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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筝派古筝曲 《将军令 》在古筝考级八级乐

曲 中是一首非常重要的作品
,

也是一首流传极广
、

影响较大的古筝名 曲
。

这首叙事曲描写了古代将士

征战杀场
,

浴血奋战
、

视死如归 以及得胜归营
、

威

武雄壮的战争场面
。

全曲宏伟激昂
、

铿锵有力
,

段

落层次分明
,

技术难度大
,

表现力丰富
,

因而受到

广大古筝演奏者和考级学生的青睐
。

笔者多次参加

全国考级的评委工作
,

针对同学们演奏此曲 中存在

的一些问题
,

谈谈我对 《将军令 》乐曲演奏的一些

体会和处理方法
。

得浙江筝派成为全国很有影响的流派之一
。

这首乐

曲也是我们教学过程 中一首练习
“

摇指
” 、 “

四点
”

和
“

点奏
”

的必修 曲 目
。

一
、

筝曲 各军令 》的由来
《将军令 》是古谱《弦索十三套 》曲牌所记录的

乐 曲之一
,

经过王龚之先生对技法的提炼
、

充实和

编配后而流传至今的一首著名筝曲
。

在乐曲 中他大

胆地运用 了长篇幅富有力度的长摇
、

四点
、

扫摇
、

点

奏等技法
,

丰富了古筝的表现力
,

从而使力度和速

度上都突出 了 战斗的气势
,

将一个活生生的战争场

面展现在我们面前
。

因为这首乐 曲的成功改编
,

使

二
、

乐曲的乐段划分
全 曲 由 七个段落组成

。

第一段
,

音乐 由远而

近
,

表现了号角声混合人的脚步和马蹄的行军声

第二段
,

描写的是一位运筹帷握
、

足智多谋
、

威武

的将军形象 第三段
,

描写 了军心稳定
,

积极备战

的高 昂情绪 第 四段
,

通过弹奏中力度的变化
,

使

战争气氛更趋紧张
,

描写了将士们等待着战斗的号

令 第五段
,

散板乐段
,

描写将军发令
,

队伍分头

出发迎敌的情景 第六
、

七段
,

描写了两军对垒
,

短兵相接
、

奋力厮杀的战争场面
,

最后进人尾声乐

段
,

音乐气势辉煌
、

悲壮
,

表现了得胜归营的壮观

场景
。

三
、

乐曲的重点
、

难点以及处理方法
乐曲第一段 羽调式 由 咒小节两部分组成

,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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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由双手较有力 的八度下行刮奏拉开乐 曲 的序幕 也是惟一强调右手高音旋律弹奏的地方
。

第三段 微调式
,

速度顺着第二段的速度弹

奏
,

不可往前赶
,

虽有不稳定的节奏因素在里面但

给人的听觉又是稳定的
,

左手切分音一定要强调
,

从第 小节开始旋律有明显的坡式渐强趋势

接着
,

右手的长摇和左手四点的旋律弹奏
,

速

度为每分钟 时白
。

这一段的弹奏
,

双手要配合得当
,

右手长摇力度保持平衡
,

中弱
,

突 出左手旋律
,

每

一拍的第一个音要有音头
,

清晰 双手的第一个音

要碰得整齐
,

双手练习 时做到二比一的配合
,

即右

手两个点
,

左手一个音
,

不能因为左手的重音点而

影响右手线的力度变化
,

右手没有重音
,

只有线
。

进

人 小节后
,

双手力度基本相等
,

同时根据乐句旋

律上做起伏变化
。

第二段 商调式
,

这是整个作品速度最慢的一

个段落
,

速度在每分钟 拍
,

弹奏的重点要突出 中

指按滑音的特点
,

韵声在低音
,

左手按滑音要根据

音符的时值做长短滑音的变化
,

头句和尾句的第二

拍的 四分音符
,

滑音要长而韵足
,

其他滑音点到为

止
。

慢起

在一
、

二
、

三乐段的结尾处都是长音
,

配以左
手切分节奏音型 兰 毖目此

,

左手在弹奏时
,

小指提弦一定要有力
,

仿佛军鼓咚咚
,

以增强战斗

的紧张的气氛
。

三段结束时有一个大呼吸进人第 四段
,

速度突

然加快
,

为每分钟 并渐强
,

旋律在中指音上
,

到

第 小节
,

双手同时弹奏相 同的旋律
,

力度逐渐加

强
,

速度不可加快
,

因 下一段的速度更快
,

所以要

一层一层地加速
,

才能将乐曲逐步推向高潮
。

第五段
,

弹奏摇指时音头要有爆发力
,

做渐强
、

渐快处理
,

前两句将音时值拉开
,

以展现大队人马

出发时壮观情景
,

后面加快
,

音符时值缩短以显示

轻骑兵小分队出兵的神速
,

左手刮奏随着音乐节奏

速度的变化而做渐强
、

渐快处理
,

使音乐表现更为

集中
、

更有气势

对于慢起的节奏和级进的音阶旋律
,

演奏要稳

健
、

从容
,

使曲调听起来浑厚
,

富于韵味
。 、 、

小节和
、 、

犯 小节
,

是相 同 的旋律的重复
,

一 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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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曲 的六
、

