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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开手 》 《三 三板 》

中州古调 《小开手 》是流传于河南遂平地区的一首古

筝初学者人门必修之曲
,

也叫开手板
。

因其结构短小
,

相

对 《大开手 》而言
,

称 《小开手 》
。 “

开手
”

这里有
“

初次

人门
”

的意味
,

也含有
“

活手练指
”

之意
,

此曲被老一代

筝家奉作传统筝的
“

入门宝典
” 、 “

极为重要之课题曲
” 。

这

主要是因为北派筝曲多用
“

托劈
” 。 “

托劈
”

连用也是河南

筝曲最基础和最具特点的技法
,

而此曲如此大量集中的使

用
,

正好符合基础练习的训练要求
。

一般来说
, “

托劈
”

连

用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符合
“

中州韵
”

的特点
,

便于

在同一弦上行腔做韵 化逆为顺
,

使指序编排更为方便和

合理 富于变化
,

无论从音色和力度上对比都更加明显
。

不过
,

通过前面曲 目的学习
,

单纯从弹奏技法层面讲
,

这首小曲 目前也只有
“

活手练指
”

之意了
,

因为这首乐 曲

的所有弹奏技法在此前我们几乎都有接触
,

但由于古筝独

有的富于变化的按颤技法在谱面上难以准确记录
,

因此有

关这首小曲的上下滑音的音位我们还要做些说明
。

比如第

三小节强拍弱位置上的上滑音
,

按照河南筝的基本风格特

点
,

它应该是从变微音升 向微音 滑动
,

而不是从十

二平均律的严格意义上的 音开始 第五小节弱拍上的下

滑音 也是如此
,

即回到变微升 而不是清角原位
。

第

二行第三小节
、

第五小节的下滑音 也是这样的处理
。

此外
,

此曲的多处羽音 也可 以处理成变宫音
,

这

是河南筝曲主要是 由雅乐调式构成使然
。

同样
,

由曹正先

生译的 《中州古调 》这本书收录的 《小开手 》
,

很多时候

就是直接把羽音 记成了变宫
,

并施以上滑音
,

这样更

为符合传统河南筝的风格特点
。

与传统名 曲 《老八板 》一样
,

浙派筝曲 《三十三板 》

也是以板式结构命名的 民间乐曲
。

它是过去流行在杭州一

带的说唱音乐
“

杭州滩簧
”

的一个曲牌经加工成为古筝小

品的
。

筝作为
“

杭滩
”

的伴奏乐器
,

在长期的艺术磨练中

逐渐形成了具有明显特征的加花和变奏
,

正如北派筝曲搜

用
“

托劈
”

一样
,

浙派筝曲也有 自己带有
“

标志性
” 、 “

符

号性
”

的用 指规范
。

比如这里的
“

快四点
” 、 “

快夹弹
”

等

技法
,

综观各派右手用 指
,

这种组合也有所使用
,

但不像

浙派筝如此集中
,

如此凝练
,

甚至构成一个流派的基本用

指套路
,

成为浙派筝活泼
、

明快
、

清丽
、

雅致风格的典型

用 指
。

这首 《三十三板 》就是其中的突 出代表曲 目之一
。

乐曲第四行
,

从这里开始至全曲结束是一段流畅明快

的激情旋律
,

这一段加花变奏十分华丽
,

充分运用 了
“

快

四点
” 、 “

快勾搭
” 、 “

快夹弹
”

