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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创作技法的运用与思考
①

崔文玉

(贵州大学音乐系 　贵州贵阳 　550003)

摘要 :《韵》———为竹笛、笙、二胡、古筝而作 ,是崔文玉于 1986 年创作的一部民乐四重奏。作品试图将古老的

民族乐器、传统的文化特质、单纯的民歌动机与现代作曲技法作一种“化合”,以体现当代人对远古人类社会、

自然环境及其在这种环境中形成的文化心态、气质神韵等的主体感受和内心体验。这部四重奏曾于 1988 年

在国内外 300 多件征集作品中 ,被选为中国作曲家代表团出席香港国际现代音乐节及亚洲作曲家大会演出的

10 件入选作品之一 ,并在 1988 年全国第六届音乐作品评奖中获创作奖。

关键词 :《韵》;民族器乐 ;四重奏 ;创作技法

中图分类号 :J604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1671 - 444X(2003) 01 - 0016 - 09 　　

　　常常觉得 ,中国古典文化艺术善于创造某种

“空灵”、“虚幻”的意境去揭示一种神秘的哲理 ,强

调“以虚涵实”的观念 ,讲究气韵生动和弦外之音 ,

追求深远的意蕴等等 ,这些已形成和代表了中国

艺术的某些特点。

在音乐创作领域内 ,站在现代审美观念的层面

观照我国艺术的这些特点 ,从而追求一种更现代 ,

同时又更古老———更深层次的民族风格 ,体现民族

神韵 ,已成为当今中国乐坛音乐创作的特点之一。

《韵》的创作“契机”也正是基于此。在这部作

品里 ,我试图将古老的民族乐器、传统的文化特

质、单纯的民歌动机与现代作曲技法作一种“化

合”(而非混合) ,以体现当代人对远古人类社会、

自然环境及其在这种环境中形成的文化心态、气

质神韵等的主体感受和内心体验。

这部作品是为中国民族乐器 :竹笛、笙、二胡、

古筝而作的四重奏。下面从四个方面谈一下《韵》

创作技法的运用情况。

　　一、自由十二音的运用与浓缩的旋律写法

(一)自由十二音的运用。

11 无调性序列与调性序列的结合。

应该说 ,十二音技法的最大特点就是要掘弃

传统音乐的调式、调性及和声体制 ,在这部作品

里 ,我有意将自由无调性和调性的因素揉合到十

二音的写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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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例 9 和例 10 固定低音旋律上的对位

