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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芬芳 》演奏艺术探讨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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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茉莉芬芳 》是何占豪据民歌《茉莉花 》改编的古筝独奏曲。全曲充满诗意 ,优美流畅 ,清丽淡

雅 ,形象地描绘了茉莉花的洁白芬芳 ,具有浓郁的江南地方色彩。这首作品演奏的关键 ,除了掌握娴熟的

技巧外 ,还要对作品本身包含的喻义做到准确的阐释。在神态上 ,乐曲之情的直接传达 ,张目转瞬之际 ,容

情变换之处 ,脸色松紧之时 ,都是乐曲、乐感的自然呈现。除此之外 ,还有演奏者如何才能准确表现身姿、

手势、指法和眼神、形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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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茉莉芬芳 》是何占豪先生 1991年取材于江苏民

歌《茉莉花 》改编而成 ,根据古筝擅长表现柔美这一特色

而改编的古筝独奏曲。此曲原是江苏地区的小调 ,在现

代看来就是当地盛行一时的流行音乐。《茉莉花 》属于

小调 里的鲜花调。它是在原鲜花调结构不变的情况下

做了旋律的加花修饰 ,此曲主调是“徵 ”调式 ,他的曲体

结构较特殊。前半部为两个呼应性乐句 ,第一句是上下

重复的短句 ,停在“徵 ”音上。第二句尾音落在宫音上。

四小节为一个单位。第三句和四句紧密接成一个尾部

带拖腔的八小节 ,终止在“徵 ”上与前半部相呼应。全曲

清丽淡雅 ,生动地描绘了茉莉花洁白无暇 ,扑鼻芬芳的

形象。早在两百多年前 ,由玩花主人第一次记录下了这

首歌。它不止流传于江南 ,在中国很多地区 ,经过改编

后也有广为流传。它也是最早传到国外的一首中国民

歌。十九世纪初期就传到了欧洲 ,曾长期被欧洲人误认

为是中国的国歌。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 1920年 8月在

一位曾出使过中国的朋友法西尼公爵家中听了一个从

中国带回的音乐盒的音乐 ,第一段就是《茉莉花 》。他立

刻感到这段甜美的音乐对他所将要创作的歌剧《图兰多

特 》的重要意义。后来他把这首曲子改编成男声齐唱 ,

如此动听的曲调让人简直无法去恨那个从剧情来讲如

此讨厌之极的公主。这不能不说是这首曲子在此所发

挥的作用。它淡雅浓郁的中国民间风格 ,曾使全世界亿

万听众迷恋不已 ,在欧洲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大影响。

何占豪先生所改编的这首古筝独奏曲《茉莉芬芳 》,

虽然是一个很精致的小品。看似简单 ,弹好也不易。现

在许多古筝演奏专业的学生只专注演奏那些大型的、有

着高难度技巧的乐曲 ,而不太注重从音乐风格、音乐思

想、表现内容及作品本体等多方面对乐曲进行细致的研

究。造成只会“弹 ”琴 ,不会“谈 ”(不了解乐曲表达含

义 )琴的状况。本文拟从以上观点 ,以教育者和演奏者

的角度论述实践心得。以下所介绍的是演奏时的音乐

想象与技巧难点分析。

一、乐曲引子的处理

　　清脆、喜悦、纯净、柔美是此段的演奏特色。乐曲一

开始就用古筝特有的特色连续琶音和摇指形容茉莉花

的优雅清纯。让人仿佛能感受到茉莉花瓣上几颗晶莹

的水珠剔透明亮。紧跟着是渐快的散板、琶音和刮奏的

出现。清脆流畅 ,仿佛珠落香散 ,芬芳四溢。优雅的演

奏体现了茉莉花的芳魂 ,演奏的时候让人感到人就是古

筝的一部分 ,把自己深深地融入旋律中。第一段仅仅是

“清弹 ”,演奏时必须让音色纯净 ,透明 ,淡雅而和谐。演

奏时要对自己的手法灵活的控制 ,演奏时举起手的动作

便是下一个动作的动力 ,当手指弹出弦后力量就消失 ,

但手型仍要保持着演奏的状态 ,自然状态的放松就要求

弹弦时要保持不弹弦时的状态和感觉 ,这就是演奏者自

身的控制。

为更好地表现这种意境 ,在演奏时 ,演奏者可以根

据情节发展的需要随意处理节奏速度 ,在弹的时候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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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杂音 ,尽量保持每个手指的独立 ,把每个音弹清楚。

