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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理渝研究粽述
文 李抽

【摘一 】文宋从 世纪 年代的古移理论研究入手 对这一时期相关的古攀方面论文

进行桩理
、

总结
,

以期使这种研究能够成为进一步观察当代中国古攀艺术发展乃至盆个

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历程的一个窗口
。

关徽词 。世纪 。年代 , 古攀 , 理论研究

世纪 年代 以后 一直束缚粉人们 的思想枷锁被

逐步摆脱
,

人 们 的思想状态从封 闭 中褥到 解放 改革开放

促进 了古攀艺术的发展
。

在 。年
— 年这十年中

不论是古攀音 乐创作
‘

表演还翅阿里论研究 都经历 了从普

及到逐渐深入 的发展历程 世纪 年代的这十年 中
,

在各种期 刊 杂 志上 发表 的古攀 文章共计有 。 篇 按照 不

同的 内容结构分 为 创作
、

表演
、

教学 以及其他 四 个方面
。

我们 以 世纪 年代的古攀理论研究作 为研究对象 对

其进 行探 索 与梳理
。

一
、

创 作 类论 文

这 一 时 期 的筝 曲创 作 类论 文 包 括 筝 曲 的 分 析 和 筝 曲

评 论
。

进入 年代 以来 中外音 乐 文 化文 流频繁 西 方 的

一 些作 曲技法
、

音乐 观念和 理论思潮纷纷传入我 国
,

一些

音 乐 院校的专业作 曲家在学 习 了现代 的作 曲技法 后
,

用 全

新 的音 乐语汇 音 乐手 法编创 了 一批具有 划 时代意义 的音

乐作 品
。

其 中 这一时期创作的古筝独奏 曲共有 首 对

其 进行分析及对其他时期 的 乐 曲进行分 析 的文 章有 篇

攀 曲评论 篇

这一 时期 关于 攀作作品 分析的文章共有 篇 分别是

周 龙
、

罗德栽
、

张 暇
、

成公 亮 广 隶
、

曲云
’
的 文 章

。

其 中 成公 亮 先 生 的 《传统 的 器 乐 创 作技 法 古 朴清新

的音乐风格 一 一 一 一 筝 曲
“

包楞调
“

音乐分析 》
,

《包楞调 》

是韩庭贵老 师于 年根据山 东成武县 民歌改编 的一首

筝 曲
,

乐 曲展现 了农村朝气蓬勃
、

欣欣 向荣 的 新气象和 劳

动 人 民 热情
、

开朗
、

热爱 生活 的精神 面貌 作者就其如 何

运 用 山 东 攀派 传统技艺 的 表现力及 乐 曲的结构
、

旋法等 方

面作 了 分析 从乐 曲的取材
‘

核心材料的应用
、

全 曲各段

的 结 构 及其表现手 法
、

对传 统器 乐创作原 则 的应用 五 方面

进行 了 分析 阐 述
。

文童语言 平 实 分析深入浅 出 是一 篇

从技法 和 曲式分析两 方 面共 同 来研析筝 曲的优秀 作品 分 析

类 文 章
。

曲云 《关于筝 曲 香 山射鼓 》
,

《香 山射鼓 是 曲云

老 师于 , 年创作的一首描写 陕西 关 中一年一度 的
“

香

会
‘

活动 表现 了进 山朝拜 熙 来攘往 的人 群
‘

香 客们 的虔

诚和 高远 空 旷虚无 绿缈意境的陕西 攀派代表 曲 目
。

作者从

筝 曲的创 作背景
、

取材
、

乐 曲特点 及 乐 曲 的创 作依据等方

面进行 了概述
,

为 我们 在 演奏时更 好 的把握 乐 曲精位做 了

有 益 的说 明
。

筝 曲评论在 这一 时期 只有一 篇 是李 西 安 的 《泪 罗悠

悠千古流 一 一 一 漫话 泪 罗江幻想 曲 的艺术创 作 》
。

《泪

罗江幻 想 曲 》是李焕之 同 志应香港林 乐培先生之 约创作的

一 首 以屈 原 为题材 的古 筝 与 民族管弦 乐 队合 作 的古筝协赛

曲
。

作者从肯定作 品
、

分析作品 到谈及 日罗江幻 想 曲 》

在 运 用 古 筝 方 面值得学 习 和 借鉴 的可取 之 处
。

最 后 指 出

在 当前 的民 乐创 作 和 乐 器 改革 中
,

乐 器 的运 用 应该如 何扬

长避短而 不是避短扬长 这一 具 有 启发性 的 问题 这对我们

在 以后 的 创 作 中具 有极 大 的指导 意 义
。

这 一 时 期 的 筝 曲 分 析 和 筝 曲评论
,

有 一 些 文 章 是 曲

作者 自 己 的 自我作 品 分 析 这 在 之 前和 此后都是 没 有 的

对攀 曲理解 和 筝 曲演奏等 方 面 具 有指导 意 义
。

总体来 说

这一 时期 的筝 曲分析和评论性 文章虽 少 但质高 文 章大

都在 音 乐 分 析 的 墓 础 上 再谈 自 己 的 看 法 和 建 议
,

不 同 于

年代的
“

喝腊
‘’

