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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古筝曲曲名内涵自议

摘 要 文章从 曲名与 内容的关系研 究传统古 筝 曲曲名的 内涵 及 渊源
,

探索 曲名命名的规律及 手法
,

从而

指导演奏者对乐 曲的理 解和表达 以及 对创作系曲的命名方式进行借鉴和探讨
,

促进筝艺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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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民乐对乐 曲的命名是十分讲究的
,

这也反映

出中国文化人重视人文气质的审美情趣
。

不少乐 曲的标

题和乐曲的意境一样优美
,

有 的乐 曲一看 曲名就让人 陶

醉
,

但也有一些曲名与音乐 的内容似乎毫不相干
,

令人匪

夷所思
。

其实
,

只要我们对每首曲名的来龙去脉进行深人

地探究
,

就不难发现它们蕴含着丰富的 内涵
,

有着无穷的

趣味
。

中国民乐的传统曲 目标题在用词上 与中国文化的风

格一样
,

精心安排遣词造句
,

讲究格调 的优美
,

富有诗情 画

意
。

相比之下
,

一些现代的乐 曲就显得差强人意
,

似乎过

于单调苍 白
。

曾有人对现代创作的乐 曲曲名 的单调情况

作过调侃
,

如将竹笛曲名使用频率最高的十个字概括为
“

春晨喜秋月
,

欢好歌数行 ” 。

现代古筝乐曲标题同样存在

取名重复
,

用词贫乏的现象

乐曲曲名在标题音乐 审美 中有着极 其重要 的引导作

用
,

但最好又不是太直接太显露
,

而是含蓄的
。

即使是所

谓无标题音乐式的乐曲曲名
,

也不应该是漫无边 际
,

空灵

眩玄
。

本文试从传统古筝曲曲名的性质类型
、

传统古筝曲

曲名的内涵
、

传统古筝曲曲名命名的常用手法等方面进行

讨论
。

一
、

传统古筝 曲曲名的性质类型

我们接触音乐作品和古筝乐曲时
,

首先看到的是乐曲

的标题
,

就会产生对乐曲理解的定势
,

甚至一系列的联想
。

对乐曲的标题理解 的正确 与否
,

也就会影 响我们学 习
、

欣

赏
、

演奏的情绪和思路
。

通常
,

我们把音乐作品分为标题音乐和无标题音乐

标题音乐是通过文字标题来提示作品的内容
。

其实
,

有标

题的也不一定是标题音乐
,

有些乐曲的标题与乐曲内容的

关系并不十分紧密
,

象《土耳其进行曲 》之类标明的是乐曲

的体裁
,

而不是 内容
。

大多数标题音乐的标题只是概括性

的
,

不可能进行细节的描述
。

根据乐曲的表达方式的不同
,

我们也可 以把中国传统

民族器乐及古筝曲的标题分为
“

标名
”和

“

标意
”
两大类

“

标意
”
性标题一般采用概括的文字作为乐 曲的标题

或分段小标题
,

或以文字题解提示乐 曲所要表达的内容
,

如《渔舟唱晚 》
、

《寒鸦戏水 》
、

《平沙落雁 》
、

《高山流水 》等

等
。

中国传统的标题性乐曲
,

一般都寓以很深的意境
,

标

题与曲意极为贴切
。

一曲奏罢
,

眼前好似展现出一幅浓墨

长卷
,

曲终而意犹未尽
,

令人浮想联翩 听古筝名曲 月

高 》
,

优美的曲调 自然而然地将人带人
“

转朱阁
,

低倚户
”
的

溶溶月景之中 而听了气势雄伟的《将军令 》
,

则使人仿佛

置身于“

铁骑突出刀枪鸣
”

的古战场
,

其妙无穷
。

所谓
“

标名
”

性标题乐 曲与无标题音乐有点相似
, “

标

名
”
性标题只是给乐曲取一个名字 以示这一曲与那一曲的

区别
。

这些乐 曲名字 与所 表现 的 内容没有直接的联系
。

如《三六 》
、

《四段锦 》
、

《六板 》
、

《八板 》等等
。

江南丝竹《三六 》深受人们喜爱
,

由
“

三 ”

