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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毅

垦

试论古筝
“

以韵补声
”

之动态变化

以的补声 是近代筝人提出的包容了古筝演奏技法与审美旨趣的一种概念二以韵补声 动态变化是

中国传统音乐
‘

线性思维
,

原则形成的音乐 线性美 这一审美趣味在古攀音乐中的典型反映 它揭示了

古苹音乐特有的规律
,

是古筝音乐之异于其它器乐的一个重要特征 本文仅以演奏技法为视角 将古筝
‘

以韵补声 的动态变化作为切入点 探其内涵
,

寻其形响 谈谈自己的浅见

古筝演奏手法大致可概括为
‘

声
’ 、 ‘

韵 两大部分 《乐记 》中记载
‘

声成文 谓之音 惫为把声

音组织起来就成为音乐
。 ‘

以韵补声
,

之
‘

声 与此惫同
,

可释作
‘

乐音
’

在古攀演奏中右手司
“

声
,

通

过各种弹奏技法的运用形成古筝音乐旋律的框架 它的羞本变化与其它乐器相比较是带有共性的变化 如

音色
、

力度
、

迟速
、

公简等变化 古筝演奏中左手主要职
‘

韵
’

依靠左手的各种作韵技法对音乐旋律加以

润饰
,

使其更富于韵味 虽然近年来创作筝曲中左手参与弹奏愈来愈多
,

但其作韵技法的使用仍是主要

的 左手的作韵千变万化
,

伴随着古筝乐曲 尤其是传统乐曲 演奏的始终
,

是古苹独特之处的所在 是

古奉音乐的
‘

员魂

古筝 以韵补声
,

是通过
‘

声
’

和
“

韵
”

的有机结合来实现的 在演奏中 声
,

为主
、

的 为补
‘

声 出
‘

的
·

随 相得益彰
‘

以韵补声
’

在真体运用中有着丰宫的动态变化
,

它们是形成古筝音乐旋律

特色的重要因素
。

恨据不同的作用 这些动态变化可以分为两大类

润饰类动态变化

润饰类动态变化对古筝乐曲的旋律起润色
、

装饰作用 主要有吟
、

揉
、

颇
、

滑
、

点以及由此融合
、

派

生出来的作韵技法 通过它们的运用 使乐曲的旋律更加优美
、

细腻
、

富于韵律 对于更深入地揭示音乐

的内涵
、

更细致地抒发演奏者内心的情感都具有特殊的作用 下面以河南苹曲 《落院 》 曹东扶订谱 第一

段为例 分析其中对润饰类动态变化的几处典型运用 我们可以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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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嘴 专 六产令,乏 丁 , 愁悉葺造里诬日
,

处的奏法很独到 此处如用常规的平铺直叙式的八度奏法 音乐就会显得平淡无味 左手 少“ 忿技法

上滑音的使用
,

使得音乐的旋律音韵委婉
、

愈味深长
,

且用在乐曲的开始第一拍上
,

预示了全曲的悄绪

处利用右手弹弦后的余音 左手作连续的上下滑 对旋律骨干音加以润饰 给人 以缠绵
、

凄楚之

感

处在右手大力度游摇的同时 左手由深逐渐至浅作大幅度
、

长时值的颇弦 这种颇
、

滑相结合的作

韵技法的运用把乐曲哀怨如诉的情感表达得淋演尽致 将音乐推向了商潮 尹
、

功能类动态变化

功能类动态变化主要具有乐曲旋律的调式
、

调性改变 全曲 及转换 局部 的愈义 同时也辅以润

饰旋律 这类动态变化是通过作韵技法中的
“

按 按弦 来体现的 按弦是指左手在琴码左侧下按琴弦而改变

该弦的张力 以取得定弦音之外的 音高 每恨弦所得音的音高范围都可高于定弦音的小二度至小三度

经过按弦改变古筝定弦的五声音阶结构并衍生出新的音阶形式 形成新的调式
,

调性的
,

有客家筝曲

中的
“

软弦 音阶 相对于定弦的本调 硬弦 而言 ① 潮州筝曲中的 重三六
、 “

轻三重六
’ 、

活

五
‘ 、 ‘

反线
,

均相对于定弦的本调
‘

轻三六 而定名 等音阶形式 ② 陕西 秦筝曲用 的
‘

苦音
’

音阶也

是通过按弦来改变原有定弦的音阶结构而在新的调式
、

调性上形成的 ③ 这里我们举此为例 陕西秦筝乐

曲使用的音阶形式主要有两种
‘

欢音
’

音阶

主干音列

“

苦音 音阶

主干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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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音 多见于欢快
、

明畅的乐曲
‘

苦音
’

则常用在哀怨
、

悲苦的乐曲 造成它们各异的主要因家

是
“

苦音 音阶中
‘

二变之音
’

谱例中微降
、

徽升玛的变化运用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的主千音列 秦

攀是五声音阶定弦
,

音列与
‘

欢音
’

