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言 去年夏天
,

台湾台北筝声琴韵社一

行近十人
,

在其社长梁在平先生的带领下
,

与

北京古攀研 究会长曹正 先生带领 的一 批北京

古筝艺术家
,

联合在中央音乐学院演奏厅举办

了一场古筝音乐会
。

其中梁
、

曹两位古筝老前

辈
,

在隔绝四十年后
,

又得同台献艺
,

颇有纪

念意义
。

梁在平先生在京期间
,

曾在国际饭店等处
三 次与笔者交谈筝艺

。

梁先生所谈甚广
,

现只

择其有关古筝艺术的结论性的观 点发表
,

以供

同行们参考
。

大陆和台海当前古攀艺术的比较

梁先生谈到
,

在中国历史上
,

特别是在文

人中
,

有重琴轻筝的倾向
。

认为筝是民间的东

西
,

难登大雅之堂
。

但是
,

从我们这一代人起

古筝艺术无论是在大陆
,

还是在台湾
,

都有了

飞跃性的发展
,

使古筝成了民族乐器当中的主

要的和普及的乐器
。

这一点
,

大陆和台湾
,

是

相同的
。

梁先生认为
,

古筝艺术在海峡两岸的

发展
,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古筝艺术在国民

中拥有广大的听众和他们的认同 筝曲创作的

大量涌现和创作技术的迅速提高
,

古筝的演奏

台湾筝人

梁在平先生谈
艺录

技巧有了很多创造
。

两相结合
,

便是历史上没

有过的大型的高难度的作品问世 古筝艺术队

伍空前的壮大和活跃
,

后继人才济济
。

但是
,

大陆和台湾的筝艺也有了明显的差

异
。

梁先生认为
,

大陆和台湾的筝艺
,

可以说

是已成为两个各有特色的大流派
。

这正如历史

上的文化现象一样
,

北方是豪放派
,

南方是婉

约派
。

现在大陆的古筝艺术和 台湾的古筝艺

术
,

也可以说是如此
。

大陆的古筝艺术
,

无论

是从整体队伍的演奏倾向还是从乐曲创作倾

向上来看
,

都是崇尚豪放
,

崇尚雄浑
,

崇尚刚

阳之美
。

而台湾的筝界
,

则崇尚婉约
,

崇尚幽

榷
,

崇尚阴柔之美
。

打个比方
,

大陆的筝艺象

油画
,

台湾的筝艺象水彩画
。

这是差异之一
。

差异之二
,

是大陆的古筝艺术创新明显
。

在曲目的创作上
,

明显地吸收了世界现代技

术
。

在大陆上
,

传统的各个筝派
,

如秦筝派
,

潮

州筝派
,

河南筝派
,

等等
,

都在融汇贯通
,

互

相渗透
,

有合流的倾向
,

有为现代技巧创作取

代的趋势
。

在大量大陆新筝曲中
,

很难说还存

在传统上的什么派
。

而台湾的古筝艺术
,

则更

重传统
。

即便创新和发展
,

也有着明显的传统

观念
。

甚至连音阶
、

调式
、

曲式等等
,

都格守

民族传统
。

台湾接触到西方现代派的东西
,

很

快很多
。

但台湾的古筝艺术
,

却能格守民族传

统
,

这一点值得研究
。

对大陆古攀艺术的两点商相趁议

孙焕英

梁先生认为
,

现在大陆的古筝艺术
’

