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古筝演奏的二度创作 口 郁茜茜

器 乐 演 奏 是 音 乐 艺 术 的 表 现 形

式
,

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与实践
。

古筝

演奏正是古筝音乐艺术实践的核心
。

音

乐作品的生命存在于它的演奏之 中
,

存

在于以音调方式将它的思想内容展示给

听众的过程之 中
。

可见
,

演奏是音乐作

品能否得到社会认可的一个 分重要的

环节
。

当作曲家将 自己的艺术构想用乐

谱写 下 之后
,

这些 乐谱标记便是 固定

的
,

但接下来把这些标记转化为音响运

动的过程又从来不是固定的
。 “

是将这

些音响关系升华为瑰宝
,

还是将它们沦

为俗物
,

是有关智慧的问题
,

是有关心

地
、

技艺和天才的问题
,

是有关艺术敏

锐感及其审美观的问题
’, ①这里道 出 的

正是演奏艺术的二度创作性质问题
。

古筝演奏者作 为审美对 象的创造

者
,

应不断地累积
、

挖掘和研究具体的

演奏方法
、

技巧
、

音色 以及对乐曲的处

理
、

音乐形象的塑造等各个环节
,

以期

达到演奏水平的完善
。

可 以说
,

古筝演

奏者本身的知识结构
、

音乐感受
、

艺术

修养等等方面对于其整体演奏水平来讲

都是至关重要的
。

音乐演奏事实上是一个过程 一个

发展和相互关联的过程
,

主要分为三个

阶段
。

首先是演奏前的准备阶段
,

然后

便是登台演奏的瞬间
,

最后是演奏之后

的总结阶段
。

这三个阶段总是作为一个

循环体而出现
,

第三阶段实则是再次演

奏前的准备阶段
,

这样的循环伴随了古

筝演奏者演绎每一首音乐作品的始终
。

征
、

音乐创作的特点
,

从历史的角度把握

住作品风格
,

再现作品的历史风貌
,

这是

演奏者倾听乐谱之时必须经历的思考分析

过程
。

当演奏者认真倾听了乐谱之 后
,

内心

便升起了具体的音响
,

此时就是演奏前阶

段的第二重任务了
。

而这种音响需要怎样

的技法技巧来加 以表现呢 这时就需要将

所有已掌握的技法在演奏一个新作品时重

新进行调整
、

梳理 让其为表现作品的内

涵而服务
,

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

标在乐

谱上的一些演奏技法是为一般演奏者都能

掌握的
,

但还要根据作品的风格
、

特点做

到恰到好处的运用
,

不能一概使用 已 习惯

了的技术手法
,

使得作品千人一面
、

千 曲

一味
。

正如 霍夫曼在 《论钢琴演奏 》中所

说
‘ ,

技巧好象放在抽屉里的工具
,

精明

的艺术家会在适应的时候
,

为了正确的目

的从中取 出他所需要的工具
。

仅仅拥有这

些工具是 毫无意义的 什么时候和怎样去

应用这些 工具的那种艺术直觉才是真正有

价值的
。 ”

示作品 内涵的音乐
,

才是演奏者 内心情感

与外在表现完美结合的音乐
,

这样的音乐

必然充满了活力
,

能够深深 吸 引听众
、

感

染听众
,

才是 真正 为 了听众 去 表现 的音

乐
。

世界著名歌唱家多明戈在谈到其舞台

演唱时曾说
“

在我头脑中一瞬间出现 了

真空的感觉
,

这 时就只想到所唱的歌词和

表演中所要求的东西
。 ”

这句话可说是音

乐人登台演奏时都应谨记的良言
。

三
、

演赛后阶段要做到对于舞台演

赛经脸的认真总结与积

二
、

登 台演奏阶段要做到 “
内外结

合
”

去体现攀乐作品的内洒

一
、

演 前阶段典做到对于音乐

作品本质
、

风格的思考与把握

在 这 个 阶 段 中
,

演 奏者 要 完 成
“

将 乐 谱标 记 转 化 为 个 人 的 内心 听

觉
” ,

再
“

把个人内心听觉化成为实际

音响
”

