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流传于我 国鲁西南
,

郸

城
、

郸城一带的民间乐器筝
,

是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 我

们从稗官
、

野史
,

笔记
、

小

说里
,

就可 以略视出端倪来
,

即以罗贯中所作 的 才 子 书

《水浒传 》而论
,

其中就有

冤的 凡清
攀 曲

板曲
”

即山东 民间所称的
“

山东 琴 曲
”

如 《汉 宫 秋

月 》
、

《 鸿雁捎书 》
·

·一之

类的筝曲和 由山 东 琴 书 唱

腔
、

曲牌演绎或移植而来的
,

如 《凤翔朝 》
、

《叠断桥 》

⋯⋯之类的筝曲
,

构成了具

有独特山东地方风格筝曲的

阵容
。

燕青弹筝的描绘 而燕青又是梁 山好汉一百

单八将之一
,

他们高举义旗
,

聚义造反的地

点
,

正好是邪城县的管辖境内
,

这一点补叙

了正史不录的缺限
,

也说明了至晚在宋代
,

这个地区就形成了民间古筝的一派
。

二

现在山东流行的筝是十六弦
,

而在清代

以至解放初期 常见的是十五 弦 的 丝 弦

筝
,

它是用七只老弦
、

八只二弦的
“

七老八

少
”

配弦法安弦的 由外一弦起
,

按五声音

阶调律
,

依次排列为
“

含吗上尺工合四上尺工六五让恨仕
”

把上列工尺译成简谱
,

就是
“

每兮 争尽尽 之息
’,

按飞‘弓 , , ,

五音序列宫 音居

中
,

所 以称这种调为
“

正宫调
”

但持宫声最

低之说以 为宫者则以
“

小工调
”

见称
。

流行于郸城一带的手抄本工尺谱
,

是经

过历代艺人进行过巧妙改造的记谱法
,

因为

记谱的字里行间
,

突出使用了
“

花
”

字
,

所以

我们叫这种谱为
“

花字工尺谱
” 。

现以《琴韵 》

大板第四 的部分句节举例如下
,

以观究竟

尺花四四上花合四上上工花尺花上上
。

一板
元 卜示至工夏无于花西四王

。

八板
怕山怕山一 户、怕合怕目 门占

“ 、 ’ 、
’

叭
‘

山东民间筝曲
,

是由
“

八板体式
”

的
“

大

山东琴 曲的曲式定格
,

是全 曲分八行直

书
,

于每行之上眉批
“

一板
”“

二板
”

⋯⋯
“

八

板
”

字样
,

或于每行下足批
“

其一
” “

其二
”

⋯⋯
“

其八
”

字样 每行固定为
“

八拍
”

即清

代 曾经流行的
“

一板分注七眼
”

记谱法 惟第

五行 即第五大板 多四拍
,

全曲总和为六

十八拍
,

俗称
“

六十八板
” 。

并用
“

大板第 又 ”

字样来表示速度节奏
,

如 《汉宫秋月 》
、

《隐

公 自叹 》注有
“

大板第一
”

字样
,

即是说明它

是
“

一板三眼
”

红 的慢板 曲 而 《昭 君

怨 》 《 鸿雁夜啼 》等曲
。

题注
“

大板第二
”

《缨嗽黄鹏 》
、

《鸿雁捎书 》注明为
“

大板

第三
”

字样 这是说明稍快于
“

大板第一
”

的

中板或中速板曲 其他如 《风摆翠竹 》
、

《夜

静变铃 》
、

《琴韵 》
、

《书韵 》均题注
“

大

板第四
”

字样
,

以示其为
“

一板一眼
”

形

的快板曲
。

板序
“

一
、

二
、

三
、

四
”

的标记
,

除了明确节

速之外
,

还有指导表演形式的意思 如将《琴

韵 》《风摆翠竹 》《夜静变铃 》《书韵 》四曲连

成一套进行独奏表演
,

就是以
“

大板第四
”

的

板序为根据的
。

另外
,

用于山东琴曲合奏形

式表演时
,

则依照各宗乐器曲注的
“

板序
”

标

记进行合乐
,

如筝曲《汉宫秋月 》注
“

大板

第一
”

洋琴曲《满 舟 月 》 误 为 《满 州

乐 》 注
“

大板第一
”

胡琴曲《丹西牌 》注
“

大板第一
”

