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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谈古筝独奏曲 《林泉 》的演奏体会
文 吉 炜

二
、

作品调式和声与演奏

作品的调式与和声创作
,

是继承民族传统和声风格与借鉴西方和声创作技术的巧妙结合
,

具有较

鲜明的特点
。

一 作品对古筝传统定弦的改变
。

《林泉 》的定弦

作品的定弦打破传统五声音阶序列定弦 不再是原来的 弦定弦 组五声音阶循环排列
,

新的

定位也可以在序列中找到五声音阶原素
。

整个音阶是以 为宫音的五声调式为基础
,

低音的五根弦

稍有变化
,

从小字组 音开始进人
” 宫调式中的角音

。

从这列音中可看出
,

是省略了音或加 了音的

以 ” 宫为主的音阶
,

最高的音又变化为调式中的变徽音 偏音
。

其结果
,

单一的五声音列变成了

多调式系列
。

于是
,

五声性音调与半音化展开相结合
,

为整首作品确定了相应的基调
。

为作品的内容所谱写的调式决定了乐器的定弦
,

整首作品基本上以 ” 为宫音的各种调式
。

由于

调式既沿袭了传统民族调式
,

使得作品极具民族风韵
,

但又不同于

传统作品 中单一调式的陈述
,

而是在作品中极微妙处通过某几个音

的变化 使得调式在瞬间形成各种对比的色彩感
。

作曲家这样打破常规的定调
,

是颇具匠心的
。

他为作品中的调

式转换
,

在琴弦定音上做好了准备
,

以此打破传统定弦不可 以转调

的局限
。

值得重视的是
,

这一组定弦融人到作品写作中的调式及和

声的转换
,

没有一点冲突与僵化
,

并能让作品的调式及和声风格还

基本保持在民族风格中
。

二 作品对民族调式的运用
。

作品的五声调式特点使其和声有民族五声音阶和声特点
。

作品调

性以 ”
为宫的七声音阶民族调式为基础

,

在这个调式基础上写出了

动人的具民族色彩的旋律及其相应的和声
,

与各式各样的偶成和声
。

在作品中作曲家善于运用 良好的内心听觉
,

很好地把握了音程

色彩的对比关系
,

并通过单和弦与副和弦的原位
、

转位形式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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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觉上的新音响
。

从谱面上看
,

最具特色的是第二部分中各种音程碰撞的结合
,

音响感丰富 但音

程还是传统调式中所能构成的和音
。

谱例

三

谱例

作品对西方现代和声写作手法的借鉴 —纵合化和声运用
。

作品用横向进行的旋律材料作纵向上的结合
,

使之化为和声形态
,

于是便形成了纵合化的和声

方法
。

这里将纵合化和声与调式功能和声做了结合
。 “

化横为纵
”

的和声方法丰富了和声的表现形

式
。

四 作品和声演奏的特点

作品的和声写作
,

采用 了西方和声的创作手法
,

使和声丰富多样
,

从而对乐器的演奏者有着突

破性的演奏技术发展要求
。

古筝善于表现很流畅的多音组合的旋律线
。

作品 《林泉 》题意在描绘 水
” ,

水之形之声的变

化是多种多样的
,

所以作者在和声创作上要尽量用和声表现出水的多变
,

以及挖掘乐器在表现上的

潜力
。

作品 《林泉 》中的和声 排练号 最后五小节
。

谱例

此处采用双手演奏
。

右手大指弹奏最高音
,

保持同一力度和音高不变
。

而和弦的变化的音由

右手食指与 中指演奏
,

两手指变化的音都做大二度级进
。

为 了强调这种即稳定又不协和的音响
,

就

要注意三个手指力度的不同处理
,

强调中指
、

食指演奏变化的音的力度
。

这样在持久的高音强奏

下
,

也让听者明显听到
、

感觉到中间声部的不协和音程的跳动
。

同时左手也应注意处理三个手指的

同时演奏的关系
。

由左手演奏的低音和弦的三个音
,

都是进行大七度的跳进
,

每个手指都是跳动变

化的
,

所以要求三个手指在同时弹奏时力度均衡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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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我们看到
,

在演奏现代乐曲时
,

一定要细微地分析到每

一个和弦中的每一个音的变化
。

然后应作品中具体音的需要
,

有针

对性的
、

灵活的运用变化的演奏方式
,

使得演奏能更恰当地表达作

品
。

把握分析现代作品和声的能力
,

是现代古筝演奏者必须的素质
。

三
、

作品节奏与演奏

一 作品现代节奏型的运用

作品在节奏创作上结合西方现代创作技法
,

拓宽了古筝的音乐表现力
,

同时也对演奏技术提出 了新要求
。

作品运用 了一些现代音乐创作中常用的节奏型
。

如 渐变式的节奏型
、

自由数量节奏型
、

自由变化三连音节

奏型等现代节奏型
。

二 现代节奏型与力度及音色的关系

单一节奏型与力度的关系

一般情况
,

现代渐变式节奏型在渐快时与力度的关系
,

是随节奏渐快而渐强的
。

作品 《林泉 》中不乏这

样的例子
。

谱例

变化单一节奏型律动同力度与音色的关系

变化节奏型影响相应音符的音色与力度的层次变化
,

如 《林泉 》第一部分的变化三连音与三连音律动的

力度转变
。

律动的改变使重音前后颠倒
,

音色明暗也随之交替
。

谱例

根据各种节拍规律
,

都可以找出不同的音色变化
,

现代作品的节奏型变化多样
,

这是传统筝曲无法 比及

的
。

节奏型的丰富要求演奏者必须对现代节奏型有细致的理解与把握
,

并对作品中具体的节奏型进行分析
。

四
、

作品音色与演奏

这里要谈的音色是与作品的力度分开的单纯在作品中要表现的乐器音色
。

要完美地表现作品
,

除了要对

作品力度节奏等因素的完好表达
,

还有一个演奏者必须具备的非常关键的基本的能力 —对乐器音色的把握
,

应该结合作品弹奏出最能表达作品
、

最贴切作品内涵的音色来
。

《林泉 》这部作品
,

是作曲家有感于古筝这件乐器的音色特征特别创作的作品
。

他用描写水的题材
,

结

合着古筝的音色
,

极 自然
、

和谐地构造了这部作品
。

作品没有抛开传统音色的使用
。

传统音色中的揉音和颇

音在 《林泉 》中的出现
,

使作品从开始处就保持在古筝传统音色中
。

谱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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颤弦用 以延长声音是传统古筝音色的韵味
。