的主干音列相同 演奏
‘

欢音 乐曲时多用定弦音 但是在
‘

苦音

乐曲中 音乐旋律中频繁出现的做为骨千音的
“

二变之音
’

是古筝定弦音所没有的
,

必须靠左手按弦来求

得
,

以此改变定弦中原有的音阶结构
,

调式
、

调性也随之改变
‘

二变之音 的按弦不是宜来直去的 而是

在按音同时辅以颇
、

滑等其它作韵技法 对
口

二变之音 加以润饰
,

是一种动态的变化 显示 了秦声音乐

独特的风的
通过作韵技法中的按弦转换乐曲局部旋律调式

、

调性的功能类动态变让 可以产生诸如转调
、

离调
、

交替调式等调式
、

调性的色彩变化 这种技法的应用对于解决古筝临时转调不方便的问题可以起到一定的

作用 在乐曲的具体运用中也收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下面节选 《洞庭新歌》 王昌元
、

浦琦库编曲 为例

做一简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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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段为 傲五声调式 段使用按弦改变了 工段的调性 转到 徽五声调式 形成调性的色彩对

比 段又 回复到 徽五声调式
,

给人以稳定感 音乐在主调上进行下去

以上对古筝
‘

以韵补声
”

动态变化的内涵和作用进行了探讨 那么 它对古筝各流派风格与演奏者个

人风格持点的形成具有怎样的影响呢 以下就此择其要加以论述

古筝有 茫茫九派流中国
’

之称 各流派除了谱式
、

旋法
、

弹奏技法 右手 各异外 在流派发展过

程中受诸多因素形响而形成的对左手作韵技法的不同运用
,

则是该流派风格特点的相 当重要的标志 演奏

手法上对作韵技法的运用
,

诸如轻重
、

缓急
、

波动的大小
、

时值的长短等 、 南北各流派是各有千秋的 一

般来说 北派古筝风洛较粗犷
、

泼辣
,

盆视外在形象的表现及对 自然声响的模拟
,

右手弹赛技法较为复

杂 左手作韵技法普迫运用得较急和深 具有律动感 南派古筝的风格则比较含蓄
,

柔美
,

力求内心情感

的表述 效果性手法用得较少 作的技法在柔缓的基础上变化多样
,

韵味深长 下面对几个主要流派在作

韵技法上各自总的特征进行简略的归纳
,

以及把
‘

旅
,

这一技法提出来比较各流派对其不同的运用来粉一

下它们的相异之处

河南攀曲作韵技法的特征是沉祖
,

有力 多用大福度
、

长时值的旅弦 当地称之为大旅
、

重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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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攀曲的作的较为急促
、

明肠
,

密饭为其特点

容家攀曲翻于
‘

中州古润 为央出古朴 演推的风格
,

作韵多和级之技法 饭弦梢徐饭 近似于
一

吟 的奋呐效呆

栩州攀乐里当地弦诗乐的形响 作的以柔顺
、

婉转的技法为多
,

徽饭独具特色

浙江攀曲在江南盆竹乐的城肉下 迫求清分
、

纯朴的风格 作韵技法简练 对旅弦的运用不大普边

丽多代以
‘

操
, 、 ‘

点 娜挂法来润饰旋林

构成演套者个人风格特点的因众除了每个人的文化 葬
、

审纯愉越等各有差异
,

在古攀演弃技法上则

主拼是个人时
‘

以韵补声
,

动态变化的独到运用而显示出来的 同为河南攀派名家 , 正
、

, 东抉
、

任清

志三位先生植恨于一个共同的流派‘点上 河南攀派风格的总体特征在他们的演奏中是显而肠见的 但

他们又各有特点 这主拼反映在对乐曲中作韵的不同处理上 , 正先生在 《广括独弹十三弦》中的演典
,

作的手法老道 音的古朴
、

苍劲 韵律变化有致 宫于哲理 体现了他的理论索养 , 东扶先生的演典风

格浓郁 音的委婉 作韵技法的一大特点是多用按弦取音
、

异弦同音再铺以饭弦 较少用空弦音 他的演

弃
“

一音三韵
、 ‘

一波三折 宫于变化 任清志先生的演奏风格以祖犷
、

奔放若称 作的多通达
、

简朴之

技法 音韵其有浓烈的乡土气息
了解古攀

‘

以韵补声 动态变化的内涵
、

作用和 影响 对于研究古攀这一
“

长于韵味
,

的乐器的演

,
、

创作以及发展取向有粉不可忽视的惫义 也是学习
、

研究古攀各家各派不同的艺术风格与演赛特点所

必不可少的

本文是提文给 中国古攀艺术第二次学术交流会 的论文 略有增改

参几 《汉乐攀白四十甘》筒介 史九元垃 人民音乐出版社

中 奋见 《中国音乐润共》‘

二四讲
,

条

匀 参见 《春攀》即 年第 南 周廷甲文 西安秦攀学会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