琵琶曲《满舟月 》亦注有
“

大板

第一
” ,

这就是说明
,

这四件乐器的曲目虽



别办、

沙熟匆月、公哈翻凡、翻阅、翻哈刘月、别尺、公认翅玲、别阅、刘此、韧民、别月、侧只、仙临公叭钊六、别阅、钊玲洲片、乞片、韧阅、洲叱、沙认公峪 乞玲、乞六
、

公玲 韧哈、乞哈
、

乞朴
、

乞哈
、

侧殆、别尺 哈 公哈
、

翅哈 公冷

然不同
,

但可以依据板序的指示 来 进 行 合

奏
。

其余可以类推
。

《 山东琴曲 》是 山东 民间器乐的一种小

合奏形式
,

很具有山东民间风格特点的
。

它

是由古筝领奏
,

配以洋琴
、

琵琶
、

胡琴等四

种乐器的小合奏
,

可以和河南板头曲、 江南

丝竹
、

韩江丝竹相并美
,

可惜流传的曲目不

多
,

近些年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

如不进

行抢救
,

诚恐有湮没失传的危险
。

三

《筝曲解说 》

《清风弄竹 》 山东民间古筝曲
。

它是

以
“

大八板
”

结构形式编组而成的筝曲
,

用
“

六
” 。 字开门起板 曲 意 与 《风 摆 翠

竹 》大致相同
,

是 《风摆翠竹 》的变体
,

在

旋律变化上
,

突出使用了
“

重颤音
”

和
“

二变
、

引 带滑
”

的特种技法
,

用来描绘和模

拟 自然景物的音乐形象
。

是一首具有独特的

山东风格的筝曲
。

也是
“

大八板
”

结构形式编组而成的筝曲 是

在
“

砚调八板
”

即王字起调的 《八板 》 的

基础上
,

通过同八度按滑音来模拟鸿雁的鸣

叫声 用花指 装饰音 和音节的变化来描

绘群雁振翅高飞的形象
。

此曲 曲 调 轻 快流

畅
,

风格韵味突出
,

宜用中板速度演奏
,

是

山东古筝曲优秀曲目之一
。

此曲标题的根据
,

有两种传说 一说是

以汉
“

昭君出塞
”

为背景
,

借 《鸿雁捎书 》故

事以描写王昭君远托异邦
,

怀念祖国的思想

感情 另说是出使匈奴的汉使苏武
,

留胡十

九年
,

借 《鸿雁捎书 》故事以写其怀 国思君

的感情
。

《汉宫秋月 》 山东 民间筝曲

此曲系
“

山东琴曲
”

大板曲之一
,

它也是

民间传统音乐
“

大八板体
”

的曲式结构
,

经过

旋律和节奏的调整变化和发展而成为一首有

思想
、

有意境的标题 曲
。

如标题《汉宫秋月 》

所示
,

它是描写处在汉代深宫禁地之 中
,

受

压迫
、

受奴役
、

受着禁锢没有人身自由
,

失

去青春欢乐的宫女们
,

在敢怒而不敢言的处

境下
,

只有对月怀 乡
,

暗抒 己怨的思想感情
。

此 曲演奏技巧
,

纯朴古雅
,

并依据旋律

的发展和音乐感情的要求
,

恰 当 的 运 用了

揉
、

吟
、

滑
、

按等技巧来表演出汉宫里宫女

们的悲怨和愤慨相交织的感情
。

确实是一首

有代表性的山东风格的古筝曲
。

《高山流水 》

山东筝曲
,

以 《高山流水 》为题者
,

多

系套曲 有以 《琴韵 》
、 《风摆翠竹 》

、

《夜静奕铃 》
、
《书韵 》四曲连成一套者

,

亦

有以 《琴韵 》
、

《风摆翠 竹 》
、

《夜 静 奕

铃 》 三 曲连成一套而后冠 以 《高山流水 》标

题者
,

未悉张应易所表演的为哪一种 《高山

流水 》 有待一聆其录音而后再写说明

《风摆翠竹 》 此曲虽用
“

绿竹琦猜
, ,

随风摇 曳摆动的形象命题
,

而 以 《风 摆 翠

竹 》见称
,

但从它的旋律结构和指法安排来

看
,

它仍然属于技术标题范围的乐曲
。

如奏

曲伊始
,

便用花带按
、

散同度音并配 以轻巧

的摇指来描绘清风徐来的 自然景象 接着便

用
“

套指四点
”

来模拟琦琦翠竹在金风送爽的

秋风里摇曳摆动的形象
。

这是一首把音乐技

术形象
“

诗意化
”

的标题曲
。

曲调流畅
,

旋律

优美
,

指法轻巧
,

乐思结构严 谨
,

意 态 逼

真
,

是 山东古筝快板曲有代表性 的 筝 曲 之

此 曲也是
“

大八板
”