等富有江浙派风格特点的用

指技巧
,

令人耳 目一新
。

与北派筝曲慎用 中
、

食指 即勾
、

抹 不同
,

江浙筝派在右手运指上显得更为大胆
,

很多时

候干脆是以中指或食指在强拍进板
,

大指垫字
,

而且左手

随右手的大指在弱拍做韵
,

因此使音乐显得活泼和华丽
。

这不像北派筝曲大多 以大撮或大指在强拍进板
,

铿锵而又

朴实
,

运指简单和直接
。

在演奏这首乐曲时
,

请大家注意臂
、

腕的 自然衔接
,

不可一味只用指力弹奏
。

速度的快慢和音符的疏密影响着

用 力范围的大小
,

速度慢
、

音符疏
,

用力范围则大 速度

快
、

音符密
,

用 力范围则小
。

明 白了这一点
,

我们将可能

以轻松而又 自然的状态完成音乐的表现
,

反之我们的弹奏

将会变得紧张和僵硬
。

比如此曲的前 小节
,

主要由较

夕



场事,

平稳的八分音符构成
,

这时就要臂力的参与与运作
,

这样

才能保证音色的圆润和节奏的平稳 , 后 小节主要由快

速的十六分音符构成
,

这时的用 力范围就不宜过大
,

力源

主要集中在腕部
,

用手腕摆动既可 这样不仅保证了力

的集中
,

保证了速度的平稳 而且会使声音结实和饱满
,

从而可以流畅而又 自然地展现音乐所要表达的内容
。

《开扇窗 》

《上楼 》

《上楼 》是河南南阳板头曲中叙事性很强的一首筝曲
。

它与另外一首筝曲 《下楼 》联奏
,

构成了古筝作品并不多

见的姊妹篇
。

据称
,

这两首乐曲取材于 《西厢记 》中的故

事
。

根据需要
,

可前后联奏
,

也可单独表演
。

《上楼 》描

写的是红娘欢天喜地上楼将喜讯报与小姐莺莺的情景

《下楼 》则描绘了莺莺得知喜讯后满怀喜悦
,

峨然下楼的

生动场景
。

在这首筝曲中
,

有两种基本的触弦法需要做些简单的

讲解
。

其一是
“

夹弹法
”

这是一种在传统筝曲弹奏中使

用较多的触弦法 其特点是触弦前或触弦后贴压在将要弹

奏的琴弦或相邻的琴弦上
,

优点是由于可借助整个手掌发

力
,

因此声音饱满结实也宜于反弹 而且由于手型相对固

定
,

此手法对固定音型的演奏较为便利
。

《上横 》中多次

使用到这种方法
,

比如第一行第四小节
、

第二行第三五小

节
、

第三行第一二小节等等
。

其二是提弹法
,

这一手法在

现代筝曲中使用较多
,

其特点是弹奏前手指不触压琴弦
,

弹奏时指尖直接触弦发音
,

不做停留
,

优点是由于手指摆

脱了依托
,

因此较为松弛和灵活
,

对弹奏某些衡要快速移

位的音型较为方便
。

比如第二行的第四小节
,

第三行的第

三小节
,

第四行的第四小节等等
。

我们不少同学在学习传统作品时
,

往往不注愈
“

夹弹
”

和
“

提弹
”

的合理转换
,

常常用一种触弦方法来完成作品

的表达
。

目前常见的是不论何种风格
、

何种音型
、

何种速

度都只使用提弹法
,

以为
“

提弹
”

是现代和时尚的弹法而

抛弃传统的
“

夹弹法
“ ,

因而在演奏某些传统作品时往往

力不从心
,

节奏变得很不平稳
,

音 变得很不均衡
,

甚至

影响到 了音色的统一
。

因此
,

在学习一首新的作品前
,

我

们要善于寻找乐曲在运指技巧和触弦法上落藏的内在联系

和不同变化
,

这样才能选择合理的弹奏方法
,

才能表达准

确的音乐思维
。

惟其如此
,

音乐才能流畅和完整
。

《开扇窗 》是潮州攀派 轻六调
”

