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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舟唱晚 》

《渔舟唱晚 》是中国古筝传统乐 曲中最具影响力和代

表性的优秀作品
。

其经典的五声音阶旋法和极具中国传

统特色的曲式
,

简洁适度的艺术表现以及人文关怀的山

水立意
,

都使这首筝曲在中国古筝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

崇高地位
,

我个人认为
,

这首具有华夏神韵
、

古筝特点的

作品
,

无论是从技法难易的取舍上
,

还是思想深度
、

广度

的展现上
,

都当属 中国音乐完美之作
,

堪称
“

中国古筝第

一曲
” 。

它就像琵琶的 《十面埋伏 》
,

二胡的 《二泉映月 》
,

是标志性的乐器符号
,

也是乐器 自身
“

性格
”

的真实写照
。

对这首作品的来源众说纷纭
,

莫衷一是
。

比如这首筝

曲的主要传播者之一
、

中国音乐学院曹正教授的恩师 —“

台湾筝父
”

梁在平先生在其编著的 《筝路历程 》中说它

是来 自中原的
“

河南传统筝曲
” ,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

《名曲荟萃 》里也把它划归为河南筝曲
,

但也有人认为是

山东金灼南先生传下来的一首古典筝曲
。

目前 比较通行

的一种说法是 河南筝派传人娄树华先生在 世纪 年

代初根据古谱《归去来辞 》的片段和素材
,

依据十三弦筝

的特点加 以发展变化而成的新古典风格作品
。

总之说法

不一
,

由此也从侧面反映出该作品影响之广
,

在群众中受

欢迎的程度
。

《渔舟唱晚 》的 曲名取 自唐代文学家王勃《滕王阁序 》

中
“

渔舟唱晚
,

响穷彭截之滨
”

之句
。

乐曲由两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用歌唱性的旋律和舒缓的节奏描绘了夕阳西下

碧波万顷的湖面上
,

渔翁悠然 自得徜徉于山水之间的情

趣
。

此处音乐句法的划分
、

右手音色的控制
、

以及左手的

揉按变化尤为重要
,

宁静的湖光山色
,

荡漾的水波
、

倒映

的夕阳都在这细致的弹按之间 切忌过急过火
,

不宜重

颤
,

要
“

浅吟低唱
” 、

意境深远
,

不然就破坏了整首乐曲

展现出的大 自然一派宁静悠远的意趣
。

尤其是第一部分的

前半部分
,

是对 自然景物的描摹
,

以写景为主
,

因此要充

分营造宁静祥和的氛围
。

第一部分的后半部分
,

随着音乐的进一步上扬和节奏

的放宽
,

乐曲似乎显得更有激情
,

好象是徜徉在山水之间

的渔翁发出的由衷的赞叹
, “

唱
”

的意味愈发突出
。

这里突

出一个
“

情
”

字
,

是挚爱山水之情
,

是挚爱人生之情
。

尤

其是在五声音阶进行中
,

清角音
“ ,

的介人
,

使音乐备

觉清新
,

让人动情
,

让人迷离
,

从作曲手法上看
,

此处也

是短暂的离调
,

是中国音乐创作中
“

以凡为宫
”

技法的具

体体现
。

这里偏音的处理略施吟揉即可
,

地方风格不宜太

浓
,

这也是文人音乐的特点 不温不火
,

相得益彰
。

第一

部分最后几小节是对
“

水
”

的形态的描攀
。

这里充分利用

了古筝五声音阶弦序的特点
,

十分自然贴切地表现了远山

近水的各种变化
,

碧波荡漾
,

波光粼粼
,

让人无限遐思
。

这

里要注意力度上的变化
,

不能平铺直叙
,

毫无新意
,

而应

通过层次上的不断变换
,

呈现出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情趣
。

第二部分通过五声音阶有序的模进
,

勾画 出银波粼

粼
、

白帆点点
、

钦乃归舟的生动画面
。

这一段有多次反

复
,

因人而异
,

不可强求
,

一般采用 反复三次的奏法即把

音乐推入高潮
。

说是反复
,

其实不如说是三次变奏
,

这就

是中国音乐的特点
。

第一次速度较慢
,

宜用
“

揉吟
”

技法

第二次速度渐快
,

两小节一上滑 第三次是急板
,

因此便

一小节一滑
,

表现了浪花飞溅
,

渔舟横渡的生动场景
。

这

里突 出的是荡桨摇槽的画面
,

通过效乃归舟
,

表现了一

种山水豪情
,

情景交融
,

让人精神为之一振
。

高潮处的收

煞极具创意
,

它其实是第一句在下属调的回应
,

形成了前

后呼应的关系
。

整首乐曲就像是一首精巧别致的格律诗
,

与 中国古诗追求启
、

承
、

转
、

合的意趣十分吻合
。

夕



尾声用 连续
“

勾托
”

