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筝是我国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
,

从战国时代

公元前 一 流传至今
,

已有 两 千 多 年

的历 史
。

筝在我 国长期的流传过程 中
,

积累了丰

富的演奏技法和大量的传统曲目
,

并形成 了许多

不 同地区
、

不 同风格的流派
。

以山东鲁西南菏泽

地区 为代表的山东筝派就是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

流派之一
,

它不仅有丰富的传统古 曲
,

还善于不

断地吸收新的民间音乐营养
,

迸一步丰富和发展

自己的曲 目及演奏技法
。

一代代的古筝艺人 曾不

断地把 山东琴书
、

民歌
、

曲牌音乐改编成一首首

精采的古筝小曲
,

成为山东筝派的保 留曲目
。

解

放 以后
,

山东筝派在这一基础土又进一步创作了

一些表现现实生活的
、

结构也较原来 复 杂 的 筝

曲
,

如赵玉斋的
“

庆丰年
” 、

李祖基的
“

丰收锣鼓
”

等
,

这些新创作仍然是立足于 山东筝派的传统技

法和风格
,

并进一步向前发展和 创新
,

大大地提

高了这件古老乐器的表现力
。

一 少
一

七九年山东省音乐舞蹈会演中获创作 一

等奖的古筝独奏曲
“

包楞调
”

也是这样的一首新

作
,

它以鲜明浓郁的山东筝派风格韵味和充分发

挥利用传统演奏技巧的表现力塑造 了生动的音乐

形象
。

同时
,

在作曲技法上
,

自如地运用了我国

民族 民间器乐 曲中以核心音调为中心 的 变 奏 手

法
。

本文就其如何运用山东筝派传统技艺的表现

力和乐曲的结构
、

旋法等方面作一分析
,

并以此

向筝界的前辈和从事民族器乐曲的创作
、

曲式研

究的同志们讨教
。

乐 曲 的 取 材

筝曲
“

包楞调
”

取材于在 山东广为流传的一首

成武县 同名 民歌
。

相传过去有几位农村妇女在一起纺棉花
,

她

们边纺边聊天 从儿孙鸡鸭谈到乡间趣闻 从农

事节气谈到丰收景象
,

越谈越投 机
,

越 纺 越 高

兴
,

最后竟然对唱起来
。 “

包楞
”

是原民歌中的衬

词
,

它是由模仿飞快转动的纺车发出的
“

楞楞
”

声

得来的
。



作品以谆厚
、

娴熟的山东筝派语汇和技法揭示了原 民歌中的风趣
、

爽朗
、

乐观的音乐形

象
。

同时
,

在音乐的发展中又不断的在原民歌的基础上变化衍生出一些具有新时代风格的音

乐语汇
,

寄托了作者对于现实生活多方面的感受
,

使乐曲的格调古朴而又清新
,

具有鲜明的

地方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

在听众面前展现出我国农村的朝气蓬勃 , 欣欣向荣的气象和劳

动人 民乐观
、

开朗
、

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的精神面貌
。

核心材料的运用

“

包楞调
”

在乐曲结构上
,

完全冲破绝大部分 山东派传统筝曲
“

六十八板
”

固定的三十四

小节或六十八小节的
“

八板
”

体系结构 的刻板形式
,

而采用我国民族民间器乐曲中常见的多

段结构的 自由变奏形式
。

各变奏段以精炼的主题核心材料作为起点
,

分别向各个方向变化发

展
,

变奏手法相当丰富活泼
。

全曲分为五个段落
,

由引子
、

原民歌主题和四个变奏段组成

引子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变奏四﹀︵变奏三︶︵变奏二八变奏︼︶︵原民歌主题

第一段是原民歌主题的陈述 反复一次
,

自第二段起至全曲结束
,

共有四次变奏
,

均

以原民歌的第一句
,

即六小节的核心材料作为基础变奏发展而成
。

核心材料在使用中
,

被分为前后两个部分
、 ,

中间是一小节起连结作用的下行音

阶

前半部分 后半部分
厂 一

—— 一 —
一

—
一

——
、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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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二 上壑 些鲤 互夔 。应
、、 护护 、、 一曰一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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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四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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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进 进