与
“

六
”

两个数

字连成的《三六 》曲名实在令人费解
,

我们无法从字面去推

测和解释它的真正含义
。

然而这首乐曲流畅活泼的曲调

所抒发的轻快喜悦
、

乐观向上 的情绪
,

却能让我们完全感

受到
。

当然
,

音乐毕竟是以音乐语言来表达情感的特殊艺术

形式
,

音乐表达的内容实际常常无法用语言和文字加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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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乐作品的内容主要是通过具体的音乐加 以

揭示
,

音乐形象独立存在
,

并不依附于标题
。 “

标意 ”性标

题音乐的标题用文字概括提示一定的情绪范围或某种意

境
,

让人产生联想
,

但也不会是实指
,

主要是用音乐语言来

感染人
。

器乐作品没有纯粹写实 的
,

即使写实也是 以景抒

清
、

借物咏怀
、

重在抒情
。

二
、

传统古筝 曲曲名的内涵探讨

“

标意
”

性标题是使受众感受音乐形象时获得具体观

念的一种手段
。

当然
,

由于各人 的生活经历和艺术经验的

不同
,

对同一首乐曲会有不 同的感受
。

但一般来说
,

大家

都会根据标题的提示去理解音乐所表现的内容
,

接受作者

的创作意图和 目的
。

这就是标意性标题的积极意义和直

接作用
。

尽管我们欣赏音乐 不 一定要根据标题
“

按图 索

骥
” ,

但诸如《春江花月夜 》
、

《月儿高 》
、

《霓裳曲 》这样的标

题
,

曲名富有诗意
,

与乐 曲典雅靡丽的音调 和具有舞蹈性

的节奏融化为一体
,

确能使人联想唐明皇游月宫闻仙乐
,

月里嫦娥翩翩起舞的意境
。

但是
“

标意 ”性标题的乐 曲不

一定是写实的
,

而用 写实手法表现 乐 曲内容也不一定用
“

标意
”
性标题

。

器乐长于抒情
,

一般多用
“

写意
”

手法来抒发现实生活

中人们的各种内心感受
、

思想感情
。 “

标名
”
性标题多用文

字概括提示一定的情绪范围或意境
,

让人们各 自作丰富的

联想
。

在中国传统民乐和古筝的
“

标名
”