尤其是

意这一句。在演奏的时候 ,一般初学者都为了求速度根

本没有弹清楚 ,一带而过蒙混过去 ,造成旋律模糊。但

是这一句却是经典所在 ,如果弹不好就完全失去了存在

的意义。演奏表演时不仅要求表演者准确借助音乐想

象力 ,来把握表现作曲家的创作的意图 ,而且还要求表

演者积极发挥它们的艺术想象力 ,在演奏者对作品的二

度创作中起积极的作用。在演奏过程中 ,联系。在演奏

中 ,注入自己的情感进行再创造。山谷幽深的宁静 ,我

们竟会由衷地弹出浓厚优美的演奏者必须注入自己对

花香的感觉。这是情感的体验。只有对音乐有充分的

认识及富有音乐想象力的思维构图 ,才能把乐曲完美的

演奏出来。这种想象可以随意地把与乐曲有关的各种

各样的事物形象地联想起来。演奏者可以借助主线旋

律或有关茉莉花的文学素材启发自己的感受和欲望进

行音乐再创造 ,把想象和创造思维相音色来描绘浓浓茉

莉芳香的气息 ;想象丁冬的泉水 ,涓涓的清流 ,我们就会

运用古筝的刮奏 ,清丽明亮的摇指等来表现茉莉花在微

风中轻轻摇弋的千姿百态。演奏者必须调动自己的想

象力 ,从内心审处去感受生动的音乐形象。

二、主题展示部的处理

　　缓慢 ,深情 ,清纯 ,高雅是此段的演奏特色。引子

结束后以慢板 ( = 46)的《茉莉花 》主题展开旋律。曲调

没有特别复杂的和弦伴奏 ,只是加入了几个低音忖托出

曲调的清丽优雅 ,高贵中还带有几分少女的妩媚。不仅

体现了民歌的优美 ,而且还含有几分古典的浪漫。所以

在演奏中注意旋律与伴奏声部之间的衔接自然。双手

交替演奏旋律时 ,音色力度要统一。速度不能太慢也不

能太快。太慢就会让音乐停滞 ,并且会带有悲切的味

道。太快又显得太跳 ,失去了优雅的感觉。

演奏者从接触作品开始就体现了其显示生活的积

累基础与一定的艺术态度。每个演奏者的表演风格都

不相同 ,文化修养 ,审美态度各有差异。同一首乐曲不

同的人演奏会有不同的效果。这与艺术个性和按、揉弦

的方式有关。也与从学习古筝开始接触的流派不一样 ,

从而导致每到按弦就习惯性演奏独特流派按弦方式 ,从

而引起很大不同演奏风格有很大关系。而我们所要演

奏的这一段主题展示部有很多按滑音。所以在演奏的

时候关键是左手按音要慢起慢落 ,把韵按出来 ,做到手

随心动 ,音随手行。为了能达到以声塑形 (以音乐旋律

塑造茉莉花芬芳淡雅的形象 )的目的 ,必须在左手按音

技巧上下功夫。要达到乐曲所规定的音色 ,首先要具备

对乐曲的把握力 ,并要有丰富的音色鉴别力和想象力及

敏锐的听觉分析、调控能力。确切的讲 ,要具备艺术的

鉴别力和艺术听觉力。学会分析掌握这首筝曲所代表

的风格 ,结合作家所想要的独特音色思想及形成此音色

技能的能力。并创造性想象 ,想象出你所追求的某种音

色 ,并能在乐器上现出。要不断的训练、培养提高艺术