乐曲
,

音调清新 自

然
、

优美动听
。

全曲 小节共分两段
,

每段 小节
。

第

二段是第一段的重复变化
,

从篇幅上看
,

这首作品精致而

又短小
,

似乎稍显 单薄
,

但从两段的重复变化手法上

审视
,

《开扇窗 》却是我们了解中国传统音乐基本变奏技

术的又一佳作
。

当然
,

作为民间筝曲
,

每一个演奏艺人都

会根据乐曲旋律走向有 自己独特的运指和变奏方法
,

因

此相同乐曲会有多种版本
,

此曲也不例外
,

这里选取只是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版本
,

并非惟一
,

用 以说明潮州筝曲一

般变奏特点
。

作品第一段 一 小节
,

是全曲的第一乐句
。

起句用清

丽明亮的花指带出
,

开门见山
,

直抒胸臆
,

犹如一阵清风

扑面而来
。

其后至 小节处 运用右手的各种特有的组

合手法及左手揉按技巧来尽情展示古筝的独特魅力
。

从谱

面上看
,

音符组合疏密相间 气息变化张驰有序
,

句法划

分清晰明了
,

音程高低错落有致
。

从第二段开始
,

弹奏手
·

法极为单纯
,

纯净的八度和音加之短促的止音处理
,

使音

乐一下变得好奇和充满惊喜
。

这一段看似全新的旋律其实

是第一段前 小节的
“

减字
“

变奏
,

我们在处理这一乐

段时
,

除了注惫谱面上旋律发展与第一段的差别
,

还要注

愈在节奏上有所变化
,

更要区分前后音乐情绪上的不同
。

从第二段的 小节开始
,

音乐突然又变得纷萦起来
,

犹

如进人了一座婉紫姗红的大花园一样
,

运用潮州筝各种加

花变奏手法
“

单借
” “

双借
,

使音乐异彩纷层
,

充满生机
。

绵绵不绝的八分音符的紧密衔接
,

容易使人理不出头绪
,

找不到起始
,

其实它是第一段后 小节的加花变奏而已
,

并非全新的素材 但这样巧妙的处理
,

看起来较为冗长的

乐曲
,

听起来却奄不费力
,

反而格外新颖别致
。

可见
,

了

解和把握传统筝曲的变奏手法
,

对我们学习和欣赏古筝艺

术
,

进一步研究民族民间音乐多么至关重要
。

《赚恋花 》

《蝶恋花 》是广东音乐流人潮州后
,

被潮州弦诗乐吸

纳改造并最终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首器乐小品
。

这首作

品与前面的 《开扇窗 》相 比 无论篇幅
、

结构都无太大

变化
,

相反则显得短小和简单
。

但即使这样一首看似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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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留
一

掌偿
,

单的小品
,

我们也要以认真的态度留意它在细节上微妙

的变化
。

首先
,

让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
,

这是一首由 小节组

成的单曲体商调式乐曲
,

其中 自第 一 小节有三次大的

反复
。

乐曲前四行句法较为简单
,

基本两小节为一句
,

旋

律基本以八分和十六分密集音型构成
。

但 自第五行开始
,

乐句有所不同
,

节奏以及音乐情绪也趋于平缓
,

旋律基本

以四分和二分音符构成
,

颇有一唱三叹的意味
。

最后
,

乐

曲在明 朗爽快的氛围中结束全曲
。

从结构上看
,

《蝶恋花 》

和以往学习的作品最大的区别主要在调式上
,

它不是常见

的宫
、

徽
、

羽调式
,

而是较为少见的商调式
。

其次
,

句法组成不太规则
,

打破了传统乐曲大都是以

二
、

四
、

八小节构成的对称乐句的惯例
,

使音乐富有层次
,

颇有推动力
。

排指序
。

比如刚开始几小节的八度音 的处理
,

都是先

托后勾
。

而其后则主要是先勾后托
,

这与以往传统筝曲整

首作品 同一音型都用统一指序有很大的不同
,

这样的处

理更多考虑到 了旋律表达的需要
,

而并非单纯照顾指法

的顺逆
。

《小花灯 》

《小花灯 》是根据儿歌改编的一首古筝小品
。

乐曲以欢

快的音调表现了孩子们在节 日里欢天喜地闹花灯的愉快心

情
。

这首筝曲十分短小
,

只有 小节
,

去掉前奏四小节
,

旋律部分只有 小节
。

全曲只有四句
,

其中前三句 自第

小节开始每四小节为一句
,

后 小节为第四句
,

与 以往我

们所学作品相比
,

这首作品毫无新奇之处
,

但在前奏的伴

奏音型里出现了小指的奏法
,

请同学们注意
。

这是为了保

证淳厚坚实的音色的需要而特意安排的用指
。

这是一首声乐移植作品
,

并无传统筝曲较为严格的风

格韵味方面的特殊要求
,

只要按照谱面上演奏就能基本反

映出作品的全貌
,

但一般记谱时可能为 了谱面清晰的缘

故
,

都很少在速度
、

力度和表情术语方面详细记述
。

让初

学古筝的学生和初涉教学的老师都十分为难
。

比如这首

《小花灯 》
,

我们除了看到音符
、

时值和调高之外
,

对于它

的速度
、

力度和表情变化等等方面一无所知
。

人们只能凭

经验和个人的理解对作品加 以淦释
,

这或许是 中国音乐的

特色 即强调艺术个性和审美取向使然吧
。

但为了便于大

家学习
,

现在我就对这首作品做个简单的处理 我们将会

看到
,

这种加人力度
、

速度等因素的点睛之笔会让毫无生

机的乐谱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
。

首先
,

通过标题我们可以看出
,

这是一个儿童题材的

表现欢乐场景的古筝小品
,

速度应当是不低于一分钟

拍的小快板
,

这样才符合所要表达的欢乐情绪
。

接下来
,

我们再来看看前奏的音型
,

它是一个非常跳跃
、

活泼的音

型
,

像小朋友蹦蹦跳跳的步伐
。

这四个小节的力度处理最

好是 由强及弱
,

这样处理既符合儿童天真直率的个性
,

也

可以为后面主旋律的出现做好铺陈
。

第 一 小节旋律部

分的弹奏
,

应该以中强的力度出现
,

这样能使主题更加鲜

明
,

并且与前奏音乐区别开来
。

第三行前四小节要弱奏
,

表现出小朋友的可爱
、

顽皮及相互逗趣的情景
。

乐曲最后

在热烈而又喜庆的氛围中结束
,

干净利落
,

一气呵成
。

待 续

一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