的地区
,

并有南方古筝之乡的美称
。

南京

建立了
“

金陵古梅筝馆
”

和
“

南京少儿

古筝协会
,

等
,

为指导古筝活动发挥

谱写 傲〔苏筝参赛优秀选手中脱颖而出
,

以出色的演奏征服了全场的听

众和评委
,

一举夺得
“

金钟奖
”

金奖桂冠
,

成为江苏古筝艺术

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

金

钟奖民乐比赛落户在江苏举办
,

是对江苏古筝艺术发展的又一次

强有力的推动
,

也是对全国古筝艺

术成果的一次检阅和促进
。 新篇章

口阎爱华

了积极的作用
。

自 卯 年起在南京

举办了多届少儿古筝大赛
,

涌现

了一批艺术新秀
,

获金钟奖金

奖的任洁就曾获得少儿大赛

一等奖
。

少儿大赛培养了许

多艺术人才
,

成为名副其实

培养人才的摇篮
,

在国内古

筝界产生了积极的广泛影响
。

江苏古筝艺术的繁荣发展

突出表现在人才培养和演奏技

术的快速发展
。

学筝者进人高校
,

加速了自身知识更新的进程
,

一批
“

筝
”

产生于 《 】年前
,

源远流长
,

故

在其名字前冠的
“

古
”

字
。

约在上佳丝己初
,

全

国形成南北两大筝派的格局
,

北派有河南派与

山东派
,

南派有浙派
、

潮州派与客家派
。

江苏

古筝与浙派有密切的联系
,

而江苏古筝艺术教

育则起于 男 年
,

郭缉光 曹正 由琵琶家程

午力阴佳荐
,

进入南京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古筝
,

时仅半年
,

影响深远
,

开创了古筝艺术进人高

等学府之先河
。

江苏古筝艺术的发展和国内一

些古筝流派的省份一样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
。

一是五十年代古筝艺术为发展莫定基

础
。

年山东金灼南在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古筝
,

潮州派筝人郭鹰在包括南京在内的各

音乐院校兼职教学
,

在我省开启了一个古筝

艺术进入专业音乐行列的新时期
。

二是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
,

一批高校

培养的古筝人才走向社会
。

经过五十年代的

耕耘
,

在六十年代前后
,

各高校古筝毕业生

先后走向社会
。

文革期间
,

尽管音乐艺术发

展受到了很大影响
,

但王 昌元的古筝独奏曲

《战台风 》
,

几乎天天广播
,

带来了学筝人的

亢奋
,

高校恢复招生后
,

活跃在城乡的文艺

骨干有机会进人高校系统学习古筝
。

八十年

代初相继登上音乐舞台
。

三是八十年代学筝人数迅速增多
,

九十年

代以来古筝热潮逐步形成
。

第二代筝人
,

二十

年后已成为影响一方的古筝名家
,

全国学筝人

数已超万人
,

我省已有千人以上
,

随着提倡素
质教育

,

学校中音乐课比重增强
,

高校及附中

附小普遍增加了招生名额
,

培养了一批少儿学

攀者
,

他们在各种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
。

与此同时
,

筝艺社团如雨后春笋
,

纷纷建

立
。

年 月由曹正建议
,

首建
“

北京古

攀研究会
”

之后
,

各地纷纷建会
。

我省 年

建立
“

徐州古筝研究会
” ,

沛县组建
“

大风筝

社弋 历史名城扬州也成为了古筝艺术普及较

老中青三代人古筝教育家为代表的江

苏古筝界
,

多年来博采众长
,

学习吸取全

国南北古筝各派的特色和艺术精华
,

致力于江

苏古筝艺术的创新
,

形成了江苏古筝艺术发展的特色
,

以全国最高水平为目

标
,

实施精英人才培养和教学成果的创新探索
。

技术与艺术的双重激活
,

在精

英人才培养方面
,

强调技术与艺术的同步
,

总结出
“

有
、

准
、

妙
、

深
”

的教学

经验
,
在激活艺术的表现力方面

,

注重提高学生基本演奏能力的同时
,

开拓视

野
,

与作曲家交流
,

真切的感受作曲家对筝曲的创新
,

反映出的新调式和多调

性连环益置的定弦方法
,

促进了演奏技法的变革 在激活艺术的另一方面就是

博采众长
,

形成了自己的典雅
、

淳朴
、

细腻的演奏风格教学方法
。

指导学生熟

读有关的艺术专业书籍
,

要求学生在大量的中国器乐和中国戏曲中去揣摩
,

汲

取其中的演奏艺术精髓
,

加深民族音乐传统的领会和认知
,

使学生的知识结构

愈加多样化并逐步完善演奏水平和艺术内涵越来越丰满
,

也推动了教学的
“

广

度
” 、 “

深度
” ,

使江苏古筝教学水平提升到全国水准的古筝教学行列
。

以最高水平为目标
,

深度开发学生的艺术潜能
,

实施精英人才培养和教

学创新的探索与实践
,

使江苏古筝艺术界近年来取得了丰硕成果
,

先后有

多位古筝选手 多次在国家文化部
、

文联
、

音协等单位举办的民乐大赛上

获得金
、

银
、

铜奖及伴奏奖
,

在历届扬州举办的全国古筝交流会上一展风采
,

同时掀起了古筝艺术走向国际的热潮
,

成为中外音乐艺术交流的纽带
。

第六

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民乐比赛
,

将展示全国各地古筝艺术的最高水平
,

这也是

民族器乐艺术特别是古筝有史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
。

这次比赛对江苏古筝界

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和交流机会
,

我们将继续努力奋斗
,

为江苏文化大省的振

兴与发展
,

为创造民乐艺术
、

古筝艺术更加辉煌的明天而做出不懈的努力
。

注 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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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感谢音 乐界
、

新闻界文化传嫌给予的热情关心 与支持
,

相 信在党的

十七大精神鼓开下
,

有全 国音 乐界的激情投入和各主
、

承办方联手形成的合

力
,

有党委
、

政府的关心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

我们一定会把中国青乐金

钟奖民乐比赛 二胡
、

古 筝 暨 中国江苏二胡之 乡民族音乐节办成党

和政府满意
、

音乐界满意
、

人民群众满意的盛会
。

中国民乐的金钟之声一定

会更加响 亮地回 荡在祖国大地
,

枝茂叶盛的中国氏乐之花一定会在中国民族

艺术百 花 园中澎显 出独特的魅 力与光辉

注 作者为中共江苏省委室传部副部长录省 文联
、

省作
协党组书记

、

常务副主席

钾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