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蕉窗夜雨 》是广东汉乐的一首著名乐

曲
。

有人认为它是汉乐 自中原南迁广东 后千

百年来与当地的 自然风土
、

语言文化和 人情

习俗密切 融合的一个鲜明例证
,

但因传统久

远
,

作者 已无从查

致
,

似重抒情
。

而第一次反复时逆度加快了
,

从第夕 ,
、节至 第十七 小节

,

旋律的走向下降

在低音区活动
,

而且连续地出现切分节奏
,

使浑厚浓玉
、

铿锵有力的音调与富有动力的

考了
。 、

《蕉窗夜雨 》

多以室 内乐的小型

演奏形式在民间广

为流传
。

通常以古

筝为主奏乐器 ,

配

之以洞筒
、

译琶和

椰胡
,

有时加上小

三弦
。

这种演奏形

式在民间俗称为筝

琶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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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浑为一体
,

使

人有如置身在雨声

棕涂的浓浓夜色之

中
。

而这一感觉又

随着乐曲的第二次

反复得到了进一步

的渲染和加强
。

古

筝连续六小节的八

度滚奏固定音型与

洞霄流杨急促的旋

律同时交响 , 以及

《蕉窗夜雨 》与 许 多 优秀的传统乐曲

一样
,

既具有抒情性也具有描绘性
。

它的曲

调古朴典雅
、

流畅清新
、

优美抒情
,

充满诗

情画意
,

颇具南国 色彩
。

那 悠 然缭绕 的乐

声
,

钱人沉浸在美的夜景
、

乙中
。

南国的夏夜
,

酷署 余 热 未 消
,

困扰着

蕉林农舍的主人
,

此时万籁俱寂
,

夜 色深沉
,

窗外飘起了阵阵细雨
,

微风吹拂带来凉意
,

人们欣尝那雨打芭蕉的浙沥之声
,

伴随着经

过 了一天辛劳的人们进入梦乡
·

一
这大概就是 《蕉窗夜雨 》所要诱发听众

联想的意境吧
。

《蕉窗夜雨 》全曲仪三十四小节
,

然而

演奏者把乐曲反复演奏三遍
,

而且每次都赋

予变化
,

通过不同乐器发挥各 自的 技 法特

点
,

采用不同的加花手法
,

疏密相间
,

互相

穿插
,

相互衬托 , 通过力 度 的 变 化谊染气

氛
,

使乐曲起伏
、

跌宕 , 同时在演奏速度的

处理上运用由慢到快渐层发展的手法
,

环环

紧扣将音乐推向高潮
。

经过演奏者的加工
、

雕琢再创造
,

不但

使人感到乐曲的完整和丰满
,

而且感到乐曲

布局既有层次又一气呵成
。

演奏第一遍时速度较为缓慢
、

平和
、

雅

紧接着的古筝旋律上扬在高音区活动
,

其音

调洒脱飘逸
、

清丽明亮 ,

使情绪更为热烈酣

畅
,

直把全曲推 向高潮
,

最后结束在商音上
。

给人以雨声停息
,

夜色朦胧宁静 , 虽曲终而

余韵悠然之感
。

作为筝琶胡这种演奏形式的主奏乐器古

筝
,

沿用钢弦
,

其音色清 脆 明 亮
、

甜 美悦

耳
,

十分动人
。

同时
,

古筝特有技法的恰当

运用也产生 了极佳的效果
。

为充分发挥右手

丰富 多变的弹奏手法
,

以 及 左 手 揉
、

滑
、

颤
、

按弦 的细致微妙的变化
,

大大美化了音

色
,

使古筝的表现力极为丰富
。

广东汉乐的古筝演奏有着久远的历史 ,

在客家地区深受欢迎和崇尚
,

它对古筝演奏

者的技艺和修养要求较高
。

乡间和弦索 即

汉乐合奏
,

常有两种形式 一是以头弦或

提胡或笛子为主奏的合奏形式
,

使用的乐器

较多
,

此类合奏气氛较为热烈开 朗 , 而另一

种是以古筝为主奏即筝琶胡的演奏形式
,

这

种形式往往在更深夜静之时才开始
,

此时一

般乐手或听众则 自觉静候一旁
,

让技艺较高

的乐手操起各自搜 长 的筝
、

琵
、

胡 进 行合

奏
,

此类合奏气氛高雅古朴
、

缠绵柔美
,

令

人赏心
,

回昧无穷
。



在汉乐演奏的历史上出现过不少古筝好

不
。

其代衷 人物有大埔 、勺罗展才先生
、

何育斋

先生 已故 和六
· 一

年代被誉为古筝岭南派

代表的罗九香先生 已故
。

他们的共同特

点是十分注亚古筝的音色
,

尤其强调左手按

弦的微妙
、

多变
,

从而大大地丰富了汉乐古

竿的演奏技法
,

同时他们对汉乐筝曲有精深

的研究
,

对调 度的变化
、

乐曲抑
、

扬
、

顿
、

挫的布局以 及速度徐疾转拆的安排均有独到

之功力
。

他们为
一

占攀在客家地区的流传和发

展作出了贡献
。

《蕉窗夜雨 》于一 少 ‘又一年由中国唱片

卞卜广州 分社录制成盒式 升带
,

收 左
’ ‘

东汉乐

第二集《百象春 》内
·

乐谱主碑律请参着香

港 卜海书局 一力八六年九月出版的《广东汉

乐三百首 》
。

据记载
,

许多传统民问命原是有唱词

的
,

广东汉乐亦有不 少乐曲原附有唱词
。

不

久前广东省参事室蓝介愚老先生认为《蕉窗

夜雨 》原唱词可能就是 《潇湘夜雨 》
,

若此

说成立
,

当是宋代就已有之的了
。

蓝老先生

精通古文 ,

诗词造诣也很深
,

且通音律
,

善

弹古筝
。

笔者认为
,

他的发现亦不失为一种

有益的见解
,

不妨附上词曲供读者诸君参阅
、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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