结构形式的筝曲
。

《鸿雁捎书 》又称 《鸿雁传书 》 它



习哈山民、匀此、翻片
、

习片山玲‘别汽、翻尺、留哈 乞月、别叱、别叱、别比、翻玲、翻峪、匀殆召凡、公片、洲碑、公冷 细哈 匀殆、划凡、加死、匀月、乞岭自月、到力翻玲、公哈浏玲沼兄、划尺、公哈 翻峪‘
钊峪、公玲翻尺、翻尺、习尺、

《缨嚷黄鹏 》 此曲也是
“

大八板
”

结构形式编组而成的筝曲
,

它是在 《鸿雁捎书 》和
《风摆翠竹 》的基础上

,

突出运用花指和快速的繁音节的变化来模拟在春光明媚时节
, “

黄

鹏巧嗽在花坞
·

的 自然景物的形象 此曲的特点是 音节繁碎明快
,

指法玲珑 细 巧 并 因

表演者的娴熟技巧
,

巧妙的控制着旋律起伏和速度变化
,

借以表达出
“

听呱春莺喉
”

一般的

宛转流利的音韵来 因此而以 《缨琳黄鹏 》作为乐曲的标题
。

此曲在山东古筝曲中是独具一格
,

颇有代表性的筝 曲之一
。

《夜静变铃 》此曲也是以
“

大八板
”

结构形式编组而成的古筝曲之一
。

因为在演奏技法

上
,

全曲只用
“

大
、

中
”

两指弹弦奏曲
,

所 以因技术命题而称之为 《勾搭 》 但因此曲用中指

勾拨低音法以突出旋律主音
,

而配以大指连托高八度音的花指变化 —特别是在节奏变化上

运用了
“

连续花切分
”

的奏法
,

这样就使整个乐曲在旋律起伏变化里加杂着一些如同
“

一串铃
”

的花指奏法
,

更为形象的描绘出一幅 《夜静变铃 》的夜景画图
。

此曲是描写深秋时候
,

在寂静的夜月下
,

一队马帮经历着崎岖
、

坎坷的山路后
,

继续奔

驰在宽阔
、

平坦的大路上的景象 是描写在古代交通险阻
、

运输条件困难的情况下
,

我国劳

动人民克服 困难
,

战胜 自然的英雄气概
。

是快板山东古筝曲中最有代表性的曲 目之一
。

《隐公 自叹 》 又名 《山居吟 》 此曲和 《汉宫秋月 》一样
,

同属于
“

大八板
”

结构形式组

成的大慢板古筝曲之一
。

乐曲是通过旋律节奏变化和按
、

颤
、

揉
、

推等技法来描写一位生不

逢辰
,

不求闻达与世无争的老人
,

隐居 山林后
,

嫉世愤俗的心情
。

此曲在表现方法上
,

要求沉着稳静
、

韵致含蓄
,

并通过 自我叹息音乐描写以抒发其对封

建社会的不满情绪
。

曹 正
八、户叼 , 尸、、以、户 , 白叼 气“产 八、护、“ 们 、产、气 、

, 自 、户丫叭、产目 , 、户 , 、了、气沪 , 气曰、 , 护、洲肠 、产 , 、尹、 、护 , 州口、扩
,

叼 、尹、“ 拓 ‘ 八、产叼气 , 产“ 口 、产、 、产、内侧户喇 、产、 自、产叼八钊户甲 只叼户叼 、 从 , ‘ 、产曰 、户叼 , 、产 , 户 、沪、 、“ 、创气“ , 门、产 , 、产 , 、护、

在山东各地
,

流传

着许多幽默风趣的民间

诙谐歌曲
,

尤其是鲁北

一带
,

不仅数量多
,

而

且很富有特色
。

这些民

歌
,

充分反映了劳动人

民的乐观主义精神和诙

谐幽默的性格
。

它们具

有一种独特的情趣
,

使

人们听了赏心悦耳
,

攀
松愉快

。

略 论
山 东诙落皆民歌的

艺术特点

山东比较突出的贫困地

区
。

但是
,

恰恰在这样

的地区却产生了极其丰

富的诙谐民歌
。

高尔基

有过这样一段话
“

民

歌与悲观主义是完全绝

缘的
,

虽然民歌作者的

生活是很艰苦的
,

其个

人生活是受压迫的
、

无

保障的
,

但 民歌中的主

鲁北地处黄河下游
,

在旧社会
,

由于反

动统治及 自然条件严酷
,

这里的劳动人 民长

期过着受冻挨饿
、

逃荒要饭的悲惨生活
,

是

人翁总是克服世界上一切不幸的胜利者
。 ”

这

个精辟的论断
,

在山东特别是鲁北的民歌中
,

得到了具体的验证
。

苦难的岁月
,

锻炼了人

们的意志
,

也磨炼了人们的性格
。

他们豪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