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自五十年代开始
,

相继在

各大艺术院校开设了古筝专业课
。

各地方风格的筝艺流派大师如赵玉

斋
、

曹东扶
、

张为软
、

罗九香
、

王

翼之等也应聘到音乐的最高学府担

任教学工作
。

这是古筝艺术开展的

一个划时代的转折
。

它从古代的教

坊到民间的自由开展
,

而走向有组

织地
、

有专门人士从事教学
、

研究
、

发掘
、

整理及学习的新阶段
。

为了更好地弘扬古筝艺术
,

在

艺术院校专业教学中
,

必须制定一

个较系统化
、

科学化
、

规范化的专

业教学大纲
。

教学大纲可以讲是专

业教学所遵循的
“

宪法
” 。

有了大纲

才可以明确培养目标
,

有的放矢地

组织
、

安排专业教学
。

年文化部在西安召 开 了

第一届全国古筝教材会议
。

这是建

国以来第一次各艺术院校古筝专业

教师的会议
。

它在交流
、

总结近十

年教学工作的同时
。

重点交流
、

介

绍了各地方筝艺流派的典型代表曲

目
。

专业教学大纲并没有安排进行

讨论
。

由于当时各艺术院校师资情

况的种种差异
,

加之以后我国政治

形势的动荡
。

这项对古筝专业教学

极其重要的工作
,

被搁置了三十余

年
。

在这姗余年过程中
,

古筝专业

也同其他民族乐器一样
,

虽经风风

雨雨的种种磨难
,

但在大家的努力

下
,

特别是
“

文革
”

以后
,

无论从专

业教学
、

社会普及
、

乐器改革
、

理

论研究
、

古谱解译
、

书谱音像的出

版
、

民间与传统曲谱的收集和整理
、

新作品的创作以及国际交往等等
,

都有了很大的进展
。

上海音乐学院古筝专业 自
“

文

革
”

后即开始制定教学大纲
,

并每

二
、

三年修改
、

充实一次
。

十余年

来严格遵照大纲的培养目标来组织

教学和安排授课计划
,

改变了以往

教学过程中的盲目性和教材选择的

随意性
。

在组织专业教学个别上课

形式的同时
,

开设了古筝重赛课
、

古

筝与其他民族乐器相组合的重奏课

等形式
,

并加强国内外演出的艺术

实践
。

所以
,

近年来有多名学生在

国内
、

国际的比赛中获奖
。

毕业后

能较好地胜任音乐艺术院校的教学

及各省市级演出团体独奏演员的工

作播要
。

从而上海音乐学院的古筝

专业教学受到国内外的高度评价
。

现就制定教学大纲过程中
,

遇

到的几个问题与大家商榷
。

一
、

继承传统与保留风格

古筝这件古老的民族乐器已有

近三千年的历史
,

在它的角盛时期

—唐代
,

已相继流传至 日本
、

高

丽
、

象古
、

越南
、

缅甸等国
,

近代

又传至新
、

马
、

泰等东南亚各国
。

但

近代广为在民间流传和发展
,

乃至

形成各地方风格的筝艺流派
,

确切

说是近一
、

二百年才逐渐形成的
。

是

从民间各地方风格小合奏中的古筝

声部
,

经过民间演奏大师的精琢
、

升

华而以独奏的面 目出现于民族器乐

的舞台
。

它浑厚的音色
、

华 的音

韵
、

丰富的表现力和完美的演赛技

法
,

获得了世人的暇目
。

传统曲目的曲谱
,

无论是目前

专业教学
,

还是舞台的演奏
,

绝大

多数是建国以来根据各派筝艺大师

的实际演奏而记录
、

整理的
。

汉民族的几大筝艺流派
,

无论

是客家派的古朴典雅 潮州派的明

快
、

华丽 山东
、

河南派的离亢
、

雄

伟 还是后起之秀浙江派的富而
、

堂皇都充分地体现在它们各自的典

型代表曲目中
。

它们各具独特的演

奏技法
、

严格的音色特点以及乐曲

的旋法变奏原则
,

无不表现了我们

的华夏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
。

就是

近四十年来创作的筝曲
,

凡形晌较

大
、

广为流传
、

受到人们喜爱的曲

目
,

可以讲
,

无一不是各传统筝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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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派的较好继承和并展
。