这个核心材料的前半部分
,

以活泼的音型构成连续两次四度上行的跳进
,

蕴 藏 着

向前推进的动力
。

后半部分三小节
,

以一拍为单位
,

在一个八度的范围内自高至 低 作

波浪式的不完全模进
,

组成一个具有结束感的收拢性小乐句
。

短小精悍的核心材料具备了两

种不同的节奏音调特点和性格特征
,

变奏的潜力很大
。

各变奏段对核心材料的安排使用
,

大体如下

以核心材料的 。 或整个核心材料 作为各段 除第五段 的开头和起点
,

向各自不 同

的方向作变奏发展
,

经过一阶段的变奏发展后
,

又以核心材料的 作为各段落相 同 的 结 尾

—一个
“

合尾
”

形式的短乐句结束各变奏段
。

这样
,

核心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分刽为前后

呼应的两个部分
,

保证了各段落和全曲音乐材料的集中和统一
。

乐思的发展和变化
,

体现在



各变奏段的中间部分
。

核心材料中间起连结作用的下行音阶式的音调 第三小节
,

则在变奏中被抛弃了
。

全 曲各段的结构及其表现手法

现在我们按照乐曲的段落次序
,

逐段的进行分析
。

引子
、

〔一 〕段

引子由三个节奏 自由的乐句组成
,

材料来 自
。

它有提出问题
、

欲言又止的语气
,

似乎在

期待着后面主题音乐的出现
。

引子以后进入了原民歌主题的呈示
,

它的节奏从容 自如
、

洒脱流畅
,

具有风趣
、

爽朗
、

乐观的性格
。

开始的六小节正是这个民歌的核心材料 也是整个变奏曲的核心材料
,

以后

各句大都以核心材料开始部分的两小节
“

作为起点
,

发展引伸出主题内部 的
“

合 头
”

式

乐句
,

结束时又以核心材料的后半部分 作为结尾
,

宫调式
。

筝曲
“

包楞调
”
的第一段在演奏这个民歌的原型时

,

适 当地加快了速度
。

同时
,

在旋律线

大致不变的基础上
,

作了一些适应器乐演奏的变化
。

它一开始就以右手大
、

中指相隔八度交替弹奏的
“

勾搭
”

指法和大指的
“

花指
”

大指在后

半拍的节奏地位
“

连托
”

出高音区下行音阶作为装饰
,

在古筝技法中称之为
“

花
”

或
“

花指
” ,

使乐句增加了轻巧
、

生动的情趣
。

这种
“

勾搭
”

和
“

花指
”

结合的奏法显然来 自传统的快板筝曲
“

夜静蛮铃
”

著名的传统套曲
“

高山流水
”

之第三首
,

由于它通篇使用
“

勾搭
”

奏法
,

以至于这

首小曲的别名也叫作
“

勾搭
” ,

是山东筝派独具风格的表现手法
。

在旋律的继续 进 行 过 程

中
,

左手的
“

按
、

滑
、

揉
、

颤
”

和右手大指不时的加
“

花
”

奏法
,

为朴实的曲调增添了行云流水

般的清新色彩 ⋯⋯这些对原 民歌器乐化的饰润和变动
,

完成了从声乐的民歌 —器乐 的筝曲

的过渡
,

在筝曲的一开始就刻划出比原民歌更为生动
、

丰富的音乐形象
。

筝曲
“

包楞调
”

第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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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歌二
、

三段歌词略

〔二 〕段

第二段是全曲的第一个变奏段
,

一开始左手就参与了拨弦
,

奏出了以古筝基本指法组合
“

勾托抹托
”

构成的伴奏音型
,

在这个伴奏音型的衬托下
,

右手奏出两小节的核心材料 并对

其不断地重复
、

补充
,

出现了一系列的短句
。

紧接着音乐围绕在
“

微
”

音上作由简 至 繁 的 运

动
,

使音乐逐渐高涨
,

左手也由伴奏音型改为
“

刮奏
” ,

并出现了左右手快速交错 的 密 集 的

撮音
” ,

这时
,

密集的音符
、

宽广的音域和多变的左右手指法所造成的热烈气氛
,

迅速将乐

曲推向第一个高潮 全曲中的小高潮

核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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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出现了核心材料 的后三小节 一作为
“

合尾
”

的短乐句
。

此后尾部的十

三小节
,

也是由核心材料一分为二后在中间加上补充发展的小段落
,

但它缺乏独立性
,

依附

于第二段的后部
,

成 为段落范围内的补充部分
,

在音乐材料上则强调了 的变化

核心材料 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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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音乐的气息上看
,

