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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奏 《定 》作品分析

周 龙
梦‘

单簧管
、

古筝与低音续琴三重奏 《定 》是我最近在新音乐创作中的一个较令人满意的尝试
。

来

美四年
,

在哥伦 比亚大学艺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

先后师从周文中
、

记 学习作

曲
,

师从 教授学习二十世纪现代作曲理论及申克分析法
。

这首 《定 》是在 学年

度第一学期内完成的
,

于年底由美国井上和子室内乐团在纽约市 博物馆首演

三重奏 《定 》表现了我本人对佛教中的
“

定
”

之心专注一境而不散乱的精神状态及意境的想象与

理解
。

全曲用抽象的慢速即兴式风格进行创作
,

主题音调的基本材料包括一个十二音序列和一个调

性旋律
。

所选择的乐器组合形式包括吹 单簧管
、

弹 古筝
、

拉 低音提琴 乐器各一种
,

音域

夜盖面宽
,

各乐器均可模仿中国传统乐器的各种装饰音等特殊的音响效果
。

再者
,

我混合使用了中

西乐器
,

旨在进一步表达东西之间
、

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融合
。

此作品之整体结构为再现二部曲式

再现二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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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润粤现中 音烟很离小 二 友

二部曲式之构成基于所选用之材料及划分全曲二部分框架之两个主要 中心音
。

全曲开始于

音
,

曲中 第 小节 环绕 “ 音
,

而整个曲子结束于 ”音到 “ 音
。

基本材料则包括呈现于不

同段落之四个素材
、 、 、 。 , 、 、 、

基于同一个十二音序列
, , 基于一个 自由的

十二音音调
,

而
、

和 则是调性音调
。

十二音序列图表如下 素材 包括一个末尾带下行九

度大跳的明显可辨的旋律动机 见乐谱 一 小节

是用于古筝上的固定音型
,

装饰音
、

同音反复与和弦奏法都显示了古筝演奏的特点 见乐

谱 一 小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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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在古筝上运用了基于我所设计的十二音序列材料的无调性音调
,

所以我将古筝五声音阶

定弦的传统方式加以改造
,

稍改变各弦音高便将定弦改为十二个不同的音 有重复音 且保留按原

来乐器定弦之各弦音色和音高的紧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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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之
,

我用 由古筝新定弦音的排列而得之的音调材料构成了一个 自由十二音音调
,

即素材

见乐谱 一 小节

古筝在此定弦上演奏无调性旋律非常方便
,

但此音调不基于原来设计的十二音序列的音序
·

是古筝与低音提琴结合的节奏性不协和和弦
·

见乐谱 一 小节

素材 是飘渺的以单簧管弱奏三十二音符原序列音调进行 见乐谱 一 小节

亦是以一个单簧管穿插奏出的分别在两个音区出现的原序列之二个形式 见乐谱 一 小

节

素材 头三音从素材 移位而得 和 是五声音阶风格的调性旋律 见乐谱 一 小

们
这与第一大部分素材风格有差异

,

亦正是由于此将该作品分为两大部分

素材 是基于传统民间乐曲 《老六板 》旋律之音调变形 见乐谱 一 小节

以下是全曲各素材
,

各乐器在不同部分的安排情况
,

原序列之各种排列形式
,

按使用情况逐一

列出 见例
。

第一大部分由四个段落组成 包括材料的展开
、

变化反复段落
。

在第一段落中单簧管与古筝分别用了几个序列形式 和
,

低音提琴则为自由伴奏以完善

整体音响结合
。

在随之而来的第二段落中
,

素材
、 、 、

玩
、

接连出现 第 一第 小节
。

首先
,

在古

筝声部 出现 , 第 小节
,

由按弦奏出的微分音变化富有民族特色
。

又由于采用新的定弦法
,

几乎所有音都可用一只手在空弦上演奏
,

保持了统一而 自然的音色与音响
,

左手则可做按压弦
。

紧

烤着
,

单簧管模仿并发展了此旋律
。

随后 和 嵌入第二段落结尾处 第 小节 , 用以表

现先现之材料反复 素材 以支持不断的不协和和弦连续进行
,

贯穿全曲
,

给人以深刻印象 我

用此隐喻和象征佛教中
“

定
”