如五十年

代赵主斋先生创作的《庆丰年》
、

徐

涤生先生创作的《春润流泉》两首筝

独赛曲
,

他们分别以山东
、

潮州筝

艺流派为依托
,

以娴熟的技法
、

地

方风格的音调和旋法变奏规律加以

发展
,

在曲目中较好地表现 了解放

后农民喜获丰收的喜悦及对祖国美

好山河的歌颂
。

从而数十年
,

国内

外筝坛盛弹不衰
。

所以说
,

继承传统和保留风格
,

实际是继承各地方筝艺流派的精华

和风格
。

我们在制定大纲和教学过程

中
,

一定要较准确地掌握和浏览各

地方风格筝艺流派的大量典型 曲

目
。

经过长期的磨练来体会和理解

它们的精位和真谛
。

不应采取不加

分析的猎奇
,

更不能不要各地方筝

艺流派而“标新立异
” 。

在河南筝艺流派中多采用

或称摇
,

这主要是易产

二
、

在演 技法中怎样继承传统

的节奏型
,

并且突出音头重音
,

这

体现了河南派乐曲刚健的音质和高

亢的风格特点 山东筝艺流派则多

采用小关节轮
,

完美地配合了山东

筝曲音质丰满
、

快速出现同度音符

时严格要求力度
、

音色的平均 而

浙江筝艺流派的大指摇
,

则能产生

点密均匀的效果
,

最易于表现浙江

筝曲的旋律歌唱性
。

因此
,

为了准确地表现乐曲的

内容
,

在教学过程中应使学生在掌

握各筝艺流派技法共性的同时
,

也

要准确地掌握各流派的个性独特技

法
。

这样才能使其较准确地掌握各

派的典型曲目
,

同时也丰富了新创

作筝曲表现的技法手段
。

而不应该

由于教师的个人喜爱和种种条件的

限制而使学生的向单一风格和表现

的手段方向发展
。

虽然各地方筝艺流派都有其各

自的风格和表现手段的特殊技法
。

但我们经过认真的学习
、

研究
,

总

可以找到它们的共同之处
。

如用人

的生理特点和音响学的观点来观

察
,

演奏时必是放松的
、

手型各关

节自然弯曲等等
。

在同一流派的演奏大师中
,

演

赛阂一首曲目也会出现因人而异的

技法
,

我们要用作品分析的观点
,

来

选择哪种技法更利于乐曲内容对力

度
、

速度和音色的需要
,

而不应单

一地棋仿某一位地方风格大师的演

宾
,

而对同一流派的其他大师的技

法加以忽略
。

当然
,

我们在选择时
,

首先要较准确地掌握他们各自的技

法特点
,

经过比较才会更为准确
。

我们决不能采取各种不同地方

攀艺流派的技法相互替代
,

否则一

定会造成在音色
、

音质上的一律
,

而

失去原曲的精神
。

如大指的快速
“

托劈
”

的技 法
。

三
、

传统曲目版本的选择

同一筝艺流派的同一首乐 曲
,

也会出现由于演奏者的经历
、

文化

和造诣
、

修养的差异而形成演奏版

本的很大不同
。

我们应该在大纲中

有针对性地
、

用作品分析的观点加

以比较
、

来取其精华
。

如赵玉斋先生五十年代灌制的

唱片《四段锦》,

可以说是赵先生演

奏山东筝艺流派筝曲的精碗
。

他热

情
、

奔放的演奏特点和他大指小关

节轮的深厚功底表现的淋漓尽至
。

而张为昭先生弹奏的《汉宫秋月》,

是他演奏山东筝艺流派慢板大板筝

曲的典范
。

他那左手细腻
、

得体适

度的按
、

颇
、

吟音
,

以及右手弹奏

的优美手型
,

特别是二指
“

挑指
”