如果没有这十三小节
,

整个第二段是收束不住的
,

在第四段的尾部

也有这么一个与此大致相同的补充部分
。

顺便提及 从第二段开始
,

左手已从单纯的按弦中解放出来参与右手弹奏
,

这在传统的

古筝技艺中是没有的
,

第一个应用这种手法的是山东筝派演奏家赵玉斋同志
,

他在一九五四

年就开始尝试
,

先后在山东琴书前奏曲
“

大八板
”

和新创作
“

庆丰年
”

中使用
,

自此
,

这一创新

便成为古筝新作中常用的手法了
。



已

〔二 〕段的音乐给我们展现了一幅热烈的劳动场面
,

我们仿佛听到朗朗的欢歌笑语 和 着

那
“

楞楞
”

作响的纺车转动
,

感受到劳动所带来的愉快和兴奋
。

〔三 〕段

这一段可分为前后两个相似的部分
,

分别在不 同的八度上进行
。

段落的开始将核心材料作了较大 的
、

性格 的变化
,

即核心材料本身的性格变奏
,

它仅保

留了原核心材料的旋律骨架
、

起讫音
,

并从六小节扩展成八小节
,

这八小节就是第三段变奏

的基础和音乐发展的出发点
。

第三段结尾部分的乐句
,

又由这开始时陈述的八小 节 紧 缩 而

来
,

以同一材料的不同节奏形式作为段落首尾的呼应
。

原核心材料至此有了相当大的变化
,

变化的过程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变奏体乐曲中音乐材料逐步
“

衍生
”

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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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第三段在速度
、

情绪和演奏手法上与前后形成较大 的对比
。

徐缓
、

带有如歌如诉的

叙事性的曲调使热烈的场面暂时安静了下来
,

被一丝淡淡的哀伤和忧虑所笼罩
,

它既象是对

往事的回忆
,

又象是对某些生活现象的思索
。

为了更细腻的表达这种感情
,

’

较多的运用了古

筝特有的
“

按
、

滑音
”

和幅度较大的
“

揉颤音
”

指法
。

这些指法在山东筝派慢板筝曲如
“

汉 宫 秋



月
” 、 “

美女思乡
”

中是使用得很多的
。

第三段的曲调突出了
“

清角
” 、 “

变宫
”

两个偏音的使用
,

随着
“

清角
”

音的使用
,

在第三段

的第二部分中作了短暂的
、

向上四度下属方向的调性移动 即
“

以清 角 为 宫
”

或 称
“

以 凡 代

宫
” ,

这样使得第二部分不仅在音区上与第一部分有对比
,

在调性的色彩上与第一段 也 有

所变化和对比
。

山东筝派的古朴风格在第三段得到充分的发挥
,

旋律带有介于歌唱和语言之间的
“

吟诵
”

韵味
,

音乐所表达的情趣是真切动人的
。

〔四 〕段

这一段可分为三个部分
,

以中间悠长的歌唱性旋律与两头热烈愉快的气氛作对比
。

第二部分是核心材料 的陈述及在其落音 宫音 上反复的强调和补充
,

在叙事风格的

第三段后
,

这里重新把我们带回到愉快的现实中来 了
。

第二部分的一开始
,

就把六小节的核心材料句幅扩展为十二小节
,

继而引伸发展出新的

旋律因素
,

最后在官调式上收束
。

左手以固定的音型作伴奏
,

右手以
“

密摇
”

的指法奏出歌唱

性的曲调
,

使这一小段音乐具有类似戏曲音乐中
“

紧拉慢唱
”

的形式
,

旋律舒展而有新意
,

象

是对大 自然和现实生活的讴歌

歌唱 地 的扩展
、

变化

一卜
、 沪

一
、、

的扩展
、

变化 引伸出新的旋律因素 ⋯⋯

,‘。月
·

一。

,

尹沪户 如、、

月。,月一匕‘⋯过
···

,丫

一一
,︵十

一飞

一

,

些

‘一匕月︸匕
。月﹄匕

二
月一匕
。

一



这里右手食指演奏旋律的
“

密摇
” ,

是借用南派杭 州 筝的指法
。

山东筝派传统 指 法 中 的
“

摇
”

或称
“

轮
”

是 以右手大指进行的
,

因大指的触弦方向在应用腕力上不如 食 指 方 便
,

“

摇
”

