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中央电视台现在已经更换了气象预告节目的

配乐 ,
但是观众们也许还记得以前用电子琴演奏的那

段音乐
。

它配合着荧屏上变换着的各地风光
,

洋溢着

令人心醉的诗情画意
,

蕴含着对祖国秀山丽水的一片
赞美之情

。

这段动久的音乐
,

就是根据古筝名曲《渔舟

唱晚 》改编的
。

《渔舟唱晚 》是音乐界公认的优秀传统筝曲 ,

但它

的产生和它的作者
、

改编者究竟是谁
,

却是民乐界的一

桩“公案刀。

以前一般认为它是由近代著名古筝家娄树

华 一 于三十年代中期以古曲《归去来 》的片
断为素材加以发展变化而成

。

八十年代勤
, 山东聊城

艺术馆的姜宝海撰文认为它是聊城地区的筝演奏家金

灼南根据当地民间筝曲《双板 》及由《双板 》演变的两首

小曲《三环套 日》、《流水激石 》改编的 , 以后又由金灼南

传授给娄树华 , 而娄树华又稍作了改编 ,

遂成现在的谱

本
。

而古琴家成公亮又在 年第 期《音毛小杂志 》

上撰文透露
,

他偶然发现了民乐老演奏家程午加

年在北京跟娄树华的老师魏子犹学习并记录的 《渔洲

舟 唱晚 》的曲谱 , 这一资料的发现使这首名曲的形成

更难作出定论了
。

《渔舟唱晚 这一曲名出自唐代大诗人王勃的名篇
《滕王阁序 , 中的千秋佳句 气

· ·

⋯渔舟唱晚 , 响穷彭益

之滨
。 ”

作品以如歌般优美的旋律和生动形象的节奏 ,

描绘出一幅
“
渔舟晚归 ,

掉歌抑扬刀的动人
“
音画气

《渔舟唱晚 》可分为两个部分
。

第一部分以幽美宁

静的旋律 , 体现了“
晚刀的静谧和“ 唱刀的自得

之中
, 同时又为这幅动人的画面增添了几分生气
第一部分的后半部从前半部的悠缓宁静向欢快活

跃的情绪过腻 原来舒展的 拍子 在 这儿变 成 了

拍子 ,

速度也稍快起来
·

荟山自 中妇 巨业 卜。 互迎过
亘 埋 卜

·

二 卜
·

生 生 丝色丝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里出现了用按弦奏出的“ , 音 , 并用
“

花指刀奏法装饰渲染 , 使乐曲的调性色彩得到了变化
,

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
。

接着
,

音乐以一个短小的音型

作有规则的下行模进
「 丁 一 ,

,

厂 吮 , 导 ’

知 ,

二鲜 公绝妙 旦些黔 互 理丝 互磐毕 鱼忍

这种下行模进也叫作
“
复式递降气 给人以一种 律动

感
,

犹如渔舟竞归 ,

由远及近 又恰似轻波四起
,

前浪

后涌
。

如果说《渔舟唱晚 》的第一段主要是一幅静谧的远

影图刀的话 ,

那么它的第二段则 以极为简练的笔触‘

气
勒刀出一幕喧闹欢快的“

近景气

二 尝

旦 旦
·

兮 苏

一

。

价一 即李早以 华。“卿缨
口与
。

夕阳的余辉为晴朗的天空抹上了一笔笔灿烂的晚

霞
,

一望无际的湖面在夕阳下粼粼闪光
,

远处
,

几片晚

归的渔帆隐隐可见 ⋯⋯在这一段音乐中
,

左手的按揉

手法奏出了美妙的颇音和滑音 , 给人以一种心情活淡

而又颇为自得的“

吟唱刀感 , 它融化在美丽的湖光山色

里
。 。

⋯
‘

, 二
,

训 华 坚 并 黔 华 纽 旱 吐

它上承第一段 ,

也以一个短小的音型作
“
复式递升递

降刀 , 速度由慢渐快
, 音乐情绪也随着旋律的上下起伏

和速度的加快而逐步高涨
,

直至达到全面的高潮
。

在

这一部分中
,

古筝特有的“ 花指刀手法的运用 ,

使整个乐

段充满着一种
“
动感 ”,

非常形象地模拟出流水之声
。

听

着这段音乐 ,

我们可以感受到渔翁们摇格破浪栩栩如

生的姿态
,

想象晚归的渔船上渔歌四起
、

互相唱和的热

闹场面 随着速度的加快
、

力度的加强 ,

似乎片片白帆

越来越近
,

格声
、

水声
、

渔子晚唱之声交织成一片
, 越来

越清晰
,

越来越热烈 ⋯⋯

高潮后的尾声
, 速度突然放慢

, 喧闹的场面已经过

去 , 音乐显得含蓄而富于意境 , 又把我们带回到
“ 两岸

青山暮 , 江心秋月白刀的话静愉悦的气氛中
,

给人以曲

虽终然意韵无穷之感
。

古筝是一件富于特色和 育丰富表 现 力 的 民 族 乐

广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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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高尚的愤怒似浪潮翻腾 ”

