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云苍狗
,

千载悠悠
。

云心无我
,

云我无心
。

也许听

惯了西洋音乐和流行音乐
,

却始终觉得烦躁不安
,

心神无

法清静
,

听觉最终还是要回归到简单极致的单线条的琴瑟

筝韵
。

抛却繁复的乐理和作曲知识
,

管它什么和声对位
,

但求乐人我耳
,

弦动我心
。

听伍洋的筝曲 《灵光 》
、

《筝韵

心声 》
,

带来的正是心如池水
、

亦静亦动的画面和心境
。

年
,

作为我国古筝演奏家
、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李

萌的高徒
,

当伍洋用研究生毕业音乐会的精彩演绎
,

作为

回报恩师的一份厚礼时
,

伍洋也为她的硕士学业划上完美

的句点
。

李萌教授特为音乐会题词
“

筝韵心声
” 。

岁末
,

北

京天天艺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 发行了伍洋 《筝韵心

声 》北京音乐会现场实况
,

专辑中
“

新鲜出炉
”

的

《晓雾 》
、

《七夕 》
、

《孔雀 》作为首演作品格外抢眼
。

创新绝非哗众取宠

用清新
、

浓烈
、

幽静
、

多变来形容伍洋音乐会的整体

氛围
,

是再恰当不过的
。

无论从作品的安排
,

还是对于曲

目结构及风格的把握
,

都充分地体现了伍洋对于古筝这件

国粹乐器的理解及其感悟
。

人们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
,

忘

却身处音乐厅
,

如寻觅着
、

探求着水间神秘魅影般的旅

程
,

从奔跑的
、

灵动的精灵
,

转眼间又聆听着文人墨客对

禅声
、

钟声的眷恋
,

从充满着瘴气与魂魄的 《七夕 》中
,

挥洒出尘息还如梦如幻的 《晓雾 》
,

又仿佛看到 了孤芳 自

赏
、

傲立于世的 《孔雀 》
,

如此丰富变化的情境
,

使音乐

会整体感觉惟妙惟 肖
,

相得益彰
。

在与其他西洋乐器及 电

子音乐的合作过程中
,

伍洋再度拓展古筝艺术的发展空

间
,

让这件古老乐器在新时代的今天能够站在一定高度
,

与其他艺术元素实现高水平地互动与对话
。

面对传统音乐的继承
,

在伍洋的筝乐语汇中
,

创新脱

离不了
“

传统
” 。

伍洋愿意在音乐作品上
“

出新
” ,

但
“

新
”

却是以传统筝乐为根基
,

绝非哗众取宠
。

如今的古筝并不

“

古
” ,

创新作品都打破了五声音阶定弦的侄桔
,

在调式上

借鉴梅西安人工调式的经验
,

正因为新的调式色彩和定弦

方法
,

极大地促进了古筝演奏技法的变革与发展
。

伍洋

说
,

从 年代后
,

古筝所走的道路基本是以创新
、

发展

为主
,

在与筝的合作形式上也不再局限于与其他民族乐器

的合作
,

而是融合各种西洋乐器乃至 电声
、

人声音乐元

素
,

对古筝艺术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
。

但创新的同时也

应该对传统音乐做好传承和梳理工作
,

现代的作曲家在创

作作品时更应采取
“

扬弃
”

的态度
。

《灵光 》是伍洋另一颇具创新意识的专辑
,

由普罗和

中国唱片总公司共同录制发行
,

专辑录音品质堪称精 良
,

由著名录音师沈原之 声乐大师沈湘之 子 监制
,

其中主

打作品《灵光 》曾获得国际录音 比赛大奖
。

值得一提的是
,

其中 《长相思 》一直以来都是以独奏的形式出现
,

伍洋在

收录这首作品时
,

特邀新锐作曲家方健为作品专门创作了

钢琴伴奏
,

通过钢琴声部的衬托
,

乐曲在音乐的横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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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
、

和调式调性的表现更加明显
,

更具诗意
,

音乐界反响

颇大
。

作品 《和 》是作曲家杨青在多年前创作的一首独奏

筝曲
,

作者试图用音乐语言来表达对于
“

和
”

这一道家学

说概念的认识与理解
,

在对个别段落和音乐进行
“

二度创

作
”

的基础上
,

使筝曲 《和 》听起来更具灵动气质
。

媒体

也不吝溢美之词
,

评说伍洋筝艺
“

细而不碎
、

华而不艳
,

情真溢且气不腻
,

亦真亦幻
” 。

汉代刘熙 《释名 》中有
“

施弦高急
,

筝筝然也
” ,

故名筝
。

古筝音色
,

清丽如水
,

飘然若云
,

音乐感觉源 自于心
,

用心论释筝曲
,

伍洋更用

“

筝乐如人
”

