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雁 》是河南古筝曹派 曹东扶 的代表作
,

并被

列为上海古筝考级曲 目的第八级 上海筝会编
。

提到曹派筝曲
,

还应谈谈河南板头曲与曹派古筝共生

共存的关系
。

曹东扶先生是一位全能的河南传统音乐家
。

板头曲是河南民间器乐乐种
,

演奏板头曲的乐队编制是以

古筝
、

琵琶
、

三弦为主 此外还有扬琴
、

胡琴
、

洞箫
、

檀

板等
。

曹东扶先生在板头曲乐队中
,

样样乐器都能驾驭 自

如
,

尤以古筝
、

琵琶
、

三弦最为娴熟
,

特别是古筝演奏乃

被人们公认为是领军人物
。

长期以来
,

河南筝主要是依附

于河南板头曲的丝弦合奏
,

及至 世纪 年代初
,

曹东扶先生赴北京参加全国音乐周演出
,

颇获好评
,

他独

树一帜的古筝演奏受到人们的交 口称赞
,

一些高等院校纷

纷邀请他前往任教
。

他先后在河南艺术专科学校
、

中央音

乐学院
、

四川音乐学院担任古筝教授
,

使曹派筝乐得到广

泛传播
,

《打雁 》这首具有浓郁的河南地方特色的作品就

是在海内外广为流传的一首筝曲
。

乐曲描写的是 在严寒的冬季
,

古代猎人身背猎枪出

门打猎
,

行至沙滩
,

发现了雁群
,

便持枪射击
,

打中一只
。

伤雁一声声哀鸣
,

最后惨叫一声结束了生命
,

群雁也无奈

地飞去了
。

全曲分为三个乐段
。

前 小节为第一乐段
,

开始就是铿锵有力的大指密

摇
,

且几个乐句的尾音都带有半拍休止
,

使乐句短促有力

谱例

总
、 、

’

。 、 。 。

‘ 返逗翅 里羞羹』彭婆 毕李姿』 理 导工契

口 口 枯替
”事率丝 吸

呈里』
,

互 拳乐乙 』吞』 料 琴』二

这个主旋律在第一乐段又进行了变化重复
,

具有一种

昂扬的力量
,

表现猎人不畏严寒
,

精神抖擞地出门打猎
。

谱例中第 小节的大指摇有一个强劲的音头 摇指要

饱满
,

铿锵有力
,

并与后边两个音的托劈连起来
。

第三小

节第一拍的后半拍是休止
,

弹完前边的 如音后
,

大指与

中指立即将这两个音止住
。

后边出现的类似音型奏法相

同
,

这样可造成短促
、

果断的效果
,

更形象地刻画出猎人

的性格
。

第二乐段是 一 小节 乐曲的展开部分
,

开始的音用 托
、

劈演奏突出棱角
,

接下来便是带小三度下

滑音的长摇和一个重复性的扩充句 谱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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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小节的第一拍 匀碑二二 要特别加强
,

与第 小节形成对比
。

带小三度下滑的长摇是配合左手的按滑音同时进行

的
,

长摇有一个强劲的音头
,

且一气呵成
,

这个小三度的下滑音先是从 一际
—

饭
,

在下滑过程中要有这些经过音
,

但

各音的衔接要圆滑
、

流畅
,

其后的丝是用 连托来演奏的
,

整个摇指与连托是连续进行的
,

不能间断
。

使旋律既富有激情
,

又具有歌唱性
,

紧接其后的重复扩充句
,

对这个富有激情的歌唱性动机加以强调
,

仿佛群雁正以它们的 自信和勇猛展翅

高飞
,

然后又以各种姿态疾速俯冲 谱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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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猎人看到雁群时突然灵机一动
,

找准一个合适的位置和角度
,

正欲射击
,

此时的旋律为 谱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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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中

危险处境
,

音的连续上滑以及不断加强的力度
,

使气氛越来越紧张
,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
,

仍然 自由 自在地翱翔
。

瞬间
,

枪声响二 选
。 ,随着中指连剔数弦的模拟枪声的演奏

,

群雁全然不知它们的

一只大雁坠落了
。

这一乐段描绘枪声的技法最初弹奏时是在琴板上击一下
,

这种奏法似乎缺少艺术感染力
,

而曹东扶先生将其改为用 中

指连剔数弦
,

即用 下行刮奏的音韵表现猎人放枪的气势
,

增强了乐曲的表现力
。

这里还要说明一下 曹东扶先生将义甲

戴在指背
,

用 中指连剔数弦极为方便
,

现代很多习筝者大都将义甲戴在指肚
,

连剔数弦不太方便
,

可用大指连托代替
。

紧接着 第三段 一 小节 便是伤雁 , 抖的哀鸣 名名 演奏时
,

音上滑的过程中加上缠绵徘恻的小 ,
,

生动

地刻画出伤雁惨痛的形象
。

而后是群雁的鸣叫 江
子
鬓自

这个音型用八度加上滑增加了声音的
“

厚度
” ,

来模拟群雁的叫声
。

音演奏时
,

将大臂肌肉拧紧抖动
,

所产生的颤音比较细碎
,

与后边八度加上滑的 音
,

以不同的音型和演奏法

来反衬两种不同的形象
。

当旋律经过低音区之后是揉弹间奏和打颤的音型 谱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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揉弹间奏是利用 琴弦的余音弹按相间
,

打颤是左手以爆发力触于空弦音上的夸张吟弦
,

前者描绘出伤雁痛苦不堪的微

弱呻吟
,

后者则突出了群雁的悲号
。

两种形象穿插出现
,

并以力度的弱
、

强对比
,

突出 了悲剧性色彩
。

后边的旋律中出

现了在低音区 由中指弹奏的上滑音 谱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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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边的音构成下行七度大跳音程
,

滑音在低音区进一步渲染出凄惨的情景和悲哀的气氛
。

最后乐曲在经过了几个

音的颤奏之后结束
,

表明伤雁奄奄一息的鸣叫声越来越弱
,

直至死去
,

群雁也无奈地飞走了
。

入音用大颤来演奏
,

上边的标记即在颤中加下滑
,

表现出伤雁奄奄一息直至死去的凄惨情景
,

同时又使人感觉意犹未

尽
,

回味无穷
,

怜悯之情油然而生
。

这首乐 曲的前一部分情绪激昂
,

后一部分情绪悲哀
、

沉重
,

两种情绪形成鲜明对比
,

将抒情
、

叙事
、

状物融于一体
,

具有强烈的悲剧性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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