技法表现了夕 阳在水中摇曳的形

态以及
“

唱晚
”

的情致
,

给人以无限遐想
,

逐渐递降的旋

律意在表现渐行渐远
,

有曲终意犹未尽之感
。

《纺织忙 》

《纺织忙 》是广东音乐家刘天一先生于 年创作的

一首具有鲜明地方风格特点的古筝作品
,

据称这是第一首

具有典型广东音乐特点的创作筝曲
。

刘天一先生不但擅长

弹筝
,

且精于高胡
。

它对广东扬琴也颇有研究
,

因此在此

作品 中我们不但能感受到广东音乐优美的旋律风格
,

也能

体会出古筝在加花变奏时具有高胡演奏手法的按滑
,

以及

广东扬琴的某些技术特点
。

全曲结构 比较简单
,

分为三个 自然段落
。

第一段节奏比较舒缓
,

旋律优美抒情
,

表现了一派祥

和
、

温馨的幸福场景
。

这里要注意偏音降 的音高
,

这

个地方很多版本并不把谱面记做降 而是还原
,

这是

因为此处是介于降 与还原 之间的音高
,

乐谱难以准

确记出
,

而且它视旋律的走向有所变化
,

并非是一成不变

的
,

因此要常常借助文字说明或有经验老师的 口 传心授
。

比如说第四行第一小节
、

拍的音高就有明显区别
,

倾向

于 。时就高
,

倾向 时就低
,

也就是说范音上行时高
,

下

行则低
。

另外还要注意避免这样的现象
、

两个偏音

的出现
,

不一定意味着此处一定表现的是哀怨和痛苦的音

乐情绪
,

初习古筝者有个习惯
,

一弹到
、

就一定表现

得很痛苦
,

这可能是由于这两个按压求出的所谓的偏音
,

一般长于表现这样的情感使然
。

但这样的理解是片面的
,

甚至错误的
。

比如此处的
、

的运用恰恰是内心喜悦的

真切表达
,

这与表现早春到来喜悦之情的河南筝曲
—

《汉江韵 》中的
、

有异曲同妙
,

以后我们将在有关的

章节中重点讲述
。

乐曲进人第二段
,

音乐的情绪渐趋 明朗
,

各种加花手

法和双手弹奏的出现
,

形象地描绘了纺织工人在车床前忙

碌劳作的愉快场景
。

这里快板的旋律共有三次
,

每次出现

都非常有特点
,

把纺织机女工紧张劳动的场面
,

描绘得淋

漓尽致
。

首先在演奏手法上吸收了客家筝的演奏技法
,

右

手
“

企六
” “

企尺
”

所谓的
“

企六
” “

企尺
”

是指将 音

和 音作为固定伴奏音型与主旋进行配奏
。

我们今天常

用的七声音阶唱名
,

在中国传统的工尺谱中的称谓即是
“

上
、

尺
、

工
、

凡
、

六
、

五
、

乙
”

弹奏手法的巧妙运用
,

加之左手有规律的上滑
,

使音乐生动俏丽
,

极为传神
。

快

板第二次演奏时采用 了传统筝曲较为常用 的减字变奏法
,

即右手只演奏旋律骨干音 所谓的
“

调骨
” ,

左手加人拂

弦
,

形象地描摹了纺织工人挑线抽丝的工作语汇
,

动感十

足
,

十分鲜活
。

快板进人第三次演奏时
,

作曲家在此处别

出心裁地运用 了左右手快速双撮的技法
,

加上速度突然快

速提升
,

把工人们一派繁忙而又专注的火热的劳动场景烘

托得非常传神和生动
,

真实地传达出纺织女工对工作和生

活的热爱和火样的激情
。

古筝在上世纪 年代双手弹奏

刚刚起步
,

但刘天一先生在此处能把双手演奏技法运用得

如此娴熟
,

真是十分难得
。

乐曲第三段是第一段的主题再现
,

但不是完整的再

现
,

音乐又恢复到平静样和的氛围中
,

让人无限遐思
,

仿

佛看到纺织工人仍然沉浸在愉快的劳动中的场景
,

真切而

又令人回味
。

《高山流水 》 俗称 《四段 》
,

山东筝曲

该曲的第一段标题为 《琴韵 》
。

《琴韵 》是山东筝流传

甚广的一首经典古筝小品
。

它除了可以单独表演
,

最常见

的形式是与《风摆翠竹 》
、

《夜静鉴铃 》
、

《书韵 》连缀演奏
,

形成所谓套曲的形式
,

并被冠以《高山流水 》的名称
。

《琴

韵 》节奏平缓
,

旋律起伏不是很大
,

但极富韵致的左手各

种细腻的揉滑技巧
,

加上右手富于层次的
“

托劈
”