—卫国战争时期
薛 范

咬 年 月 日, 德 国法 西

斯军队大举入侵苏联 , 伟大的卫国

故孚爆发了
。

自战争一开始 , 作曲

家们几乎都穿上了戎装分赴前线或

后方 , 用他们独特的武器 —音乐 ,

参加全民抗战 , 激励人们的斗志 , 也

给灾难中的人民送去温暖和必胜的

信念
。

歌曲成了祖国保卫者不可分

离的亲密战友
,

它和人民一起度过

严皎的岁月 , 迎接胜利的曙光
。

布朗介尔的 《再见
,

城市和乡

村 , 和阿
·

亚历山大罗夫的《神圣的

战争 》 是卫国战争中最早产生的作
品忘不到一星期 , 这两首歌曲就唱

遍了全国
。

阿
·

亚 历 山 大罗夫 一

是苏军红旗耿舞团的创办人
。

他的作品几乎都是男声合唱曲 , 显

示了一种阳刚之气 他确立了庄严

的合唱颂歌的风格
,

在三十年代就

以‘斯大林颂 》〔
、《布尔什维克

党歌》 写于 年
, 年改为

苏联国歌 和 《列宁之歌 》 的等

颂歌驰名 , 卫国战争开始后的第四

天他就写出了这首爱 国 主 义歌曲
《神圣的战争 》, 号召全民抗战

。

月

日 , 他带领苏军红旗歌舞团在火

车站为数千名待发的红军战士首次

演出这首歌 , 全体将士热血沸腾
,

在

他们一致要求毛 歌曲反复唱了五

遍
,

此后很快就传遍前后方
。

它表

达了战士们坚决消灭侵略者的意志

和必胜的信念
,

是反映卫国战争的

经典作品之一
。

继《神圣的战争 》之后 ,

别雷的
《勇士歌 》 、

弗拉德庚的《歌唱

德涅泊尔河 》 、

卡茨的《布良

斯克森林哗哗响 》‘
、

查哈罗夫

的《雾啊 , 我的雾 》 、

米留金的
《海上近卫军抓 以及诺维柯

夫的 《五颗子弹 》 和《凛冽的寒风 》

等歌曲相继闻世
。

曲调或深

沉
、

或悲壮
、

或激愤
、

或高昂
, 它们从

各个角度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

歌唱

苏联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和他们可

歌可孕的业绩
,

激励着人们无所畏

惧地向前
。

此喻 诺维柯夫 争一 在

年创作的 两 首 队 列 歌 曲 《茶

炊 —火绳枪 》和《瓦夏 , 好瓦夏 》却

别有一种情致和风格 前者用嘲弄

的音乐语言 , 把苏联新式武器卡秋

莎火箭炮比作俄罗斯传统的家用茶

炊
, 用来款待法西斯侵略者 后者歌

唱了苏军士兵间的战斗情谊
。

作者

正是由于在卫国战争时期创作了这

一系列士兵歌曲而受到人们的普遍

注意
,

这在歌曲创作人才济济的当

时 , 是很不容易的
。

莫克罗乌索夫 一 的
《珍贵的石头 》 则是一首抒情

叙事曲 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在经过

八个月的艰苦防御战 之 后 被 迫 放

弃
,

一个负了重伤的黑海水兵在临

终前留下遗言 ,

要战友们打回塞瓦

斯托波尔去 , 并把他从要塞故乡带

来的一块石头放回到 那 里 的 峭 岩

上
。

歌曲悲壮
、

深沉而凝重 ,
具有一

种震撼人心的内在力量
。

莫克罗乌

索夫的小调式抒情歌曲富有俄罗斯

风味
,

评论界称他的歌曲
‘具有俄罗

斯的灵魂气

器 , 然而在至少有二千多年肖厉史中,

古人们用它演奏

的却多为凄哀之声
,

所以古人也把筝称为
“

哀筝刀 、 “ 苦

筝刀。

从目前传存的备派传统筝曲来看 ,

确也以“
悲声 ,

为多 , 如《闺中怨》、《叹颜回 》、 《蕉窗夜雨》、 《出水莲 》、

《 苏武思乡 》等等
。

而在《渔舟唱晚 》中
,

我们感受到的

却是一种热爱生活
、

热爱大自然关景的欢乐情绪
,

充满

着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
,

这在传统筝曲中是较为突出

的 , 它受到了国内外广大听众的喜么 一位外国竖琴

演奏家听了《渔舟唱晚 》后赞叹不已 ,

他不但把它改编

成竖琴曲演奏
, 而且高度赞扬这首乐曲是

“

富有东方风

格的世界名曲气 确实
,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
,

这一评

价都是不过份的 ,

我以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