的速度只能达到中速时的十六分音符 上
一 · ·

⋯
,

而不能象杭筝中的食指作
“

密

摇
”

时所达到的
“

震音
”

效果 一
。

杭筝的
“

密摇
”

遇合于演奏如歌的音调
,

这是北方各

筝派中所缺乏的
,

所以在近几年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新筝曲中
, “

密摇
”

指法 已被广泛的运用

了
。

第四段第三部分的结构与曲情和第二段的后半部分大致相同
。

〔五 〕段

速度很快的上
、

下对仗短句渲染出急切而热烈的气氛
,

使段落一开始就进入全曲的高潮

部分
。

这一段是全曲各段中唯一没有以核心材料的陈述作为段落开头的
,

这样减弱 了段落之间

的停顿感
,

使得四
、

五段一气呵成
,

乐曲的高涨情绪不致在换段时跌落下来
,

在段落的后半部

分出现了 及在其落音上的补充强调
,

最后以连续三次渐慢的 即合尾乐句 作为全曲的

结束
。

第五段是全 曲的高潮部分
,

也是全曲最精采的地方
。

古筝的多种演奏技巧在这里得到充

分的发挥
,

力度较大的
“

双孽
”“

双托
” 、

三指同时抓弦
,

左手的
“

刮奏
” 、

右手的
“

花
”

等手法使

音响不断丰富
,

音色愈加多变
,

热烈欢腾的音乐情绪犹如一正在起劲地演奏着的吹打乐队
。

然而乐曲正当发展到高点时却嘎然而止
,

出现数小节的弱奏
,

这种欲扬先抑
、

维妙维肖的转

折为接踵而来的更大浪潮积蓄了力量
,

使乐曲的情绪发生跌宕和起伏
。

对传统的器乐创作原则的应用

全曲在结构及变奏手法上
,

对民族民间器乐曲的创作原则运用 自如
,

大致可 以归纳为以

下几点

一 由于核心材料在全曲所起的依据和贯穿作用
,

使整个变奏曲的音乐材料非常简练

而集中
。

‘二 将核心材料本身的上
、

下对句结构因素 核心材料可以看成 由落于宫音的
“

和落

于微音的 这两个上
、

下小分句组成 引伸至所有变奏段内部各乐句间的结构形式 一 自第

二段至全曲结束的所有变奏段全部以上
、

下对句形式构成
。

这样
,

各变奏段的调式也 自然和核心材料的调式一致起来了
,

从第二段起
,

各变奏段的

调式由第一段原民歌主题的宫调式全部转变为微调式
。

如第三段第一部分 共 小节 就是 由三对上
、

下句组合而成
,

上句全部落宫音
, 一

「句

全部落微音

分句

小节数

才 、

上 下
「一一 一 、

上 下
产

一一
、

上 下

在上
、

下对句的连结中
,

各句往往大量增加各 自的补充乐句
,

各上
、

下句本身也在不断

连结的过程中变化发展
,

这样就使得乐思逐步向前推进
,

同时也有助于防止一上一下的问答

而可能带来音乐上的呆板停滞感
,

如全曲最后的十九小节
,

在两小节核心材料 陈述后
,

紧



接着用七个短句 共十小节 对它进行重复
、

补充
,

造成音乐的热烈欢腾情绪有欲罢不能之

势
,

然 后再进入下句及其反复
,

组成这十九小节音乐的骨架仅一对上
、

下句短句

上句 核心材料 补充一 补充二 补充三

, ,⋯
, 、

飞忿
、

—
一 户

流。
下

一
三生

—
犷井打二三二丫州

补充四 补充五
—

一 一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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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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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在补充的过程中引伸出新的旋律因素
,

如第二段的开始部分
,

在渐快渐强的进行中

出现了激情而活跃的新音调
,

象是在愉快的劳动中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着信心和 自豪

核心材料 上句 的补充 补充 补 充

研
、 厂

—
一

——
一 一

———一一 一一

—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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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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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丝 五遏丝 过 卜丘矍里 旦 旦立磐 旦进些终 旦一里磐 工卫

补充中引进的新因素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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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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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辱

十言 业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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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这种通过上
、