的双重任务
。

在古筝演奏的二 度创作 中
,

首先

需要演奏者去认真倾听乐谱
,

完成将乐

谱转化为个人内心音乐的第一重任务
。

演奏者会遇到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筝乐

作品 这些作品体现了不同的时代及地

域风格
。

筝乐在其近三千年的发展过程

之 中
,

逐渐形成 了河南
、

山东
、

浙江
、

潮州及客家五大流派
。

而从五 年代至

今的半个世纪 中
,

古筝艺术更是不断从

新乐曲的创作到演奏技巧的发展等诸多

方面大力寻求创新
,

直至达到今 日
“

多

元化
”

的新格局
。

因此
,

演奏者在进行

二度创作时
,

要尊重作品 的历史地域特

当演 奏者经过 了登 台之 前 的思 考分

析
、

必要的心理积淀和精细 的练 习之后
,

接下来便是登台演奏的瞬间了
。

古筝演奏与欣赏是演奏者与听众之间

相互 交流的关系
,

演奏者要力求把 自我融

于群体之 中
,

尽可能地创造出适应听众审

美要求的古筝音乐表现形式 以达到和听

众的共鸣效果
。

古筝演奏者在音乐演奏中

应尽力创造 出一种艺术世界里的感情
,

在

演奏时需要全情投入 这是事关表演能否

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 因素
。

在整个演奏过

程 中
,

缺乏 感情的表演必 然不 能感 染观

众
、

引起观 众 共 鸣
,

势必 导 致 表 演 的失

败 但如果感情投入过于泛滥
,

只要感情

激动起来就慌腔 离板
、

控制不 住音 准节

奏
,

那也决不是成功的演奏
。

对于古筝演奏者来说
,

在演奏中要随

乐曲的需要做到有起有伏
、

刚柔并济
、

动

静结合
。

优秀的演奏者在演奏时总是专注

于执行演奏方案
,

表现蕴集于心底的
、

经

过缤密布局 的音乐
,

表达音乐深层 的本质

的美
。

演奏者不应本能地做一些公式化
、

象征性的表演动作去取悦听众
,

而应从奏

响第一个音开始就专注于音乐之 中
,

随音

乐律动去表达刚烈
、

柔情
、

悲壮
、

哀婉等

各种情绪
,

做到情由心生
、

情气贯通
、

收

放 自如
、

表情生动
。

这才是真正传神
、

揭

这个阶段既是一次音乐过程的最后环

节
,

同时又是下一次演奏前的准备阶段

它对于一个古筝演奏者在艺术上的不断成

熟与进步是非常重要的
。

每场演出后 演奏者都应虚心听取听

众
、

师长的意见
,

同 时也需要 自我反省并

总结其中不 良因素
,

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扩

大 自己 的音 乐视野
、

挖 掘 自己 的音 乐潜

质
,

使 自身的演奏艺术愈来愈完善
。

俗话

说
“

台上三分钟
,

台下 十年功
。 ”

这就

是说
,

古筝演奏者若想在舞台上短暂的演

奏瞬间中获得 巨大成功
,

必须要经历 台下

长年的艰辛积累
,

这其中既包括对演奏技

巧的精雕细磨
,

还包括如何将这些演奏技

巧变化于表情达意之 中 使 自己 的音乐表

现能力能不断得到提高
。

事实上
,

一个优

秀的古筝演奏者的演奏永远不可能停留在

一个水平上 对于每一首筝乐作品甚至是

已经演奏过 多次的同一首作品
,

他们都会

不断去追 求更好的演奏效果
、

追求对于 自

我的超越
。

音乐演奏艺术如同任何专业 的

学 习一样好似逆水行舟
、

不进则退 如果

演奏者只是一味重复着自己原有的演奏水

平而不去作任何改进提高
,

那将是一种对

艺术
、

对音乐极不负责任的态度
,

也是对

我 们 民族音 乐艺 术 的发 展 毫无 裨益 的行

为
。

总之
,

古筝演奏者在进行筝乐作品的

二度创作时 必须首先从尊重作曲家的原

作出发 即尊重原作的时代性
、

地域性以及

作曲者的个人艺术风格
。

然后在演奏时要

充分发挥 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

科学安排
、

合理运用各种技法技巧
,

并本着尊重听众

的心理力争发挥最佳的技术状态和精神状

态
,

以保证演奏的成功
。

最后还要在每次

演奏之后
,

细致
、

认真地总结演奏中的优

点和缺陷并积极思考改进措施
,

这样才能

使自己的演奏水平逐步完善和提高
。 舫

注 ①阿 萨菲耶 夫著 《音调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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