性标题乐曲及部分
“

标意
”
性标题乐曲的曲乐命名存在相当多的同名异曲

、

异

名同曲的现象
。

有相 当多的乐 曲曲名名不符实
。

异名同

曲即是同一首乐曲有多个曲名
,

这主要是因为古筝在民间

流传过程中
,

在不同的场所
、

不 同的环境下使用 以及不同

的趣味所致
,

还有 口 头流传的原因
。

同名异曲
、

名不符实
,

也就是同一个曲名
,

却是不 同的乐 曲
、

不 同的乐器使用
。

甚至在同一 地 区
、

同一 流派 也有 这种现 象
。

比如《柳青

娘 》
,

全国有十几首
,

在潮州筝派的筝曲中
,

就有六首以上
,

虽然基调基本一致
,

但曲谱都不一样
。

再 比如曲名叫《高

山流水 》的传统筝曲在河南
、

山东
、

浙江筝派中都有
,

然而
,

这几首同名筝曲无论在旋律的进行
,

还是艺术构思和意境

都绝然迥异
。

虽然从形象思维的角度看
,

乐曲必然是 比较抽象的音

乐形象的居多
,

有的曲名非常隐晦游逸
,

但只要深人探究
,

对大多数乐曲的标题仍然可以追溯其渊源和深邃的内涵
。

有些曲名看起来是写意的
,

其实乐曲的内容与题 目不

相吻合
,

甚至毫不相干
。

例如山东筝曲《高山流水 》
,

它是

由《琴韵 》
、

《风摆翠竹 》
、

《夜静变铃 》
、

《书韵 》四首单曲组成

的套曲
。

从内容和音调上看
,

四首单曲没有直接的连贯
。

从全曲来说
,

除了第一首《琴韵 》用古筝拟古琴音色
,

古色

古香
,

似乎描摹伯牙在汉水之滨鼓琴的风采神韵
,

与
“

高山

流水觅知音
”的故事有点联系外

,

其余三首好象与高山流

水毫不相干
,

纯为咏物抒情
。

这首套曲常用《碰八板 》的形

式演奏
,

据说是在山东筝派艺人聚会时必弹的曲子
,

将四

首小曲联缀演奏
,

意喻以乐会友
,

听乐知音
,

用《高山流水 》

命名
,

隐喻
“

知音
”

之意
。

有些 曲名语含双关
,

以古筝 曲《出水莲 》为例
,

一 接触

这个题 目
,

我们就会认为这是描绘
“

出水的美丽莲花 ” 。

其

实
,

《出水莲 》是由古代词牌演变而来的曲牌
。

一些曲牌和

词牌的名称已 经 只是成为一种符号
,

不再提示 曲子的内

容
,

与原来的曲调及诗赋词令再没有关联了
。

《凤翔歌 》是

山东古筝中著名的牌子曲
,

是 山东琴书唱牌经过长期锤炼

而器乐化形成的可 以单独演奏的精致的古筝小品
,

是山东

筝的传统保留曲目
。

虽然是小品
,

仍不失山东派古筝的刚

劲有力和朴实优美的抒情性
。

《凤翔歌 》是曲牌名
,

与曲子

表达 的口袄砰并没有什么联系了
,

最多只表示其曲牌采 自于

安徽凤翔 凤阳 地 区 的民间小曲
。

《出水莲 》这首潮州著

名古筝曲的音乐形象仍然可以作
“
出水莲 ”理解

,

以出水莲

为题
,

刻意赞美
“

出污泥而不染
、

灌清莲而不妖
”

的莲花的

高洁品格
。

但它有另外一层含义
,

清代人钱热储在《清光

调谱选 》中收人此 曲时作了这样 的题解
“
盖 以红莲出

,

喻

乐之初奏
,

象征艳嫩也
。 ”意思是

,

所谓
“

出水莲
” ,

其实有套

曲前的引子的含义
,

这是从表演程序而言的 不少传统古

筝独奏曲都是从合奏套曲中演变而来的
,

《出水莲 》可能过

去在套曲中经常作为
“

引子
”

演奏
。

这样看
,

《出水莲 》乐曲并不是以赞美莲花为目的而创

作的
,

而是在流变过程中
,

认为此曲非常清雅
,

适合表现和

赞美莲花
。

可见应该是
“

出水
”

的含义在先
。

一些传统古

筝曲都隐含这样的意思
,

这也可算是中国民乐标题命名的

一种常用手法
。

中国民间有一种影射
、

隐喻的习惯标题表

现方法
,

也是民间艺术家的
“

行业话
”

隐语
。

这类标题方

法也可 以叫
“ 形象标题法

” ,

可 能是封建时代
,

倍受轻视的

民间艺人为保住饭碗
,

在行业内和传播技艺时使用了加密

的方法
,

对知识产权采用的 自我保护措施
,

但命名仍不失

含蓄美化的情调
。

造成传统筝曲
“

名不符实
”

还有曲 目来源和使用环境

的原因
。

传统筝曲相当一部分是 由民间说唱音乐的伴奏

脱胎而来
,

一般就以乐器的板式或说唱音乐的曲牌作为筝

曲的标题 有时为了适应某些特定需要
,

借用历史典故
、

故

事传说的题名作为筝曲的标题
。

这样
,

曲名就难与乐曲内

容有太大的内在联系了
。

三
、

传统古筝曲曲名命名的常用手法

“

标名
”

性标题乐曲和
“

标意
”

性标题乐曲同样都是生

活的反映
,

它们都表现一定的内容或思想情绪 它们的区

别只在于乐曲标题和 内容的关系不同 它们的形成也都

有一些原因和演变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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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
,