阐释她对筝乐文化的理解
。

师者 青灯黄卷 授业解惑

求学 业精于勤 行成于思

伍洋 自幼习筝
,

启蒙于龚书老师
。

年考人沈阳音

乐学院附属艺术学校
,

年 以优异成绩考入沈阳音乐

学院大学本科民乐系
。

期间一直师从我国著名古筝教育家

杨娜妮教授
,

并得到我国著名古筝演奏家王中山的悉心教

益
。

年 以各科成绩均为全系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于

沈 阳音乐学院
,

并于同年考人中央音乐学院攻读古筝专业

硕士研究生
,

师从于著名古筝演奏家
、

教育家李萌教授
,

并随著名古琴演奏家李祥庭教授研习古琴专业
。

在伍洋眼中
,

杨娜妮教授重视基本功训练
,

强调不能
“

以

曲代功
”

大学期间
,

恩师王中山更使她对古筝创新的高难

度演奏技法和筝曲新作有了清晰的认知 攻读硕士学位时
,

经过恩师李萌的悉心调教
,

伍洋无论是对音乐的理解还是艺

术表现力
,

都有飞跃的进步
,

李萌教授对专业的潜心研究且

孜孜以求的精神成为伍洋专业进步的直接精神动力
。

伍洋

说
“

我的专业虽为古筝
,

但同时也很喜欢古琴
,

在研究生

期间
,

我选择了古琴作为我的第二专业
。

古琴和古筝一样
,

—
同 为 世 人

所 珍 视 的

国粹乐器
,

在 音 乐 内

涵 和 技 法

运 用 上 多

有 相 似 之

处
,

学习古

琴 对 我 提

高 自 身 音

乐 素 养 大

有裨益
。 ”

迄今
,

伍洋作为中国优秀青年古筝演奏家和上海戏剧

学院古筝专业教师在演艺和教学领域奔忙着
。

年伍

洋获得由中国教育协会颁发的
“

优秀教师启 明 星奖
” 。 “

从

不同器乐演奏中得到启示并能融会贯通
,

开发学生对音乐

的想象力
,

用交响性思维处理和演奏筝乐
,

并将舞台演奏

的状态带到教学中正是我的教学观
。 ”

伍洋说
,

随着历史

的发展
,

古筝的演奏艺术
、

演奏方法逐步趋于科学化和理

论化
,

她鼓励学生对各门知识都要有所涉猎
,

从各个领域

丰富和充实专业知识
。

随着国家教育改革和素质教育政策的推行
,

古筝作

为一门雅俗共赏的 民族乐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 “

从

每年考级人数成倍增长的势头看
,

学筝热潮的确令人振

奋
。

但有些家长为琴童谋取高考特长生加分
,

心情略显

浮躁
。

有的学生平时练琴甚 至抱着抵触的心情去对待
,

尽管勉强通过考级
,

但演奏出来的乐 曲并不能称之为音

乐
,

如此教育适得其反
。 ”

伍洋建议
,

琴童在选择乐器时

一定要是 自己所喜爱的
,

在平时的学习 中不但要锻炼演

奏技术
,

还要培养 自己对音乐的感悟力
,

不要 只是一味

地弹奏干瘪而无味的音符
,

音乐语言如 同文学语言
,

也

有抑扬顿挫和句法的合理划分
。

学习古筝时要对传统各

流派的代表筝 曲和现代创作作品都要有所理解和 掌握
。

音乐素养确实不错的学生可 以报考音乐 院校继续深造
,

当然
,

考学也具有双向选择性
,

选择适合 自己的学校和

老师同样重要
。

从上世纪 年代末至今
,

无论是专业习筝
,

还是业余

学筝的人数一直居高不下
,

习筝人群早 已扩展至海外
。

“

正因为学筝的人多
,

社会对教师的需求量同步攀升
,

古

筝师资 中
‘

鱼龙混杂
’

的现象多有发生
,

据说这种现象普

遍存在
。 ”

伍洋认为
“

误人子弟
”

的做法切不可行
。

古筝

的教学应有深厚的专业理论知识作为背景
,

扎实的演奏功

底作为后盾
,

秉着对学生认真负责的态度才能培养出筝艺

精深的艺术人才
。

在艺术氛围浓郁的上海戏剧学院
,

伍洋静静地分享着

初为人师的兴奋和快乐
。

她希望 自己的古筝事业不断推陈

出新
。

采访结束时
,

伍洋心怀希冀地告诉记者
,

她正在筹

备古筝与虚拟实验室技术相对话的音乐会
,

音乐吸纳了古

筝
、

舞蹈
、

戏曲诸多艺术元素
,

对性情亦静亦动的伍洋而

言
,

这又是一次崭新的尝试
· ·

⋯

本刊 记者 黄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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