之永恒的概念
。

为非常连贯的极弱的和带朦胧感的句子
,

表现了神

秘的意境 第 一 小节 在 一 小节则由单簧管以更复杂的织体 复合层次
‘

奏出二个序

列形式
,

增加了曲中逐渐发展起来的紧张度并导引至第一大部分的高潮区

—
第三段

。

这段是第

一段的展开再现 此处单簧管的旋律的节奏比前紧缩一倍 可参照 比较第 一 与 一
。

到

小节
,

大九度下行大跳动机再现 一 一 小节
,

此动机音调模进至 一 , 再进一步
,

到 一 小节
,

上升至 并与第五小节中被强调的原动机音调吻合
。

可以说
,

此进行是保持

高潮动力与情绪的一个过程
,

使全曲第一大部分形成一大拱型
。

古筝与低音提琴用 与 ,十 基
于古筝新定弦法的 分音符音列 交替出现用以陪衬单簧管声部的旋律

。

从 小节开始
,

此织体

逐渐减薄并溶人下一段落中
。

第四段是第二段的反照
,

亦为第一大部分之结尾段
。

在单簧管声部出

现了原序列的逆行形式 参照比较第 一 与 一 小节 在同音反复中
,

此段结束于

的环绕之中
,

然后是几个过渡音将气氛导向一个完全崭新的部分
。

第二大部分中有一个五声音阶性质的新材料段落
。

遥远的声音出自质朴而感伤的单簧管
,

将人

引人梦境 在此曲中
,

我在这里第一次使用了调性旋律
,

而次旋律又源于无调性素材 参照 比

较 ‘ 和 小节
。

但是
,

这里的素材 , 和 又似京调曲调的模仿
。

我在此给音乐形象斌予

单纯
、

质朴的性格
,

表现了对追溯中国古代文化渊源的理想
。

如何将调性与无调性旋律水乳交溶地

自由使用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

我认为从人类文化的角度看
,

这是表现不同文化精华结合的最好

的途径 在素材 中
,

我甚至更进一步地在单簧管和低音提琴中使用了中国民间音乐 《老六板 》音

调的变形 第 一 小节 和 第 一 小节
。

其后两段是第一大部分中第二
、

三段的提高小

二度再现 从 小节
。

织体与节奏都稍有变化
。

在此部分之又一高潮之后
,

下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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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
,

由初级
、

中级至高级
。

初级练习体现了

循序渐进的原则
,

按规稳进
,

逐步发展
。

中
、

高级教材则按技术项 目的分类进行练习
,

不仅

编有二胡传统的五声音阶
、

七声音阶条目
,

而

且还编有半音音阶
,

全音音阶练习条 目
,

互相

御接
,

难易结合
,

改变了过去训练中出现的忽

难忽易
,

没有规律的学习方法
。

全 面化 二 二胡演奏艺术的发展不是 单一

的
,

是 同其它音乐知识紧密相连
、

相互影响

的
。

在这部教材 中
,

编者有 目的
、

有计划地将

许多基础音乐理论知识
,

诸如律学
、

作曲技巧

等溶于练习曲中
。

本教材 条
,

各具特色
,

结合于一身
,

自然颇具全能的气质
。

学生通过

训练
,

可多方面掌握知识
,

提高修养
。

现代化 近年来
,

中国和外国的专业作曲

家开始热心于二胡曲的探索性创作
,

高难度的

大型二胡独奏曲
、

协奏曲不断出现
,

促进了二

胡技巧的飞速发展
。

现代作曲技法的应用
,

为

二胡教学提出了新的课题
,

王国渔 自己也感到

前几年编写的教材已不能适应了
。

所以
,

在这

部教材中
,

编者吸收了二胡演奏艺术的最新技

术和各派方法 如 日本作曲家服部公一创作的

《二胡协奏曲 》运用了全音音阶技法和无调性

手法
。

当前
,

二胡不仅是独奏乐器
,

还常与

民族乐队钢琴或西洋管弦乐队合作
,

为此
,

编

者将二胡练习条 目建立在十二平均律与五度相

生律混合使用的基础上
,

’

以适应当代乐坛的需

要
。

实践证明
,

王国渡老师的这套科学的二胡

教学方法显示了较强的优势
,

它可以使学生具

有较高的演奏技能和独立工作能力 对于二胡

的自学者
,

在无师的条件下
,

只要以这本教材

洛

夕

指同掌讽按步就班地进行系统学习
,

同样可斗
的

、

现代化的二胡新技法 正如赵
握全面

志在

《序 》中所指出的
“

这本书对于二胡这一乐器

的普及和提高
,

对于二胡教学的专业化
,

将会

产生深运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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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页 结尾部于第 小节进人
,

素材 和 再次出现
,

这时整个旋律移高半音
,

回味了

第二部分中出现过的五声性旋律
。

全曲终结处又呈现了原序列之一种形式
,

单赞管从一主

要音乐 下行至另一主要音 以强调前所用之曲式框架音 曲始于 而终于
,

最终总结与完

善了整个作品之原构想
。

, ,

日于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峪﹄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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