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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爹曲 《黔中赋 》演奏分析
文 阴明润

摘共 古攀曲 《叶中狱 》一 , 以它优英的旋稼
、

离难度的技巧而 称 很多演弃者在弹 此曲时

娜会盛觉到节 难把翔
、

滑音难控创
、

速度难提离
。

本文就针对解决这些问 细致分析了这 , 乐曲的

演 方法 希翅能对演 此曲的人们有一定的帝助
。

关锐词 叶中狱 技法 节

《黔 中斌 》是徐晓林女士创作的一首热 烈奔放
、

色彩鲜

明 的古攀独赛 曲 此 曲在 创 作上 突破 了 古 筝五 声音阶定弦

法 根据乐曲创作需要 丘新组合弦序排列 并采取了很多

新的表现方法 提高 了古筝的表现力
,

使人有耳 目一新的感

觉 【
。

此曲自问世以来 引起了筝届的极大关注 在实际

演奕 中 也深受广 大观众的欢迎
。

此曲已 被定为 中国古筝名

曲 被选入 《中国古攀名 曲荟萃 》和 《中国古攀考级教程 》
,

并作为优秀古攀教学 曲 目
,

被选入 《古筝教学法 》
。

《黔中赋 》的创作取材于贵州地方音乐 以贵州 民歌素

材为荃础 并运用 了很 多现代创作手法
。

此 曲突 出 了贵州 民

歌轻吟慢唱 的韵味
,

表现 了贵州地 区特有的粗犷
、

奔放的舞

姿及原始的山野风情
,

描绘 了贵州地区的 自然风貌
。 “

辫
“

是

贵州省的简称
“

黔 中
‘ ’

是贵州省的古称
“

斌
”

是 中国古代

文学 的一种体裁
“

黔中斌一 即为贵州而脓
,

为贵州而作也

【
。

此 曲极具诗情画意 通过对贵州景物 习俗的描绘来表达

作者 的 思 想悄 感

《黔 中斌 》属于标题式乐 曲 由
一

琵琶 咏
“ “

木叶舞
” 、

‘

黔水 唱
“

三部分组成
。

在实际演奏练 习 时 完全可 以将这

三个部分视为三个大的弹奏乐段
。

第一乐段
“

琵琶咏
“

一开

始就用 富有神秘色彩的音符和节奏把人们代入好似贵州 高 山

溶洞 一般的仙瑰
。

乐 曲快慢渐变
、

强弱交织的起伏感让人不

由地联想到 在空 洞神奇 的溶洞 中好像有小松 鼠突然蹿 出来

水滴从钟乳石上滴落 沙沙 的响声时而发 出 为我们展现 了

一 番大 自然 的神奇杰作 一切是那么 的和谐
、

美妙 惊奇
。

这一段要通过右手奔放的弹奏和左手细腻的按滑颇揉及句式

的多变交替来突出 乐 曲的韵味 强化乐 曲的地域特点
。

第二

乐段
“

木叶舞 一 通过全新的表现方 法和 多变 的节奥形式来

突出音乐形象
,

描绘出
“

黔 中
“

人 的舞蹈和生活场 面
。

此乐

段第一小节和第二小节 出现的左手捂弦右手扫弦弹奏形象地

描绘出
’‘

黔中
“

少数民族竹竿舞竹竿碰撞的声音 立刻把听

众带入 了 异域风情之 中
。

第三乐 段
“

黔水 唱
“

通过优美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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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和与之 配合的快拨弦等技法来塑