听觉能力及对作品的内容把握能力 ,才能演奏出与乐曲

所要表达的内涵、风格统一、相对应的 ,富有感染力的音

乐外在音响表现形态 ———茉莉花香一样的“音色 ”。

其次 ,要不断反馈调整所奏出的音色 ,使之不断接

近与客观的音色标准。这里有个需要注意的技巧 - -

捂弦 ,捂弦起到了一个强调节奏感和制止杂音的作用 ,

最重要的是他可以把左手的音量控制到最合适。方法

是用左手小指的掌侧靠弦 ,如此轻捂轻拂方显心情的悠

然自得。音色的差别是需要富有训练的耳朵才能辨析

的 ,找到音色的音响特点 ,找到达成某种音色的最家弹

奏技术 ,达到与作品风格对音色的规定与演奏者个人的

演奏风格、音色、审美能力等完美结合的音色来。想演

奏出茉莉花的芳香就要想像吴侬软语的柔美 ,矫矫妩媚

的形象 ,清丽淡雅的性格就是所按的音要达到的效果 ,

不仅要多练 ,熟悉乐曲的演奏技巧 ,更主要的是多听、多

想 ,这样才能达到效果。这也要求我们在平时的生活

中 ,多注意观察 ,多注意积累 ,通过多方面的学习来提高

自己的文化底蕴和艺术素质 ,从而提高自己对音乐的深

层的欣赏力与理解力 ,来塑造独特的艺术个性。否则一

味只求熟练程度、技巧能弹多好和速度能弹多快 ,弹出

的音也就如同一杯白开水一样。没有任何味道。更别

说给人以美感 ,感动他人了。后面的音乐 ,尤其到摇指

的部分要弹得有起伏。快板要弹得节奏很稳 ,而且要很

活泼。对所演奏出的每一个音的音色都非常敏感 ,要能

从局部到把握整首乐曲的音色与作品内容、风格的统

一。乐曲的演奏 ,是演奏者对作品的一定思想内容、一

定音乐风格的补充与再创造 ,是作品真实而又完整的演

绎过程。

三、呈示部的演奏处理

　　欢快 ,清脆 ,活泼 ,明亮是此段的演奏特色。这一

段是全曲的高潮部分。由主题变奏 ,主题再现 ,变奏再

现三部分组成。主要表达的意思是表现年轻人欢快活

泼的个性。音色明亮而又清脆活泼 ,仿佛年轻姑娘细碎

的舞步。让听者心情欢快 ,忍不住要跟着旋律一起跳起

舞来。所以 ,节奏相对来说就比上一段的速度要快。以

= 152拍的速度演奏。在演奏的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旋

律音和非旋律音的关系。在速度较快、活泼灵巧中保持

并突出旋律的线条。如歌声般的流畅、灵巧。

主题的变奏用的是活板 ,旋律的发展非常自由 ,开

始是由一组组的切分音符组成的上下呼应的句子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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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