大多数作者对作品标题都会采用
“

标意
”

的方法
,

一些从说唱
、

曲艺
、

戏曲演变而来的乐曲也会 自然

的沿用故事的
“

标意
”
性标题

。

总的来看
,

流传下来的这类

传统古筝曲目不是太多
。

“

标名
”
性标题乐 曲的命名 常 用 借字

、

谐音
、

双 关
、

隐

语
、

美化和简化等手法
。

我们将古筝及 民乐 的部分传统乐曲曲名进行一番简

要的
“

检索 ”和
“

索隐
” ,

大体有 以下几种类型

以板式结构命名的 《六板 》
、

《八板 》
、

《十六板 》
、

《三

十三板 》
。

以音调关系命名的 《三六 》
、

《南正宫 》
、

《北正宫 》
。

以使用 序列命名 的 《小 开 手 》
、

《大开 手 》
、

《小 开

门 》
、

《大开 门 》
、

《大起板 》
。

因由演奏技术的 《小勾搭 》
、

《大勾搭 》
、

《上声 》
、

《上

声促柱 》
。

因 由变 奏形式 的 《自由花 》
、

《单点头 》
、

《中花六

板 》
、

《锦上添花 》
。

因 由节 奏变化 的 《一 马 双驼 》
、

《凤点头 》
、

《步步

高 》
、

《风摆翠竹 》
、

《风摆荷叶 》
。

因由曲式结构命名 的 《阳关三 叠 》
、

《四 合如 意 》
、

《八段锦 》

来自说唱
、

曲艺
、

戏曲故事情节的 《叹颜 回 》
、

《昭君

怨 》
、

《陈杏元和番 》
、

《落院 》
。

沿袭词牌
、

曲牌名称的 《浪淘沙 》
、

《西江月 》
、

炙夜深

沉 》
、

《柳青娘 》
。

写情写景的 《渔舟 唱晚 》
、

《寒鸦戏水 》
、

《苏武思

乡 》
、

《汉宫秋月 》
。

著名古筝家曹正先生归纳 民间传统筝曲最突出的特

点是 有
“ 比较统一的

,

板式
’

和别致的标题法
”

他还认 为古

筝
“
固有的传统曲目以

‘

八板
’

曲式为主
” 。

比如 《三十三

板 》
,

又名
“ 云板

” ,

是江浙地 区 筝人传统 的 开手 曲
。

所谓
“
三十三板

” ,

它是以板式结构命名的
。

《南正宫 》是以音调关系命名
,

即正宫调
。

《小开手 》流传于河南遂平地 区
,

是初学古筝弹奏的人

门必修之曲
,

又称开手板
,

因其结构短小
,

相对
“

大开手
”
而

言
,

称为
“

小开手
” 。

它是传统弦索手法练习极为重要的课

题曲之一 可见是使用序列命名
。

变奏是民族器乐发展新作品的常用手法
,

常用的变奏

手法有 旋律润饰
、

结构变化
、

加花
、

借字等
。

如《自由花 》

就是由小曲
“
加花

“

而成的变体
,

且节奏
“

自由
” 。

因由节奏变化命名 的乐 曲标题 皆语 出双关
,

暗示 内

容
。

如《风摆翠竹 》再如《步步高 》
,

节奏欢快
,

旋律跳跃

还喻意演奏地位的逐步提高
,

生活情绪蓬勃向上
。

《阳关三叠 》
,

原为琴歌
,

后人根据唐代诗人王 维的《渭

城曲 ’’渭城朝雨泡轻尘
,

客舍青青柳色新
。

劝君更进一杯

酒
,

阳关西 出无故人
。 ”