作品借用

颤弦的演奏方法
,

用传统古筝音色的表达方式
,

表现着水

波的波动
。

演奏现代古筝作品要力求掌握古筝的传统音色
,

弹奏

的触弦及揉按滑颇等技法是传统演奏音色的范畴
,

在现代

表达中同样要求演奏者极大地发挥它的特色
。

现代筝曲表

达需要的乐器音色又是极为丰富的
,

传统的较为单一的弹

奏音色不能满足作品表达的需要
。

所以现代古筝演奏的音

色是在传统基础上拓展的
。

作品《林泉 》的音乐内容力求通过不同音色的细致变

化
,

来描绘作品主题水的变化多样
。

其音色要求的浓淡
、

明暗
、

厚薄之细致
,

是以往传统音色变化所不及的
。

如

何演奏出明与暗
、

刚与柔
、

清脆与浑厚等等变化多彩的

音色来表现作品的内容
,

弹奏位置的变化是一种方式
。

在

不同弦段上选择不同 的音色是丰富音色表现手段之一
,

一般来说
,

靠近岳山处发音明亮
,

音质较刚硬 右侧弹

奏位置的琴弦二分之一处音色较柔和
、

暗淡
。

手的不同

触弦方法产生不同的音色
,

触弦的方法有多种 夹弹法

与提弹法是最基础的两种
。

在这两种方法基础上发展而

来的又有许多
,

如运用大臂挥动的夹弹法与提弹法
,

用

手腕的提弹法
,

手指独立的夹弹与提弹法
,

不同的弹法

发力点不同
,

音色也不同
。

我们应根据音乐表现需要
,

进

行不同的弹奏位置与弹奏方法的变化
,

切忌弹奏时手僵

化于一个位置与一种方式
。

理常出现由薄至厚一趋到底的状态
,

而没有那么多的力度

曲回
。

力度逐步加人的方式
,

使音乐情绪随力度音响紧张

度的增长而逐渐强烈起来
。

力度的对比幅度也很大
。

渐强

常是由 一一一一一一 或是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力度的

变化由弱至强涵盖着多个层次
。

这些都可在乐谱中到
。

排练号 的整段的力度标识与排练号 中一些乐句的力

度标识

由于蕴涵在作品内的力度层次变化加多增大
,

所以

要求演奏者力度层次的表现力加强
。

仅概括作品 中出现

的摇指的强弱变化
,

就有
、 、 、 、 、 、 ,

以及不同层次的渐强渐弱等多种
。

这些看似简单的变化
,

却需要演奏者在练习时下功夫严格区分
。

因为作品的精

髓也体现在这些小的变化中
。

而越是细小的变化在技术

训练中越难练就
。

演奏好现代作品
,

就要从细微处着手
,

只有具备把握表现这种力度的技术能力
,

才有可能具备

演奏现代作品的素质
。

演奏者越准确地对作品力度进行

表现
,

越会给予听者内心以深刻的感动与强烈的冲击
。

由此可见
,

现代作品 的力度把握对演奏者成功把握作品

的重要性
。

结 语

五
、

作品力度与演奏

我们从对 《林泉 》作品分析中
,

可以感受到现代作品

在力度方面的表现力
。

作品的力度范围基本是在以下这些

标识内进行的
、 、 、 、 、 、 、 、 。

单

从作品的力度标记上来看
,

它的力度层次已经到达了一个

极丰富的情况
。

现代作品的力度是在传统作品的基础上
,

加宽了许多

层次
。

作品力度层次标识得越丰富
,

就要求演奏者越精确

越分明地把握好力度的变化和对比
。

作品 《林泉 》从整体力量安排上
,

体现了现代特点
。

力度的对比与变化多以渐强
、

渐弱
、

突强
、

突弱为主
,

而

没有常用传统作品中力度对称的对比关系
。

乐曲中力度处

通过对《林泉 》的上述分析
,

笔者从这首作品的曲式结

构
、

创作手法和构思上
,

感受到作曲家较好地继承了曲式

结构发展原则
,

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与他所要表达的思

想内容结合起来
。

作品用现代作曲手法融会贯通于古筝这

件传统乐器
,

突破传统筝曲创作的地方色彩性
,

保持民族

化风格与现代性的统一
,

是现代古筝作品比较成功的范例
。

本文在粗浅分析《林泉 》的同时
,

根据笔者的演奏实

践
,

以一定的篇幅谈了些个人体会
。

由于学识和悟性所

限
,

就演奏体会本身的归纳是非常有限的
。

但笔者通过

写作本文深深地感到时代进步推动艺术发展
。

作为民族

音乐工作者的一员更要与时俱进
,

不断吐故纳新
、

虚心

学习新知识
、

新技法
,

有机接受新观念
,

把握好继承与

创新的关系
,

才能达到学业和艺术上的进步
。

这是笔者

最大的内心感受
。

本文的论述和观点无法概括我国现代古筝作品和演奏

的全貌
,

多有偏颇和疏漏之处
,

恳请老师们批评指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