节奏感非常的强。随之而来的是如流水般的滚音。整

体速度比上一段快 ,曲调欢快活泼 ,这些地方看似简单 ,

其实要弹好却非常不容易。因为速度较快 ,所以 ,通常

都会犯两种毛病。第一种是基础不太好的 ,因为这一段

虽然没有特别高难度的技巧运用 ,但是却需要非常扎实

的基本功。加上演奏速度较快的原因 ,尤其是每次遇到

“ ”这几个音出现的时候 ,常有学生为了“方便 ”就用连

托演奏 ,这样就造成了节奏极为不稳 ,演奏速度越来越

快。所以怎么都弹也弹不清楚或是不连贯。第二种就

是技巧很好的 ,能把每个音弹得非常清晰 ,速度也能达

到要求。可是 ,当弹到这一段后就不由自主地越弹越

快 ,并且没有情绪的起伏 ,完全像背书一样 ,以极快的速

度背完这一段 ,美感尽失 ,平淡无奇。所以在一开始练

习的时候就应该先慢速练习 ,稳定节奏后加快演奏速

度 ,达到要求速度后切忌渐快 ,保持演奏的速度 ,一定要

注意曲谱上的表情记号。在表演演奏时可以把渐强减

弱手法夸张化表演 ,这样乐曲给人的感觉就非常生动有

趣。

主题再现部的旋律要与前后的速度统一。一气呵

成 ,不要任意放慢。气氛上应该表现出欢快 ,轻盈 ,活泼

的感觉。因为这段有大量的摇指运用 ,所以给原本非常

活泼的旋律增添了几分优雅的抒情。像姑娘们欢快的

舞步一样 ,轻盈中带有几分羞涩。浓浓的幸福感洋溢在

整段旋律中。

在演奏时 ,一定要注意右、左手的配合。左手旋律

往往是弱起拍子镶入右手的旋律中。所以流线性非常

好 ,上下旋律相互配合又互相辉映。

四、主题再现部的处理

　　再现部分的旋律在 198小节处正式开始。曲调由

欢快 ,火热转为平淡。衔接要自然 ,由于结束句较短 ,所

以要尽量平稳 ,让音乐逐渐安静下去。

从此段开始 ,演奏速度恢复至原速 ,演奏力度控制

在中强与中弱之间。由 198小节开始中强后渐弱 ,再至

中强。如下例 :

最后以三个泛音结束全曲。音乐渐渐远去。如淡

淡的茉莉花香 ,给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想 ⋯⋯

五、小结

　　总之 ,器乐表演中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是 ,演奏者

个性体现与如何处理演奏者个人感受与作品客观范围

的关系。演奏者所接触的作品 - - 茉莉花的芳香 ,其题

材内容及形式 ,是演奏者有深刻印象的。但大多我们都

是通过别的方法了解乐曲的背景。因此 ,固然需要我们

对弦律具有相应的了解与熟练技巧 ,但所有手段能否完

整地树立作品形象 ,正确表达作品的主题意图 ,这于我

们自身是否具有正确的艺术态度至关重要。表演是感

性化的 ,在这种情况下 ,演奏的作品既非作曲家的个人

风格的代表 ,更非自身经历及个人爱好的单纯描述。而

是在确切理解作品艺术思想基础上 ,加入自己的完美的

表现力和感染力。音乐表演应具有真实性 ,是对音乐原

作的忠实再现。演奏者驾驭作品风格的能力及艺术感

染力如何 ,不仅反映了演奏者具体技巧手段的熟练程

度 ,同时更体现出演奏者对作品的理解与态度。充分了

解此曲改编的小调风格及作曲家的风格范畴 ,切实把握

音乐作品形式与内涵的规定 ,是进行第二度创造的基

础 ,是音乐表演获得真实性的基本保证。如果演奏者只

是一味的模仿别人或机械的复制出作曲家标明的音符 ,

缺乏体现个人对作品理解的个性与创造 ,演奏必将缺乏

光彩。任何音乐表演 ,假如失去创造性 ,都必将失去艺

术价值 ,也必将失去个性。要想弹好这首乐曲一定要把

握住江南小调的民间风格 ,用心灵去体会和感受音乐。

掌握好不同风格的乐曲 ,应该用不同的揉弦的方法 ,千

万不能弹什么曲子都千篇一律 ,用同一种方法按。速度

上应该有弹性变化。开始练习的时候 ,速度一定要规

整 ,熟练之后再做速度变化上的处理。一定要注重乐句

的起伏、高潮的奏法及音质上的高度要求。控制好左右

手的配合。那么 ,美丽优雅的茉莉花就会在你的指尖下

盛开 ,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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