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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爱华

内容提要 本文 以 作 曲 家王健民的 古 筝新作《幻 想曲 》为研究对象
,

通过对其创 作技法
、

演奏技法
、

创 作理念的

分析和探讨
,

以 求对音 乐的理解提供有益的启 示
。

关 键 词 人工调 式 演奏技法 创作理念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 一 一 汉

音乐发展的趋势已经越来越多元化
,

现代筝曲的出现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审美感受
,

并以其独特

的新颖性与熟悉性的结合
,

体现了民乐创作的新格局
。

作曲家王健民在 年创作的古筝独奏曲

《幻想曲 》在
“

现代筝曲
”

中脱颖而出
,

为古筝演奏技法的发展与表现
,

在 内容与形式统一的原则下

拓宽 了艺术空间
。

《幻想曲 》问世以来
,

一直是历届筝曲演奏比赛中的规定曲目
,

于 年荣获全

国
“

东方杯
”

青年古筝演奏比赛优秀作品奖
,

被 目为新创筝曲中的精品之一
。

本文试图从创作和演

奏技法的发展方面窥其创作理念之一斑

一
、

人工调式的巧妙构思

传统古筝的定弦使音乐创作受到很大的限制
,

转调困难
,

就制约了调式调性的丰富色彩与动力

运用的可能性
。

《幻想曲 》的人工调式显然是在王健民《第一二胡狂想曲 》的人工调式 即梅西安第

调式 的基础 变化发展出来的
,

关于《第一二胡狂想曲 》的调式请参看茅原《王健民第一 二胡狂

想曲的艺术特色 》一文
, ①这与主题的云贵地区风格同时使用大小 三度音的思路基本相同

,

下面就

是按《幻想曲 》的人工调式的古筝定弦

在这一人工调式的设计中
,

包含 许多按原古筝定弦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调式调性
。

首先是

宫与 羽
,

其中还包含 宫调
、

升 宫
、

降 宫等
,

其中
,

缺少商音与微音的 羽调
、

角调与 角

调都带有都节调式色彩
。

见下页谱例

这就大大拓宽了新的调式调性运动的可能性
。

可以在相距大三度 —正像《第一二胡狂想

曲 》的人工调式所表示的
,

能够在宫
、 “

颓 ,’基音上方大三度音
、

曾 基音下方大三度音 之间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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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
。

甚至可以在相距半音的调性之间转换
。

《幻想曲 》可以说是由一个单一主题发展而成的乐曲
,

使用 的材料极为节约
。

全曲为复三部曲

式
,

引子即是包含大小三度音的 调的两种调式色彩的亮相
。

标 。 处即是全曲

主题
。

它就在 宫与 羽之间不断发生调性调式的转换

娜娜眯」立季 呀兰士坛已牡牡片二二二 二 竺州卜幸年攀毕毕
二二二工〔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吠吠 二二 盆 显 显显显一华退三三三 显盆显过过
一

牛丝生竺竺竺竺竺
三三赶翔 奉二出鱿幸 二二月月卜二

一
月月卜二曰全念 二二月月卜

一」口 脚 以 一 一 、, 月日 尸 尸 “ 少 户 一 一

⋯
创

尸 “ 以 尸 尸 户 阴 一 门 曰 以 一 已 几

甘口甲‘ 」 月

二二二二二二二
目

、、 口 日 日

司司 洲洲

盆 显 卫盆盆 显 盆 显 卫卫 寻灵 显 三三

基灵 显 卫卫卫卫卫
““

卜 日 每 尸 ,, 含 每户

二二
州 日 为 一 产 ,, 台州甘奄 , , 一一 , 加

, 一 , , 十 一 , , 匕 ,

一 一
州州州 ,, 比曰二二尸

一
一 州州 每种

,

一 尸 ,, 汁卜 奄 , 一一 ‘

刀 曰 渡 一 户 一一 日尸 」 一 一 日 口 山

⋯⋯
胜胜 尸七 卜 匡 ‘ 尸 , 一一 户

, 巨 卜 尸, 户 丫 日脚 甩 一门门 日

二二
, 娜悦匕 、 己 撼 一一 , 一「 , , 日尸尸 尸口 , 州一州 , 节尸 一‘ , 州州
、、口 恤

二
一一 , 州 , 气目 甲 州州 州尸 一宁 习 一一习习习 ‘ 日日 目目 白 砂产料

。。

法法 产拦葬,, 乒 产缺八
,,

一
一

一一一, 推产产产「「「

“ 脚 叱卜 一一 丁 州州 勿一 尸 尸

二
恤 气

二尸尸一 , 片 飞价 , 件丁 亡二丁 州州 , 一 一 仁二二 尸 二 , 一 , 泞一 , 二习 州州亡二 二二 丁勺二二二「二
, 曰 卜 「一 网 匕一 口 一

“
「 ,

一 一
】】

快板部分即全曲中部
,

也是由三部分组成的
。

首先出现的是简短主题的呈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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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从 主题的旋律骨架派生出来的主题
,

调性调式仍是 宫与 羽交替
,

却由歌唱性变

为舞蹈性了
。

它在以后发生了多次变奏
,

并且又 出现了一个
“

中部的小中部
” ,

的节奏拉宽 苗具

有歌唱性特征
,

与 主题隔段呼应
,

构成
“

贯穿发展
” 。

快板变化再现后
,

是 部分的变化再现和尾

声 全曲调性布局达到了色彩绚丽
,

海阔天空
,

自由翱翔
,

美妙悦耳而又富于动力感的境界
,

如下

图 厂与、表不调性起伏
,

与 表示刚柔的性质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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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这样起伏跌宕的调性调式变化是传统的古筝定弦所完全不能想象的
。