的诗意加 以增写
,

以表达
“
临别之

际
,

把酒三唱阳关西 出无故人 ”的情景
。

全曲分三段
,

基本

上用第一段曲调作变化反复
,

叠唱三次
,

故称
“
三叠

” 。

可

见是由曲式结构命名
。

在广东音乐中
,

有一首著名的曲子

《连环扣 》
,

是严老烈根据传统曲《寡妇诉怨 》改编而成
,

原

曲是用琐呐演奏的乐 曲
,

可 配词歌唱
,

表现 了封建时代寡

妇生活艰苦
,

受人歧视 的悲怨心 情
,

曲调低沉感伤
。

改编

成《连环扣 》完全是另一种意境
,

由于多用花音使曲调变得

明朗而欢快
。 “

连环扣 ”

其实是 民间曲式的一种手法
,

即后

句开始部分与前句结尾部分相同或相似
,

使两句之间一环

紧扣一环
,

也称
“
扯不断

” 、 “
叠句

” 、 “

打字
” ,

也是以 曲式结

构命名
。

《浪淘沙 》
、

《西江月 》等是大家很熟悉 的词牌
,

后来的

诗词
、

曲赋用它填词
、

唱 曲就不一定有
“

大浪淘沙
” 、 “

西江

之月
”

的意思 了
。

再 比如《夜深沉 》
,

是 由京剧 曲牌曲移植

的古筝曲
,

曲调融刚劲
、

优美于 一炉
,

在京剧 中为《击鼓骂

曹 》
、

《霸王别姬 》两出戏的
“
弥衡击鼓

” 、 “

虞姬舞剑
”
的场面

伴奏
。

其实《夜深沉 》这个 曲牌又是 由昆曲《思 凡
·

下 山 》

一折中的《风吹荷叶煞 》曲牌的开头四句歌腔改编而来的
,

原唱词是
“

夜深沉
,

独 自卧 ⋯ ⋯” 。

这样就以 唱词开始的
“

夜深沉
”三字为曲牌的名字

。

这也是词牌
、

曲牌及其改编

取名常用的办法
。

《行街 》是《行街 四合 》的简称 《落院 》
、

《和番 》就是《陈

杏元落院 》
、

《陈杏元和番 》的简化
。

《天下大同 》是典型的美化和借字
,

也是因为变奏的原

因命名
。

《老六板 》和《老八板 》流行全 国
,

有多种变体形

式
。

如江南丝竹《中花六板 》
、

《慢六板 》内蒙古马头琴曲
《八音 》弦索十三套的《十六板 》山东筝曲《单板 》

、

《双板 》

等 河南筝曲《葡萄架 》
、

《小飞舞 》等 琵琶曲《春光好 》
、

《翠

云涛 》
、

《阳春 白雪 》浙江吹打《鼓亭 》民乐合奏《金蛇狂

舞 》等等
,

所以把《老六板 》和《老八板 》称为《天下同 》
。

我们对传统古筝乐 曲曲名的来龙去脉和命名的方法

有所了解
,

在学习和欣赏时
,

就再不会对一些标名的标题

和无标题音乐式的乐曲感到茫然或莫名其妙了
,

我们对器

乐作品的标题
、

解题
、

产生年代
、

流传演变以至于音乐的表

现手法等诸方 面 了解得越多
,

就越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作

品
,

就可以循着曲名的提示进而理解乐曲的意境 在演奏

中更好地用情感塑造音乐形象
,

表达作品的创作意图
,

从

中体验中国音乐文化的无穷魅力
。

传统古筝乐曲曲名命名的方法对于创作古筝曲曲名

的命名大有启发
。

给乐 曲命名除了要继承传统的命名讲

究格调
、

内涵
,

用词优美有意境
、

适 当的含蓄内敛外
,

还可

以如采用形象命名法
。

在编写练习 曲时
,

可 以按节奏
、

技

法等因素的特点命个名
,

增加趣味性 和形象性 确定的曲

名要重视对乐曲内容
、

意境的提炼和概括
,

命名要 留有想

象的空间 还 可 以借鉴
“

假借
” 、 “

谐音
” 、 “

双关
”

等手法命

名
,

让古筝乐曲曲名更加丰富多彩
,

使古筝艺术园地更加

繁荣和绚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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