下对句连结而进行变奏的结构形式
,

其实质是以贯通出现的
、

均衡对称的

上
、

下句为骨架为依据
,

通过对各上下句补充
、

重复
、

变化重复
、

引伸等手段进 行 乐 思 的

变化发展和衍展更新
,

是一种具有我们 民族风格的独特的变奏形式
,

它与戏曲音 乐 板 腔 体

中的上
、

下句结构形式是一脉相承的
,

由于没有上
、

下句唱词的约束
,

器乐曲中对上
、

下乐

句的补充
、

变化或引伸出的乐句数量和长度有时可以是呈示乐句的好几倍
,

变化的形式也更

为活泼多样
。



三 以核心材料的前二小节 有时也用整个核心材料 作为各段的 开 头 除 第 五

段 又以核心材料 的后三小节 作为各段的结尾
,

形成
“

合头
” 、 “

合尾
”

形式的结合
。

多段结构的民族民间器乐曲往往因此而段落分明
。

四 建立在山东筝派技法的艺术风格基础上的器乐化
。

器乐化的旋律带来通顺得当而易于演奏的指法
。

在器乐作品中
,

这两者往往相辅相成
,

曲作者本人就是演奏家
,

对器乐性能的通晓使他充分发挥了传统的较为简易的演奏手法并使

其尽可能达到理想的音乐效果
,

就是在音色多变
、

速度极快的高潮区
,

演奏技巧 竟 相 当 简

易 这正是难为可贵之处
。

同时
,

乐曲的器乐化又是建立在山东筝派艺术风格的基础上的
。

沉思吟诵
、

富于韵味的
“

按
、

滑
、

吟
、

揉
”

和促弦繁响
,

波澜起伏的
“

花
、

刮
、

撮
、

摇
” ,

继承和发展
一

了山东筝派慢板

筝曲的古朴淡雅和快板筝曲的声繁激越
,

热情奔放的音乐风格
。

在山东筝派的传统曲目中
,

一首乐曲往往只集中一种类型的技巧贯穿到底
,

如著名 的传统乐曲
“

琴韵 ”主要用
“

按滑
”

音来

摸拟古琴 的声韵
、 “

风摆翠竹
”

以大
、

食指交替演奏及
“

花
”

来描绘翠竹迎风摇曳 的生动体态
、

“

夜静蛮铃
”

以
“

勾搭
” 、 “

花
”

来描绘宁静的夜道上突然蛮铃声声
,

过来了一行骡马队
, “

书韵
”

则主要以小二度
、

小三度的
“

按音
”

指法所造成的异弦同音效果来模仿接近语言的朗读诗书的

音调
·

一
,

这些作法在塑造某个单一的音乐形象时是适宜的
,

但在一首结构较为庞大的乐曲

中塑造丰富的
、

多侧面的音乐形象时就不够 了 在传统筝曲中往往 以套曲联奏的 形 式 来 弥

补
,

如前面提到的四首各 自可 以单独演奏而又技法特点不同的传统小曲
,

就是山东筝派著名

的套曲
“

高山流水
”

的四个组成部分
,

筝曲
“

包楞调
”

既注意到组成乐曲的各段有山东筝派传

统小曲各 自运用不同的技法的特点
,

同时又不为这种独特风格的形式所束缚
,

乐曲的各段中

特别是 四
、

五段 多种演奏手法的并用进一步塑造了丰满的
、

多侧面的音乐形象
。

综前所述
,

筝曲
“

包楞凋
”

较好地
、

灵活地运用了我 国民族民间器乐曲的创作原则
,

使作

品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
。

曲作者韩庭贵出身于山东邪城县一个五代弹筝的世家
,

他本人 已有近四十年 的 弹 筝 历

史
,

对 山东筝派的技艺有着很深的造诣
。

他会唱山东琴书
,

能奏坠琴
、

板胡
、

扬琴等乐器
,

同时对当地 的梆子戏
、

两夹弦等地方戏
,

鼓吹乐
、

八板重奏等丰富的民间音乐也非常熟悉和

热爱
。

他虽然没有受过专业的作 曲技术的训练
,

然而由于在民间音乐 的长期薰陶下
,

他掌握

了 或者说领会了 民间音乐 的创作方法
。

在他的音乐 中没有某些专业创作中所见到的那种

造作和雕琢的痕迹
,

而以流畅的旋律进行结合通顺得手的演奏指法体现了作品自然
、

质朴的

创作风格
,

这正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创作 中的优秀传统
。

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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