技

法的巧妙运用
,

可以说将这首乐曲

表现的完满无缺
。

故我们在制定大

纲时
, 《四段锦 》选用了赵的版本

,

而

《汉宫秋月》选用了张的版本
。

但有时就是 同一位 大 师的演

奏
,

也会出现由于演奏时的心情和

状态等因素
,

同一首乐曲演奏版本

也会有较大的差异
,

如客家筝艺流

派大师罗九香先生
,

生前传授《蕉窗

夜雨 》这首筝曲时
,

演奏慢板的反复

次数
,

以及细小的音符变化均无统

一的规定
。

在中板变奏上更是根据

当时的情绪
,

用客家旋法的变奏特

点
,

多次的
,

反复运用
,

也无统一

的要求
。

全曲时长
、

时短
。

我们在

教学过程中
,

为能使学生在较短的

时间里掌握这首乐曲
,

就必须将此

曲有一个相对准确的订谱
。

我们为

使乐曲内容和变奏方法作到尽量的

统一
,

故在罗先生的诸多变奏方法

中
,

取其慢板弹奏两遍
,

作速度和

情绪的变化
。

在中板变奏中
,

取其

客家筝派典型的旋法变奏特点
。

第

一遍在低音区使调骨 〔工尺谱原谱

用切分
、

减字的手法来突出刻画雷

声的意境 第二遍在中音区使调骨

扫弦加花 即五声音阶下行 的手法

来描绘潺潺的雨水
,

第三遍在高音

区
,

使调骨切分
、

改变节奏重音的

手法来形成一幅雨珠滴蕉的画面而

结束
。

这样的订谱既较完美地表现

了乐曲的内容
,

又不使人觉得曲调

冗长
。

这首乐谱在实践中
,

不但学

生学习起来较易掌握
,

并且在国内

外演奏舞台上也得到 了听众的好

评
,

而获得极大的成功
。

四
、

新作品应在大纲中占主导地位

在世界经济
、

科技迅猛开展的

今天
,

人们的习惯
、

观念也会有所

改变
。

人们既要欣赏古朴典雅的传

统乐曲
,

也要欣赏表现时代精神和

风貌的新作品
。

特别是青年一代
,

他

们对新作品有更高的要求
。

所以我

们在继承传统精华的同时
,

必须在

此基础上去发展和创新
。

我们这里所提新作品应 占主导

地位
,

并不全指它在教学大纲中所

占的数量而言
。



度和弹

朴

令

筝曲的创作
,

我们认为应该结

束演赛者把民间的旋律简单化地加

以变赛
、

筝化为主的局面
。

现在已

涌现出一批热心古筝艺术的作曲家

和经过专业作曲培训的演奏家
。

他

们对传统筝曲认真研究以后
,

以新

的手法写出了一批新内容的作品
。

由于作曲技法的新颖
,

也推动了古

筝的乐器改革和演奏技法的突破和

创新
。

如何占豪先生创作的蝶式筝

协奏曲《孔雀东南飞 》
、

格桑达吉和

范上峨创作的筝独奏曲《雪山春晓》

等
,

我们认为这是筝曲创作的范例
。

我们提倡作曲家和演奏家的密切配

合
,

使古筝艺术有所发展
,

不断前

进
。

当然
,

我们决非在大纲中不体

现传统
,

一新就好
,

一新就选用
。

而

是应该从培养学生循序渐进地学习

演奏技法和表现能力为前题
,

选择

那些已被社会公认
、

有代表性的曲

目选定在大纲中
。

使学生在校期间

以及毕业参加工作以后演奏曲目能

有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
,

更能适

应时代对他们的要求
。

五
、

必须加强学生的视安和合奏能

力的培养

目前古筝专业的教学
,

多以个

别课的形式
。

内容以独奏曲为主
,

在

专业课上很少关注学生视奏
、

合奏

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

考试时也多以