的运用
,

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中正平和
,

古雅坦荡的心境
,

使我们

联想到在汉水之滨
,

俞伯牙挥手操琴的风采神韵
,

此曲就

是传达这样的寓意 以琴会友
,

听琴知音
。

此曲旋律婉转

优美
,

格调古色古香
。

演奏时要注意
“

托劈
”

音色的明暗

变化
,

以及按滑音的 自然衔接
。

尤其是上下滑音和音阶式

持续滑音的对接
,

传统作品经常出现的这种音型和音腔
,

需把握好分寸
,

力避生硬
。

另外
,

现有的记谱法对中国音



音 乐 教 室 耀
, , 、毓

买留 拿茸

乐的记录并非完美
,

无论线谱
、

简谱是很难准确记出古筝的揉
、

按
、

滑
、

颤等实际效果的
,

需要根据经验和各派筝

曲的特点把左手部分添加进去
,

所谓
“

以韵补声
” ,

只有这样才能使音乐不至于干涩
,

听起来别有韵味
。

中国古代文人素喜托物言志
,

作为岁寒三友松
、

竹
、

梅之一的青竹
,

自然也是文人墨客竭力赞颂的对象
。

第二

段标题为《风摆翠竹 》
,

在此小品 中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晚风徐来
、

竹随风动的生动鲜活的画卷
, “

未出土时先有节
,

到凌云处尚虚心
” ,

是对竹子的讴歌
,

也是这种植物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

传统北派古筝非常适宜表现这一主题
,

弹

奏中右手大指快速
“

托劈
”

加上
“

花指
”

还有左手适宜的按滑
,

利用大指演奏中 自然形成的
“

摇摆
”

动作
,

生动地

勾勒出微风轻拂
、

翠竹摇曳
、

竹影婆婆的情景
。

此曲要着重训练右手的
“

托劈
”

或
“

劈托
”

的技巧
。

为方便演奏
,

建议沿用传统扎桩演奏技法
,

当然有些大指缺乏训练的人为 图方便
, “

托劈
”

常用
“

抹托
”

来替代
。

其实这样所谓

的同弦换指不但破坏了大指
“

托劈
”

在音色上所产生的 阴 阳之美
,

也失去了作品刻意强调的
“

摇摆
”

的意味
。

在这

里
,

山东筝派主要强调的是大指小关节作为
“

力源
”

的运动
。

不管是以
“

托
”

或
“

劈
”

起板
,

音头重音的强调是十

分必要的
。

建议对此勤加练习
,

这样才能 比较流畅 自然地演奏这一段落
。

虽然是夜静时分却闻蛮铃声声
,

与
“

空山不见人
,

但闻人语响
”

的意境相似
。

第三段 《夜静蜜铃 》就表现了这

样一个非常有趣的场景
,

它生动地描绘了宁静的夜道上远行的骡马队
,

踏月而来的画面
。

动中见静
、

繁而不闹
。

此

曲在右手的运指上特点非常鲜明
,

在古筝各大流派 中
,

在这一段落某些演奏技法的安排可谓是独树一帜
。

这主要体

现在以往演奏中
,

旋律大都是以右手大指在高音奏出
,

左手随右手大指
“

以韵补声
” ,

而这首小品的运指却极为特

殊
,

旋律交由右手中指在低音完成
,

左手也随着右手中指的抬按起伏
,

悠然作韵
,

可谓是一反常态
。

强拍位置上的

低音旋律与弱拍位置上华丽而又流畅的
“

花指
”

相映成趣
、

浑然天成
,

使得音乐跌宕起伏
、

充满动感
。

这一段演奏

时要注意弱拍上大指
“

花指
”

的奏法
,

要层次分明
,

不可一味的蛮弹
,

以致使旋律淹没在
“

鉴铃
”

的喧闹之中
,

而

且速度也不宜太快
,

否则就会失去音乐应有的情趣
。

这首作品还有别的版本
,

节奏更富有变化
。

这里的版本相对比

较简单
,

比较适合初学者学习和掌握
。

中 国是个崇尚知识的国度
,

在古人传统的理念里
,

充斥着
“

万般皆下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