,

有两

点值得商榷
。

第一点
,

是关于古筝的用弦间魔
。 、

梁先生说
,

古筝的传统的丝弦
,

冷失在大

陆上看来 已经绝迹 了
。

这个问题值得提出讨

论
。

梁先生建议
,

大陆的古筝界应当保留些丝

弦筝
,

不应当让它绝响
。

他认为
,

丝弦的韵味
,

是无法用钢弦所代替的
。

古筝单一地钢弦化
,

这并不一定是古筝艺术的丰富
。

有不少曲目
,

用钢弦筝演奏不如用丝弦筝演奏效果好
。

大陆

上的年轻人
,

恐怕已经不会使用丝弦筝了
。

鉴



于这种情况
,

梁先生建议大陆筝界应采取措

施
,

解决丝弦古筝后继无人的间题
,

竹笛不能

用长笛代替
,

陶埙也不能制成铜埙
。

同样
,

钢

弦筝也不能代替丝弦筝
。

它们可以并存
。

第二点
,

是关于筝的特殊技巧应用间题
。

古筝的演奏手法
,

有常用的
,

有偶用的 有

基本的
,

有特殊的
。

人行的基本步法是走和跑
,

跳就不是基本的和常用的
。

比如筝演奏技巧中

的扫弦
,

或者说是琶音
,

这是个特殊的偶用的

手法
,

是在特殊的情况下
,

特殊的意境要求
,

偶

尔用一下
。

但现在大陆的筝曲
,

把这一技巧用

得很多很滥
,

好象无扫不成曲
,

无扫不为筝
。

有

的单手扫
,

有的双手扫
,

有的双手十指几乎全

用上了
。

一支曲子
,

时不时地来一通大扫特扫
。

俗话说
,

万绿丛中一点红
,

才显得花儿可贵
,

才

显得花儿出众
。

如果来一个万花丛
,

一片红
,

那

一点红就无所谓了
。

筝的基本手法与特殊手法

的关系
,

也是如此
。

如果滥用扫这种技巧
,

这

种技巧也就没有特殊意义了
。

响乐队
,

有弦乐组
、

管乐组
、

打击乐组
,

就是

没有弹拨乐组
。

中国的民族交响乐队有弹拨乐

组
,

古筝在中国的弹拨乐中
,

又是较有发展的

一种
。

二
、

筝的结构庞大
,

复杂
,

演奏技巧丰富

多采
,

它的表现力是很强的
,

能够胜任重大主

题的表现和大型乐曲的表演
。

在与西洋大型交

响乐队的合作中
,

能够取得平衡
,

压得住阵脚
,

不至于被庞大的乐队淹没
。

三
、

筝的音色特别美
,

而且在弹拨乐中是

能够吟揉的
。

这在听惯 了西洋管弦乐的人来

说
,

非常具有吸引力
。

梁先生认为
,

中国的古筝艺术在世界上的

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

现在仅仅是开始
。

古筝在

世界上称雄
,

并非人为现象
,

而是艺术规律的

必然
,

是古筝艺术本身决定了的
,

是中国的文

化发展决定了的
。

中国古攀艺术的世界地位及展望

梁先生在谈及这个问题时
,

断然说
,

中国

的乐器
,

将被世界越来越重视
。

这是毫无疑问

的
。

特别是古筝艺术
,

将更是如此
。

到目前为止
,

在众多的中国乐器中
,

古筝

是在国外传播最广
、

市场最大的一种
。

还没有

那一种能比得上
。

二胡
、

琵琶
、

笛子
,

虽然在

中国比古筝还要普及
,

但它们在世界不如筝普
及和受重视

。

实际上
,

外国人现在是把筝作为

中国乐器的代表了
。

古琴的代表位置 已让位于

它了
。

外国人选修中国乐器
,

往往选筝
。

古筝

在中国的历史上看
,

本来是民俗乐器
。

但现在

从世界上来看
,

它成了高雅的乐器了
。

梁先生曾向笔者列述古筝艺术在国外辉

煌的展示
。

他说
,

在南朝鲜
,

已经出现过六次

由西方高水平的大型交响乐队协奏的古筝音

乐会
。

这恐怕在众多的中国乐器中
,

是独厚的
。

何以古筝会如此独领风骚呢

梁先生认为
,

大概由以下几点决定

一
、

中国乐器的优势
,

是弹拨乐
。

西方交

加强海峡两岸古攀艺术交流势在必行

梁在平先生在同笔者交谈古筝艺术当中
,

特别强调这个问题
。

按照他的观点
,

这是非常

必要的
。

因为
,

第一
,

本来是一个祖宗的中国

古筝艺术
,

在海峡两岸
,

有了几十年的各自独

立的发展
,

现在有了些条件进行交流
,

是很好

的机会
。

很需要互相了解一下
,

交融一下
。

第

二
,

古筝艺术在国外有了飞快的发展
,

前面 已

经谈到
。

中国本身的古筝艺术如果不加强切

磋
、

交流
、

互相促进
、

求得发展
,

就很可能在

世界落后了
。

中国生长的古筝艺术
,

如果让人

家外国人领了先
,

岂不是个笑话么

梁先生对世界音乐发展情况
,

是很关心和

很了解的
。

特别是外国人对中国音乐的研究
,

梁先生更为关心
。

日本岸边成雄先生写的 《中

国唐代音乐的研究 》这部大部头的著作
,

就是

梁在平先生译成中文的
。

笔者以为
,

梁在平先

生特别强调这个问题
,

是有他的道理的
。

我国

的 民族音乐工作者
,

似乎也应睁大眼睛看世

界
,

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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