虽然这对传统演奏者

来说
,

技术上有一定困难
,

但丰富的调式调性变化
,

使筝演奏技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

既有对传

统的偏离又有对传统的回归
,

为音乐语言的新意创造了条件
。

既有云贵高原地区 民歌多姿多彩的

优美
,

又增添 许多新的神韵与活力
,

大大有利于乐曲层次分明的发展与高潮迭起的布局

二
、

演奏技法与乐思精神的统一

《幻想曲 》中许多新的演奏技法完全是与内容浑然一体的自然表现
,

毫无
“

外在
”

于作品以炫技

之感
。

就以
“

拍板
”

演奏技法而言
,

它不仅增强了舞蹈性的节奏感
,

而且明显地更为
“

人化
” ,

引起人

们对 于击节与歌舞结合的形象动作的联想
。

手掌击琴码左右侧琴弦时
,

发出
“

蹦蹦
”

的具有 山芥 回

声的音响效果
。

用握拳的手指中关节叩击琴板时
,

发出
“

咚咚
”

声
。

手掌拍击琴板
,

手指前端拍打

琴面
,

发出清脆音响
,

结合着多样式节奏型
,

象征着舞蹈动作的多样化
。

由于古筝的各个部位都可

以成为拍击的对象
,

既可以用义甲敲击面板
,

也可以用手掌拍打面板或琴弦
、

模拟各种音响
,

这就充

分调动了欣赏者的想象力
,

好像
“

听得见
”

舞蹈者的灵活多变的拍掌姿态
,

给人以生动的幽 面感
,

增

加 户清绪的张力
。

以丰富激昂的音响效果将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强烈愿望伴随着舞蹈的狂欢场

面
一

起涌向高潮
。

三
、

关于创作理念的思考

现代筝曲给人的启迪是多方面的
,

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是创作理念问题
,

毫无疑问
,

艺术必须

求新
,

艺术不同于科学之处就在于
,

它不能只是沿用传统的东西
,

否则它就难于提供新意
,

即难于提

供信息量
,

因为信息量是新的程度的标志
。

前人的创造永远不能代替我们 自己的创造
。

要创造
,

就

应该包含有新的创造的成分
,

求新是必然的
,

求新就要求突破传统
。

但是在求新方面明显有着不同

的态度和作法
,

而在这里
,

理念的不同正是关键所在
。

有一种观点
,

认为传统的方法已经走到 厂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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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

要求新就必须另起炉灶
。

但是这样一来
,

也就离开了人们的审美习惯
,

事实上有许多新的技法
,

确实只适合于写一些不美的音乐
。

尽管它有 自己的适用范围
,

美的音乐常常是需要不美的音乐予

以衬托的
,

但是
,

如果一味写不美的音乐
,

广大听众即使是
“

经过训练
”

也是不能接受的
,

这就是历

史给予的回答
。

在听赏《幻想曲 》时
,

感觉到音乐很美
,

既亲切
,

又陌生
,

旋律性很强
,

是云贵地区的民歌风
,

却

又很新鲜
,

说不出到底是从哪一首民歌作为
“

母本
”

发展而成的
。

我以为
,

作曲家根本就不走改编

民歌的路
,

这恰是他的创作理念导致他成功的奥秘所在
,

他走的是汲取民族民间音乐精髓的路
,

他

学会了真正的民族民间音乐的语言
,

然后才用这种语言来
“

讲话
” 。

其实
,

这也就是匈牙利作曲家

巴托克的主张与实践
“

作曲家可 以不用农民的曲调
,

也可 以不模仿它
,

但他们的作品能够造成与

农民音乐同样的气氛
,

使人感觉到他们已经学会了农民的音乐语言
,

他们熟练地掌握运用这语言
,

就像诗人掌握运用祖国的语言一样
,

换一句话说 农民的音乐表现方法已经变成了作曲家的祖国音

乐语言
,

作曲家灵活应用这语言
,

和诗人灵活应用祖国的语言一样
。 ’, ②王健民的创作风格正是印证

了巴托克这句话
,

他写的音乐体现了他的思想
,

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创作理念
。

一个人从生到这个世界上来
,

就受着文化传统的熏陶
,

人类的审美习惯就是在文化传统的熏陶

中形成的
,

这是一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现象
。

艺术的生命也像人的生命一样随时在更

新
,

永远还是同一生命
,

却表现为生命的不同阶段
。

这就是音乐时代性上所发生的各种区别
,

因此
,

音乐创作的确需要处理好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问题
。

就像我们今天的普通语言也具有时代性一

样
。

我们的音乐语言也需要与时代同步前进
,

但是
,

这绝不是抛弃传统的语言另起炉灶
,

而必须在

传统的基础上创新
。

就像生命的成长离不开原有的生命体一样
。

现代筝曲中有许多成功的创新之

处
,

总结这些新作品的创作经验是必要而又艰巨 的任务
,

技法创新固然重要
,

但是
,

我以为
,

创作理

念是最为本质的
。

注释

①《艺苑 》
,

年第 期
。

② 湖北 艺术学院作曲 系 《巴托克论文书信选 》增订版 人民音乐 出版社
,

年 月版
,

第 页
。

刀匕 考岁 刁旨
「刁 卜, 勺 口卜月

《音乐艺术 》从 年第 期起篇幅 由原 页增至 页
,

售价

为 元
,

欢迎到邮局订 阅 同时 年第 期《音 乐艺术 》为建刊

期特刊
,

敬请广大读者给予关注
。

《音乐艺术 》编辑部

年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