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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通过对王建民三首古筝曲的研究 ,从传统素材、非传统调式和声、简约性创作以及新演奏技法四

个方面 ,探析王建民的筝乐创作特色。王建 民的筝乐创作在我国民族器乐创作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的作

品也是八十年代以来富有探索与创新精神的民族器乐作品 ,对他作品创作特色的研究将对筝乐新创作具有一定

的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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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民是 80年代以来在民族器乐独奏曲及民族管弦乐创

作方面很有成就的一位中青年作曲家。他在传统音乐素材的基

础上 ,用不同于传统音乐语言的新语汇 ,以新颖独特的创作思

想 ,结合近现代作曲技法 ,创作出一部部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优

秀作品 ,丰富了我国民族器乐的演奏曲目 ,对我国民族器乐创作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创作的古筝曲《幻想曲 》、《湘舞 》、

《长相思》、《西域随想》、《莲花谣》、《戏韵》以及《二胡狂想曲》等

作品 ,无论在可听性上还是作曲技法方面 ,都展现出作曲家深厚

的创作功底以及对乐器独特音色的探索和尝试。其中《幻想

曲》、《长相思》和《戏韵》这三首古筝曲分别创作于 1989年、1991

年和 1993年 ,它们是王建民筝乐创作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也

是作者在创作道路上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拟从这

三首古筝曲的分析入手 ,对王建民筝乐创作的特色 ,作如下几方

面的探析。

一、传统素材的选用

王建民的创作特色之一 ,即保持每首作品的民族性。在他

的许多作品中 ,原始素材大多都取自民族民间曲调或戏曲音乐

曲调 ,这一点也成为他创作成功的奠基石。

如《幻想曲 》,作者以云贵地区的民歌音乐为素材 ,体现出

苗族飞歌的音乐风格。乐曲开始是由一段散板的引子将飞歌

的骨干音调以自由演奏的形式引出 ,这段音乐表现了虚幻而空

灵的色彩 ,与乐曲标题的涵义相吻合。乐曲的主题是在引子的

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段优美如歌的旋律 ,骨干音是将飞歌的音

调以现代的作曲技法进行处理 ,使听众既能感受到民族素材的

风格 ,又能让主题旋律有新色彩的出现 ,不落俗套。乐曲中部

还加入了一些当地富有特色的音乐节奏 ,制造出一种打击乐的

效果。这首作品获文化部举办的 1995年东方杯全国青少年古

筝大赛优秀奖。

另一首筝曲《长相思 》,是根据李白的同名诗作《长相思 》

创作而成。乐曲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表现了诗人李

白在离开长安之后 ,对自己远大抱负得不到施展的复杂心情的

抒发。依此内容 ,作者将陕西民歌的一些旋律和中国古代歌曲

中的音调融合 ,创作出了一部具有浓郁传统旋律风格的作品。

乐曲在一段自由演奏的引子之后 ,以左手的古琴音调为固定音

型演奏四小节 ,继而引出带有忧伤色彩的主题旋律。古琴音调

和主题旋律纵向的紧密结合 ,既表现了“长相思 ,摧心肝 ”的相

思之情 ,又能使听众很好地将乐曲与传统古诗词赋予的主题内

容连接融合。这首作品也曾于 1991年 12月获江苏省第二届

音乐舞蹈节器乐独奏曲创作一等奖。

《戏韵 》也是一部以传统素材为基础的精品佳作。乐曲采

用京剧曲牌为主题 ,以不同的节奏和情绪表现出戏曲的韵味。

乐曲在结构上还体现了戏曲音乐中“散 ———快 ———慢 ———散 ”

等不同板式变化的特点 ,既增强了筝曲的表现力 ,又展示了中

国戏曲艺术的魅力。该曲于 1996年 7月获“中国少年儿童建

邺杯古筝邀请赛 ”优秀作品奖。这些奖项的获得也充分体现了

我国民族器乐创作界对王建民创作的肯定。

二、非传统调式音阶及和声的扩展

1. 非传统五声音阶定弦
从三首筝曲来看 ,王建民在定弦上改变了古筝传统五声音

阶的排列 ,根据乐曲本身的需求 ,设计出非传统的、独特的 ,甚

至多调性叠置的定弦方法。这种在定弦方面新颖独创的构思 ,

使王建民的每首筝曲在调性、和声方面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

更体现了乐曲艺术形象的魅力。

例 1:《幻想曲 》

这首乐曲的定弦在五声音阶的基础上 ,升高了 Ⅱ级音 ,降

低了 Ⅵ级音 ,较之传统五声音阶增加了一个增二度 ,二个减四

度 ,和一个倍减五度 ,这种定弦的构思既丰富了古筝的音色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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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了乐曲的表现力 ,使一首具有传统曲调基础的筝曲增添了