是属于“插入式表演”,那例 11 的对位旋律就可看

作是“主要演员亮相”。这里 ,笙在其上用大二度

的民歌动机变体同固定低音旋律继续进行对比结

合 ,有趣的是 ,因为使用了音跨度较大的写法 ,故

使得这一对位旋律似乎是在两个调性上出现

( G、bA) (见虚线) 。之后 ,竹笛又在 c 调性上自由

模仿笙的民歌动机 ,这样 ,三个声部层次体现了不

同的调性思维 ,声部关系上既有对比结合 ,又有灵

活模仿。就整体的思维原则来说 ,它的纵向和声

基本上服从于横向的旋律进行 ,这与我国传统音

乐中强调的“线型思维”是有相同之处的。

固定低音旋律在这部分连续重复了有 9 次之

多 ,它就犹如舞台上的一个背景层次 ,在其前面可

自由呈现多种多样的画面 ,并与它们构成一个有

机的整体。

另外 ,由于全曲着意强调让音乐处于一种自

然和非规律性的流动 ,结构中采用了较多的散板

写法 ,并取消了小节线 ,目的是想强调演奏员的自

我心理感知和对声部结合关系相对自由地进行控

制 ,让声部进行的横向贯性力去“偶然”地决定纵

向和声的性质 ,这在上述谱例中已有所体现。

(三)不同音色与节奏型形成的对比结合。

在《韵》的写作中 ,广义地运用对比复调原则 ,

这是作品中复调思维的又一表现形态。除了旋律

线条之间的对位以外 ,利用各种不同的音色因素

和具有独立意义的节奏型等 ,在其中按照对位的

法则把它们组织成复调化的织体声部。

　　古筝 ,笙与竹笛开始的节奏型 ,渲染和构成了

一种较热烈的氛围 ,二胡在高音区奏出近似小锣

的音色 ,古筝随即在低音区用刮奏模拟大锣音色

同其进行节奏上的对比 ,笙也接着用“大镲的音

色”模仿古筝的节奏。就其整体来说已形成一个

用不同音色来代表不同打击乐器的各种节奏型织

体 ,并在声部层次上构成了较多样的结合。

将传统对位中的节奏因素分离出来予以强调 ,

用旋律乐器模拟打击乐器的音色和节奏 ,这样一

来 ,旋律性最重要的标志———音高的起伏 ,相对来

说已变得不那么重要 ,而节奏却上升为主要因素。

上述作法 ,与我国传统打击乐合奏中的“节奏

对位”有相似之处 ,这里要强调的不光只是一种较

现代的“音响外壳”,同时 ,它也说明了乐曲的复调

思维不仅仅体现在旋律声部的结合上 ,而且也可

以从不同音色、节奏的变化与对比中去求得和体

现出来。

以上所述的 3 种复调思维表现形态 ,在《韵》

中得到主要运用。其它诸如 :十二音序列中微型

模仿和按照数比关系写作的卡农模仿等 ,由于篇

幅所限 ,就不一一述及。

　　三、曲式结构的处理

奥地利作曲家勋伯格 ,在他的《作曲基本原

理》第一章“曲式的概念”中 ,对曲式的涵义有过精

辟的阐释 :“一种能被接受的曲式之所以能够成

立 ,首先是因为它具有逻辑性和连贯性”。

布林德尔在《序列音乐写作》第十章里也提出

过发人深省的见解 :“曲式常常是乐思在形成与发

展中创造出来的 ,而不是为迫使乐思去适应它而

虚构出来的公式”。

认真体味以上文字 ,对理解和研究曲式 ,尤其

是现代音乐的曲式会有所启发。

调性 ,是欧洲传统音乐最重要的结构力 ,这可

通过古典奏鸣曲式的调性布局与各部分的关系 ,

看出这种结构力对于乐曲外部结构形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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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以来欧洲大部分采用所谓现代技法写成

的作品 ,就失去或部分丧失了这种结构力 ,原因是

掘弃或部分掘弃了调性。因此 ,它们必须寻找其

它的结构力来作为“代替品”,不然 ,“有逻辑和连

贯性的曲式”就无法建立起来。

为此 ,现代许多抛弃传统原则而进行“新音

乐”创作的作曲家们 ,曲式结构始终是一个不易解

决好的难题。

近十多年来 ,中国众多作曲家大部分的现代

音乐创作在技法包括曲式的运用上 ,一方面是来

自对西方音乐理论实践的学习和借鉴 ,另一方面

是对本国传统音乐和其它传统门类艺术的再认

识 ,再发掘和再研究。《韵》中的曲式结构以及其

它技法上的处理 ,就是依据了上述两条原则 ,下面

仅谈下全曲结构上处理的几个特点 :

(一)拱型结构原则的运用。

如前所述 ,由于全曲着意强调让音乐处于一

种自然的流动 ,故作品前两大部分的基调是简朴、

自然和安详 ,速度上较缓慢和随意。在第三部分

安排了一个民俗性较浓的敲打场面 ,速度为快速 ,

最后 ,音乐又简短地恢复和回顾了开始的情绪基

调 ,直至结束。这样 ,就整体而言 ,作品的结构由

于第三部分的出现 ,而使《韵》的曲式具有极其明

显的拱形状态。

　　如上图所示 ,前两部分的结构犹入“引桥”,而

“拱桥”则出现在靠后的部分 ,这里就引出一个问

题 ,这种结构明显和传统里对称、平衡的拱型结构

不太一样。问题是出在前后“引桥”的长度不一上

面 ,故要引用这种势态的“拱桥”,“结构力”的问题

就更突出 ,如处理不好 ,曲式上出现的不平衡就会

比较明显。

(二)变奏因素在结构中的贯穿。

为了解决曲式中的“结构力”,《韵》在广义上

采用了勋伯格十二音体系中“强化了的主题一致

性”的做法 ,和承袭中国古典音乐中关于“万变不

离其宗”以及“变化 ,统一”的变奏原则。当然 ,在

具体写法上也采取了较灵活和自由的运用。

　　这里的 A1、A2、A3、A4 ,并不是代表着西方传

统音乐中“变奏曲式”的主题一个个的变奏段 ,而

只是象征着主题变奏因素在结构中的贯穿。而这

种主题变体 ,又可具体在结构功能上构成若干个

短小“乐章”,每个“乐章”又可让其具有独特的性

格 ,而构成这些“乐章”的基本材料因素 ,就是基于

主题的“不断变奏”。

变奏因素 ,就好似结构中的“链条”,能把各部

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作品的内部结构力也由此

而产生。当然 ,统一当中求变化 ,变化之中求统一

的原则 ,仍然是判断此技法在曲式结构中处理得

是否恰当的标准。
(三)结构中“散文式”的处理

强调我国传统音乐中的“随意性”,追求一种

实中有虚、虚而寓实的境界 ,这是《韵》在曲式结构

处理上的又一参照数。

“气疏韵长”,是中国传统音乐中的一大特色。

“韵长”,说明了“虚音”的韵在音乐中所占的重要

位置 ,而韵则是构成音乐空间的一个重要因素。

音乐空间意味和空间意识 ,又反映了中国古典文

化艺术中“以虚涵实”的观念 ,而这观念在传统音

乐上具体的反映和做法 ,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强调

它的“随意性”和“无拘无束”。

《韵》在曲式结构的处理上 ,也大量地揉合了

这种观念上的“散文式”处理。全曲采用了大段的

散板写法 ,取消小节线 ,放弃明确的节奏匀称原

则 ,强调声部上的节奏特征与独立性等。故“有音

乐的休止”在作品中有时显得特别重要。

从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 ,“不确定性”、“随意

性”和“空白”(休止) ,正是联结创作者、再现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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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者意识的中介 ,这些成分越多 ,创造性想象的