独秦曲的难易程度和演奏的优劣来

评定学分
。

这种专业教学方法
,

其中的一

个重要欠缺是容易使学生学习的基

本乐课
、

视唱练耳等与主科脱节
·

易导至学生毕业后演奏独奏曲的水

平较高
,

而合奏
、

重奏
、

伴奏的能

力较差的现象
。

更有甚者
,

认为弹

筝者只有先把乐谱背下来才能演

奏
。

先师们
“ 口 传心授

”

的教学 方

法
,

我们不主张全盘否定
,

但在我

们这一代一定要有所改进
,

有所提

高
。

而当今往往会遇到一部电影或

一部电视剧中的筝曲配音
,

从乐谱

下发到与乐队的录音合成
,

也不过

数小时时间
。

如果我们平时没有使

学生养成较强的五线谱视奏能力和

合奏
、

伴奏的配合能力
,

是很难胜

任工作上的需要的
。

所以
,

我们建议
,

古筝专业课

在 目前一对一的教学形式下
,

要严

格要求学生养成看谱弹奏以及严格

按乐谱中要求的音准
、

等来演奏
。

克服演奏时

任意加花的习惯
,

同时要给学

奏相应的练习曲
,

‘

增加重奏
、

合奏

必修课
。

来作为一对一上课形式的

补充
。

请作曲家为我们多写一些较

繁难 如多变的调性和多变的复杂

的节奏型等 的新作品
。

来加强学生

的视奏
、

重奏
、

合奏
、

伴奏能力的

培养
。

使我们的古筝专业毕业生
,

既

是独奏演员
,

又能很好地完成重奏
、

合奏及伴奏任务
。

这样才能得到社

会的公认
,

专业团体的欢迎
。

六
、

要树立走向世界的宏观观念

我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化
,

个民族组成的大国
,

历来与世界各

国文化交往密切
,

古筝艺术远在古

代已传至海外
,

并在当地生根
、

开

花
。

有的已发展成为自己国家的主

要民族乐器
。

如 日本的筝和朝鲜的

伽椰琴
。

目前除东南亚各国华人较多
、

较集中外
,

世界各地
,

包括欧
、

美
、

非
、

澳也都有华人居民
。

而凡有华

人的地方均有筝声闻
。

近年来随着

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

除各国华裔

外
,

一些欧
、

美
、

澳
、

日等非华裔

的学者
、

学生也来我国研究和学习

古筝艺术
。

所以
,

我们考虑古筝艺

术的开展也应该具有世界的宏观观

念
,

我们今天的古筝艺术
,

应该以

一个新的风貌走 向廿世纪的新世

界
、

在世界民族音乐之林中树立更

好的形象
。

我们的出访演奏和讲学
,

既要介绍华夏文化
,

也可用古筝来

表现异国风情
,

要逐渐地使古筝成

为一件世界性的乐器
,

才会有更广

阔的前途和更大的发展
。

所以
,

我们认为古筝除乐器本

身仍需不断的改革和提高外
,

在掌

握传统乐谱 如工尺谱
、

二四谱等

和简谱的同时
,

尽快推广
、

使用国

际通用的五线谱 在继承传统精华

的同时
,

大力提倡新技法
、

新作品
。

同时加强理论研究和社会普及工

作
,

使古筝艺术焕发出新的青春
,

来

陶冶人性
,

表现时代
。

‘

以上诸点的实现是古筝专业教

学的一个系统工程
,

不可能一朝而

就
,

但我们深信经过全体同仁的合

作
,

不断的实践
,

在几代人的努力

下是可以实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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