别样的色彩。

例 2:《长相思 》

《长相思 》的定弦是采用了两组不同宫音阶 (即 C宫音阶

和 F宫音阶 )的交替 ,这种定弦的方法丰富了乐曲的调式、调

性 ,在横向旋律起伏中 ,调式调性能自然转换 ,减少转调给乐曲

旋律进行中带来的突兀感。乐曲的一些段落在纵向上采取了

两种调性结合的双调性手法 ,使乐曲的音色更为丰富新颖。

例 3:《戏韵 》

《戏韵 》的定弦采用的是多调连环叠置的排列方法 ,以“小

三、大二、大二、大二 ”的音程关系排列成五组 ,每组都可产生一

个雅乐调式系统 ,即 b G宫雅乐系统、b E宫雅乐系统、C宫雅乐

系统、A宫雅乐系统和 # F宫雅乐系统 ;如果将此定弦中的五声

音阶宫系统一一排出 ,又可得到 bA宫、b G宫、F宫、C宫、D宫、

A宫、B宫以及 # F宫八组宫系统五声调式。这些连环叠置的调

性体系使乐曲无论在横向的调性转换 ,还是纵向的和声组合上

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乐曲由此多调性的排列方法而凸显其

现代作曲技法的风格。

2. 非传统调式和声的扩展
这三首筝曲的调式和声都体现了作者对民族器乐中新的

音乐语言及表现手法的探索和创新 ,一改以往五声调式结构的

民乐创作模式 ,在作品中大胆使用有增四度的变音和弦、增三

和弦、二度叠置和弦、四度叠置和弦、降低三音的减小七和弦、

纵合化和弦 ,以及音块式叠置和弦等。

(1)二度叠置和弦

在这三首古筝曲的和弦运用中 ,较多地使用了二度音程 ,

这种音程的使用加强了作品的不协和性 ,也增加了乐曲色彩明

暗度的对比。

如在《幻想曲 》散板引子的开始部分 ,前 4拍的左手琶音演

奏中 ,同一和弦的三度音的还原和降低 ,使以苗族飞歌为音调

基础的作品既保留了原地区特定的音乐风格 ,又揉和进一种新

颖别致的音响。表现出一种虚幻、空灵而深远的意境 ,体现了

作品中创新的现代意识。

例 4:《幻想曲 》

在例 4a中 ,两声部同时将“还原 4”和“# 4”并置使用 ,使和

弦中增加了二度的音程 ,丰富了乐曲的色彩。例 4b中 ,“还原

4”和“# 4”没有同时叠置出现 ,而是滞后一拍 ,同时又出现了 6

和 b 7的小二度音程 ,这两种小二度音程的运用 ,使人明显感觉

到二度音程带来的紧张感。

例 5:《戏韵 》

　　在《戏韵》中 ,二度叠置的和弦出现次数较多。例 5是《戏

韵》的主题片断 ,左手的伴奏音型在整个乐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

位 ,是一种核心节奏型 ,它配合右手声部的京剧曲牌旋律 ,起到

了打击乐伴奏的效果。这种二度叠置的音型持续了 23个小节 ,

使主题乐段材料统一 ,音响紧张而又富有表现力。

(2)纵合化和弦

例 6:《幻想曲 》

王建民作品中使用的纵合化和弦不同于以往民族调式五

声性纵合化和弦 ,这些和弦中加入了不协和音程及特性音 ,使

乐曲在纵横方向上既保持了和声的协调又增添了非传统性的

音响效果。例 6a中 ,旋律声部的骨干音是“b 7、2和还原 4”,左

手声部便依此旋律骨干音组合成一个大三和弦。例 6b中的左

手和弦同样也是根据右手旋律的骨干音排列而成 ,并产生了

“2、# 3、# 4”的音块式的密集和弦。

(3)音块式和弦

密集的音块式和弦是近现代作曲中常用的和声材料 ,它紧

张、尖锐的音响 ,具有非常强烈的不稳定感 ,能表现出乐器独特

而原始的音色风格。

例 7:《戏韵 》

王建民在《戏韵 》中的音块式和弦 ,是作为一种打击乐器或

特殊的音响效果使用的 ,如例 7的 a和 b两个片断 ,这种音块

式和弦是由两个大二度纵向结合而产生的 ,它打破了传统和声

的规范性和逻辑性 ,在增强了音乐内在动力的同时 ,也丰富了

古筝的音色。

三、简约性创作特色

王建民每首作品的材料运用都能体现出一种简约节省的

风格 ,大多数的作品都仅以一个核心音调为基础 ,通过作者丰

富的创造力发展衍生而成 ,这也是王建民作品结构集中 ,精致

严谨的关键所在。

例 8:《幻想曲 》

a、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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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主题