七段
,

商调式
,

使用 了两种技法

来表现战争的激烈场面
。

首先在第六段中
,

运用 了

快四点的技法
,

快四点弹奏是这一段重点
、

难点
,

弹

奏时四点密且均匀
,

力度强且不噪
,

点子清晰且不

乱
,

速度在 拍
,

同时
,

要注意乐句强弱的对 比

变化
,

以此来表现不同角度
、

位置的战斗场面
。

进

入第七乐段是同一旋律的变奏形式
,

使用 的另一个

技法为轮奏扫弦
,

速度在这里要求达到 拍的快

速度
,

由于是两个八度音域的轮奏
,

更要求旋律清

晰
,

点子密集
,

音响激越
,

音乐更显浑厚有力
,

双

手的配合要娴熟
、

默契
。

进人尾声段落
,

节奏拉开
、

速度放慢
,

音乐气

势辉煌
、

悲壮
,

以展现得胜归营的壮观情景
,

结束

时给人以沉稳
、

坚定
、

一气呵成的音乐感觉
。

四
、

练习方法和建议
这也是一首功夫乐 曲

,

每一段都有重点和难

点
,

在练习 此 曲 时
,

一定要将乐段中难点
、

重点划

分出来
,

作为基础训练的课题来练习
,

以达到技术

无障碍
,

心里无负担的境地
,

演奏时才可得心应手
。

第一
、

右手的长摇和左手的 四点练习 先做二

比一的慢速练习 摇指练习
,

注意放松
,

大臂带动

小臂
,

力量集 中在指尖上
,

不要压腕
,

感觉肌肉不

紧
,

大臂
、

小臂
、

手腕不酸
。

第二
、

乐曲第二段
,

建议最好用夹弹方法
。

手

指掌关节发力
,

触弦角度 由上往下 度角
,

名指扎

桩
,

称为夹弹法 手指小关节发力
,

触弦角度 由下

往上 度角称为提弹法
,

两种弹法均是指尖触弦
。

夹弹法击音饱满
、

响亮
。

夹弹法练习 时
,

触弦后手

回移动
,

达到互相贯通 弹法击弦轻快
、

明亮
。

第三
、

全曲使用最多的技法就是快速的四点弹

法
。

这个技法
,

也是古筝最基础的弹奏技法
,

看似

简单却很难掌握
,

特别是快速的四点
,

往往容易造

成肌肉 的紧张
,

以致于腕疼
,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

则

尤为重要
。

我认为
,

首先要将放松作为意识和观念

存在于脑海里
,

慢速练习
,

体会松弛的感觉 其次
,

练习时大臂带动小臂和手腕
,

使力量全部集 中在手

指尖上 其三
,

手指弹奏幅度要小
,

指尖近贴弦上
,

靠手腕的摆动带动手指的动作幅度
,

从而达到声音

清晰
、

颗粒性强
、

力度均匀
。

我想经过不断地反复

练习 和体会
,

一定会达到满意的效果
。

第四
、

点奏的练 习 方法
,

要注意手型和指型
,

指尖触弦角度呈锐角
,

双手手腕要平
,

这样臂的力

量才可通过手腕传递给指尖
,

以产生较好的声音

质量
。

以上是我在教学和演奏 《将军令 》中 的一些体

会
,

要想弹好一首乐 曲
,

靠的还是勤学苦练
,

脚踏

实地
。

解决了此曲 的一些技术 问题
,

相信你在弹奏

其他乐 曲 时就不会有太多的技术障碍 了
,

它的确是

一首集乐 曲和练习 曲 的大成之作
。

任何一部艺术作品都有它的艺术标准
,

艺术标

准也是艺术工作者一生所追求的 目标
,

作为一名古

筝教师
,

我从不反对个性的张扬
,

但对于传统作品
,

我认为还是应该遵循一个准则
,

那就是
,

还历史以

原貌
,

让我们的学生在中华深厚的文化底蕴下
,

了

解我们的文明
,

弘扬我们的传统
。

作者 系安徽师 范 大 学音 乐 学院副教授
、

器 乐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