造
“

黔 中
“

的
“

形象
” ,

描绘
“

黔 中
“

那独具魅力的优美 自然景 象
,

表达 了

强 烈 的赞美之情
。

《黔中赋 》的弹赛总的要求是 粗

犷奔放 又不失细腻 迅速敏捷 又

不失韵味 突出创 新技法 又 不失继

承传统 强化动 作表情 又不 失 乐 曲

内容 细致描绘景物
,

又不失 以物言

志 区分段落层次 又不失全曲统一
。

乐 曲第一段
“

琵琶咏
’‘

节奏 自由
、

滑弦较多
,

是难点所在
,

所 以在下 面

作重点分析
。

第一 乐段弹奏 时节 奏是

特别 要注意 的
。

第一小 节和 第二 小节

的节赛墓本相 同 属 于 比较严格一些

的慢拍 第三小 节和 第 四 小 节 的节赛

相对 自由 处理时要 灵活一 些 要有

渐快趋势 这种渐快趋势耍体现在每

小 节 的弹 奏 之 中
。

尤其祷耍注意 的是

第三小节 中两个相 连快 琶 弦 的 弹奏

不但渐快趋势 明显 而且在渐快的弹

赛 中 要 加 大 弹 奏 力 度
。

此 几 小 节 当

中
,

其他几个快 琶弦也要适 当加大 弹

奏 力度
。

左手 的小摄弹赛要饱满
,

弹

赛指要有姆发 力 突 出和声效果
。

快

琶弦要连 贯
,

音要 明亮
,

快琶弦的组

成音要渐强 弹 奥
。

三连音
、

五连音的

弹 赛 时值要准确 音要流畅 节拍

转换 时 要注意把握强弱规律 此几

小节 的弹赛 要注意表情和动作的配

合
。

通过表情和动作的配合 将人们

引入到 乐 曲的意境 中来 为表现乐 曲

内容和 揭 示音乐 的主题服务
。

本 乐段

第五小 节的节奏仍 然是慢板
,

在具体

的演赛 中仍 然 比较 自由 尤其是第六

小节 和 第七 小 节 的弹赛 自由幅度要

相对大一些
。

在这几小节中 上滑音
、

下 滑 音 和 颇音技巧 运 用 的 比较频繁

运用 好这 几种技巧
,

是弹宾好这几小

节 的关 键
。

第 十 小节 为 四 分之七 拍
,

其他 四 小节 为 四 分之三拍 既要注意

节拍 变化的强 弱 规律掌握
,

又要适 当

自 由 一 些
。

在 这 几 小 节 中 滑 音 的 弹

奏
,

主要应 突 出 滑弦 的音 乐效果 适

当延长 滑弦过程 中的过渡音
,

止音要

稳定 而 明确
。

连滑 弦的 弹赛
,

除 了 注

意 滑弦弹赛要领 突 出过渡音之外 还

要注意 第一个滑音稳定 明确 后 再进

行第二个滑音 的弹赛
,

以避免 出现连

滑过程 中的回音
。

装饰滑 弦指的是从

前倚音滑 至本音 的滑 弦
,

此滑弦 比较

特殊 它 将前倚音作 为 滑 弦 的起音

将本音作 为滑弦的止音
。

在弹赛 中既

要弹赛的短促 明 了 又要展示 出过 渡

音的效果
。

颇音弹奏在此几小节 中虽

然只有一处
,

但也不要忽视
,

耍采取

腕 动 颇 弦 法 弹 奏 出 明 显 的烦音 效

果
。

在情感动作的配合方面 要注惫

发挥腰部和 颈部的轴心作用 根据乐

曲的 内容和强 弱节奏规律而变化弹赛

悄感和动作
。

一般来说 快琶弦的弹

奏
,

要有挺腰
、

摆头
、

闭眼 动作要

突然 表情要严肃
、

神秘 滑音的弹

奏 要点 头
、

摆头
、

徽闭双眼等
。

第

十五小节为 四 分之六拍 弹赛时 既要

按节拍 自身的节赛规律把握
,

又要适

当 自由一些 从第十 六小节一 开始就

带 粉一种激动 的演赛情绪 并将这种

激动情绪延续到 第 七 小节
。

持续的

激动 情绪使弹宾变得加快 直至第十

七小节的后半部分开始减慢弹赛 【 】

第二 乐段一开始便 出现 了一个古

筝演 奏 的创 新技法一一压 划弦 弹 赛
。

这种技法有非 常 突 出的表现力 使弹

奏很有特色 音乐效果 非常鲜 明
。

其

效果使人不萦联想到黔贵少数 民族 的

竹竿舞蹈 中竹竿碰撞发 出的
“

咔
‘

的

声音
,

仿佛一下 子就把听众带入 了 浓

郁的少数 民族风情之 中
。

弹赛压划弦

时要注意左右手的 同 时性
,

音域的准

确 性 用 力 的 县 发 性 和 音 响 的 突 然

性 连续摇弦弹奏 要注意连贯流畅

密度要大且匀
。

小抓 的弹奏任务完全

由左手来承担 花指的 弹赛和八度双

托弹赛 由右手承担
。

小抓的弹宾 要

注意双指弹赛的同 时性 力度 的一致

性
,

音色 的统一性
。

花指的弹赛 要

注意音域确定的科学 性 触弦位 的

适应性 各音之间 的连贯性
,

整体弹

赛 的流畅 性
。

此处弹奏切忌 随意性 刮

弦 避免花音的混淆 防 止起音的 突

然等
。

对音质的把握以浑厚
、

扎实
、

圆

滑
、

优美 为准则
。

这一 乐段 的弹奏表

情要愉悦 动作要活泼
,

腰部和 颈部

分 别带动 上体与头部
,

随 , 乐 曲的进

行和音乐结构速度的变化而 自由
、

优

美
、

有节赛地摆动
,

眼睛睁开 时而

低头 看弦 时而抬头平视 与观众文

流情感
。

第三乐段
“

黔水 唱
“

主要运 用 了

快速分指技法 和持续摇指技法
。

快速

分指所弹 的均 为三 连音音型
,

要注意

各音时值 的准确
,

注意各拍 的强 弱关

系
。

要发 挥各弹赛手指 的独立 弹赛功

能
,

发挥各 弹 赛 手指 的小 关 节作 用

所弹之音要清晰
,

连贯
,

流 畅
。

持续

摇弦采 用 大指摇和 食指均可
。

在摇弦

时 要尽 加 大 密度 使摇弦音连贯

成
“

一条线
” 。

注意掌握节赛和强 弱变

化
,

注意音的起伏
。

换摇弦的过渡耍

平稳
,

杜绝换弦摇 时 的换弦浪迹 左

右手 的弹 奏要 密切 配合 使持续摇弦

弹奏 和快速分指弹赛融 为一体
。

此段

的弹 奏情感动作的配合 问题对 整体演

奏效 果 和 演赛质 起 , 非 常 , 要 的作

用
。

动作要求比较高
,

难度比较大 一

般情况下演奥者应闭眼
、

仰头 挺腰
、

收腹弹 赛 以突出奔放舒畅的音乐效

果
。

本 乐段 中还有一些右手单音弹 赛

和 四 指快 琶弦弹赛 左手快速下 行分

指弹 赛
。

在弹安时 耍注惫 突出单音

弹赛 的重音效果 和三处快琶 弦弹赛 的

渐强效果
。

快速下 行分指弹妾
,

要注

意各音的清晰利落
,

注愈各音的连贯

流 畅 和优美 回 滑 双手 的弹宾耍注意

配合
,

注惫 力度的协调统一 注惫左

手空 拍
、

右手弹赛的擂入和衔接 的 紧

密
。

《黔 中赎 》是一首兼其旋律 性 与

技术性 的大 型古攀 曲 目 要演赛好这

首 乐 曲必 须具有相 当的音 乐修养 与技

术 功底 弹 赛 时还要有饱满 的 激情
,

只 有这样才有 可能弹赛好这首创 作攀

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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