例 a是乐曲的引子 ,简单的几个音符是整个乐曲发展的核

心音调 ,也是主题 (例 8b)的雏形。主题由此音调结合苗族民

歌《飞歌 》的骨干曲调而形成了一个具有较强表现力的优美动

听的旋律。这个旋律在如歌慢板的速度下缓慢奏出 ,给人以无

限遐想的空间。之后的材料也都是由此主题在速度、音区、力

度以及节奏上的变化发展而来。

例 9:《戏韵 》

《戏韵 》是由两个代表不同形象的主题发展而成 ,主题 (见

例 5)采用的是闪板的京剧曲牌 ,速度较快。例 9是主题材料的

扩充发展 ,将其节奏拉宽 ,力度加强 ,左手伴奏的音型紧缩。

例 10:《长相思 》

《长相思 》的主题采用了古曲中的音调作为左手的固定音

型 ,四小节伴奏后引出带有陕西民歌旋律特点的主题 ,这个主

题也是贯穿全曲的核心音调。再现段将此主题转为 F宫系统

的 d羽调式。

通过对这三首筝曲材料运用的分析 ,不难看出作者构思创

作这些作品的用意 ,即以核心音调贯穿全曲 ,其它材料紧密围

绕着这一核心音调 ,使乐曲既有新的旋律色彩变化 ,又显现出

材料使用集中的特色 ,加强了乐曲的细腻性。

四、新的演奏技法的探索

在王建民的筝乐创作中较为突出的一点是对新的演奏技

法的探索运用。他不仅在已有的演奏技法中发掘乐器新的音

响效果 ,还设计新的演奏技法 ,这些探索体现了作者对传统乐

器新音色的追求 ,而这些具有创新意识的技法也为乐曲的表现

力增色不少。

1. 模仿打击乐演奏的技法
这种技法的运用 ,在王建民的筝乐作品中是比较常见的。

如在《幻想曲》中 ,作者运用了“拍击琴板 ”、“握拳扣击琴板 ”等

手法 ,这些手法在乐曲中段及结尾恰当的使用 ,使乐曲模仿了民

间打击乐的节奏型 ,增添了一种特有的舞曲风格。

在筝曲《戏韵 》中 ,新演奏技法与京剧曲牌结合 ,体现了我

国戏曲中“唱、念、做、打 ”的舞台艺术形象。如“拍击琴头盖 ”、

“指尖叩击琴板 ”等 ,这些手法也都具有模仿打击乐演奏的效

果。

2. 肢体演奏的技法
肢体演奏即借助除手指外的其它身体部位参与演奏 ,使之

产生新的色彩和效果。这种技法在王建民的筝乐创作中使用

较多 ,并产生了不同反响的效果。例如在《幻想曲 》中 ,作者让

手掌参与演奏 ,创制了“掌击琴弦低音区 ”的技法 ;在《戏韵 》

中 ,作者为了突出表现京剧伴奏乐器的形象 ,使用了“掌击弦 ”、

“肘或掌压琴弦 ”等 ,这些肢体演奏技法在乐曲的发展段恰当的

使用 ,使乐曲获得了戏剧性的发展。

3. “自由演奏 ”技法
自由演奏是近现代作曲中常用的一种技法。这种技法是

指无固定音高或无固定节奏的自由演奏。在《幻想曲 》中 ,作者

在尾声段设计了将 d3、b b2、a2、# f2 四个音符自由快速地轮流演

奏 ,这种技法演奏的效果与作品的标题呼应 ,营造出一种虚幻

而自由遐想的意境。《戏韵 》中 ,也有同《幻想曲 》类似的演奏

技法。在引子开始时 ,即由左右手交替由慢至快自由演奏一个

二度音程 ,后又将方格内的音符由慢至快轮流反复。

在《长相思 》中 ,主题旋律开始处 ,以左手在琴马左侧的不

规则的自由刮奏 ,配合主旋律凄楚的旋律 ,更能体现乐曲忧郁

伤感的色彩。

王建民的筝乐创作植根于民族音乐 ,又辅以近现代的作曲

技法 ,使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 ,因此在他的筝乐作品中既有优

美动听、耳熟能详的传统主题旋律 ,又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戏剧

性发展。他创作中的独特构思与创造性的思维 ,使他的每首筝

曲都独具特色 ,这些新的演奏技法的创造 ,丰富了古筝的演奏

技法 ,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音色 ,还增强了古筝这种传统乐器的

表现力 ,对筝乐创作乃至管弦乐曲的创作都提供了有益的经

验。

参考文献 :

[ 1 ] 上海音乐出版社编. 中国古筝名曲荟萃 (中 ) [M ]. 上海 :上海音乐

出版社 , 1995.

[ 2 ] 樊艺凤. 一个独特的“渐变过程 ”———王建民筝曲《幻想曲 》研究

[ J ].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天籁 ) . 2002, (3) .

[责任编校 　刘继保 ]

·401·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6年第 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