自由就越大。

当然 ,所谓“随意性”与“无拘无束”,在本质上

是由人的思维所控制的 ,所谓的“散”,也是有一定

限度的 ,它必须是溶在整个作品结构里的“恰到好

处”之中 (包括掌握好作品各段落所示的大致时

间) ,而这个“恰到好处”结构限度上的掌握尺度 ,

当然是由音乐的再现者 ———二度创作 (演奏家)去

最后完成。

现代音乐作品中曲式结构的掌握与处理 ,确属

一件不易之事 ,同样 ,《韵》在结构上也还存在着一

些问题。但正如武汉音乐学院郑英烈教授在他编

的《序列音乐基础》一书中讲到的那样 :“新的作曲

技法需要相应新的曲式 ,新的曲式只有来自新的音

乐语言 ,而新的音乐语言却是多元化的 ,任何规范

化的结构图式也无法适应多元化的音乐语言。于

似乎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结论 ,即现代音乐创作中几

乎每首作品都有各自“创意”的曲式结构”。如何综

合现代技法上的各类手段“恰到好处”地处理好每

首作品的“创意”的曲式结构 ,我想 ,这也正是现代

音乐作曲家们不懈探索和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非常规演奏技法的运用

《韵》是为中国民族乐器而写的四重奏 ,在乐

器的演奏技法上 ,不仅要充分发挥这些乐器所具

有的传统性能和技术 ,而且还要努力去开掘各种

新音色和一些非常规的演奏技法 ,以便共同来达

到和完成作品的表现构思与要求。

　　上例是二胡独奏的一个片断 ,在这里 ,二胡的

滑音奏法受到强调。尤其是在 ★处 ,二胡拉弓向

极高音滑奏后 ,即按谱上线条所示用“虚音”作上

下随意滑动 ,而笙在其背景之上奏出了短促和随

意的“五音序列”,共同表现了一个虚无飘渺的意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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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必要说明的是 ,传统音乐中“音色”这一表

现要素和某些演奏技法的处理 ,更多是让其依附

在旋律、节奏、和声的声影后面而充当一种辅助性

的手段 ,而在现代音乐创作中 ,这些“躲在后面”的

音乐表现要素正逐渐地被推向“前台”。例如二胡

滑音奏法 ,在传统音乐中主要是依据上述处理原

则而对其作谨慎和局部使用的 ,但在例 13 中 ,它

却占据了一个非常主要和靠前的位置。

此外 ,许多用非常规技法演奏出来的“音”是

属于“噪音”范畴 ,这些“噪音”如运用和组织得当 ,

同样可以具有乐音所不可替代的和强烈的表

现力。在今天 ,也许这种含混复杂的音响 ,更能打

动同样是含混复杂的深层意识。

以上几个方面 ,是《韵》中创作技法运用的主

要情况。

20 世纪被称为音色与节奏的时代 ,随着大小

调功能体系的解体 ,调式调性的复杂化 ,人们对旋

律、和声、复调、配器等技巧的概念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 ,对它们的理解也更加广泛 ,这些变化有许多

正符合中国民族器乐的特点。

而《韵》的创作也正是试图运用这些现代技

法 ,在丰富民族器乐的表现手段 ,扩大其表现范

畴 ,打破原有艺术规范的束缚 ,发挥创作主体意识

以及深层发掘中国文化特质等方面作一些探索。

我以为 :具体的某种作法和某部作品的成败并不

重要 ,关键是在于音乐艺术思维的拓宽和发展 ,而

思维的拓宽和发展反过来又将大大推动艺术创作

实践 ,如此努力 ,才能产生出具有较高艺术价值

的、优秀的现代音乐作品。

The Quartet“Yun”
—the thinking and using of the creation techniques

Cui Wenyu
( Arts College , Guizhou Univ. Guiyang , Guizhou , 550003 , China)

ABSTRACT:“Yun”, a quartet for the instruments of Chinese flute , sheng , erh - hu and zither , was created

by Cui Wenyu in 1986. The purpose of the music is to combine the Chinese instruments ,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 the pure motivation of Chinese folk songs and the contemporary composing techniques.

Therefore we can feel and experience the ancient human society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 and their cultural psy2
chology and temperamental charm. The quartet was one of the top 10 works chosen from over 300 ones collected

from home and abroad and was performed at the International Modern Music Festival in Hong Kong in 1988. Cui

w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hinese delegation of composers to attend the festival .“Yun”was awarded a

prize of creative work in the sixth China’s musical works evaluation in 1988.

KEY WORDS :“Yun”; Chinese instruments ; quartet ; creative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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