很具实际意义
。

二
、

表演 类 论文 包括 人物
、

流 派

这 一 时 期 的 有 关 筝 派 及 其 代 表 曲 目 的 介 绍 性 文 章 有

篇
,

此 时期 的这 类 文章涉及 的流派 面 广
、

研 究深入
。

其 中
,

郭 雪 君 吴 润 霖
、

何宝 泉
、

孙 文 妍
、

许 守 诚
、

定伯等
、

陈茂锦
、

高延斌
、

成公亮等从流派 的起源
、

发展
、

型 制
、

定弦
、

记谱法
、

风格特点
、

演 奏技 法 等方 方面 面对

各流派 进 行 了 概括 阐述
,

对 以后 的研究具 有极大 的参考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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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曹 正 先 生 和 赵 玉 斋 先 生 从 记 谱

法
、

定弦
、

曲式结构
、

演 奏形式
、

乐

曲 内容 等 方 面 深 入 而 广 泛 地 介 绍 了

八 首 具 有典 型 代 表 的 山 东 传 统 筝 曲

及 第 一 大 套 曲 蔡 松 琦 对 潮 州 音 乐

音 阶 组 合 形 式 中 的 轻 六
、

重 六 音 阶

进 行 了 详 尽 的剖 析
,

为 进 一 步 地 探

讨做 了 理论 上 的 准备
。

筝家 的介 绍 性 文章 共有 篇
。

有妥宝海
‘

张景 ,
、

蓝介愚
、

尹其颖
、

陈安华
、

尤 李普曼
、

易 风
。

作者们

从各位攀家 的生平
、

学筝经历
、

演奏

特 点 等 方 面 向 我 们 展 示 了 一 个 个 技

艺 高 深
、

对 古 筝 艺 术 孜 孜 不 倦 的 古

攀音 乐 家形 象
。

三
、

教 学 类论 文

教学类的论文在 。 世纪 。年代

这 一 时 期 数 和 质 上 都是 是 非

常可观 的 共有 篇
。

主要 有涂永

梅
、

李柯
、

寒杰
、

邱 大 成
、

姜 宝 海
、

吕殿生
、

金慈芳
、

叶栋
、

成公亮等的

文章
月 。

这 些 教 学 类 的论 文 皆是 从 教

学 方 法 教 学 理 论 方 面 入 手 进 行 分

析
、

阐述
。

李柯
、

寒杰就
“

教材编写

的科学化
、

规范化
‘ ’

以及
“

古筝指法

的统 一 性
“

等 提 出 了 具 体 思 考 和 建

设 性 意 见 邱 大 成 针 对 古 筝 的基 础

训练问题 如坐姿
、

手型
、

音质音色
、

触弦方法
、

假指 甲 的佩戴
、

技法特色

等进行 了 如 何正确练 习 的系统论述

范 上 娥 就 古 筝 的 音 色 问题 进 行 了 研

究 成公亮
、

吕殿生
,

叶栋
、

陈天 国

就
“

泛音调弦法
” 、 “

移调规律
“ 、 ‘

二

四 谱的研究
“

和
“

唐传筝 曲
“

等 问题

进 行 多 侧 面 的
、

广 泛 而 深 入 的 理

论探索
,

研究成果 引人注 目 在古攀

演 奏 技 术 理论 研 究 中 为 解 决 演 奏

中的单一技巧性 问题
,

周 延 甲
、

王刚

强
、

典宝海
、

阎俐
,

就古筝的
“

摇指
‘ ’ 、

“

历 音
“ 、 “

花 指
一

及
“

弹赛技术 中 的

紧张 与 放 松
”

问 题 进 行 了 有 益 的 探

索 取得 的 效 果 深 入且 实 用
。

这 一 时 期 的 古 筝 教 学 类 文 章 大

都 以 完 善 演 奏 技 巧 为 目 的 根 据 实

践 中所 遇到 的 问题 提 出 自 己 的 见 解

在 理 论 深 度 和 发 展 趋 势 上 令 人 欣 喜
。

虽相 比于 世纪 年代所 写 的 同 方

面 的 文 章 在 数 和 深 度 上 还 是 有

一定的差距
,

但较之之前的
、

。年

代 来 说
,

其 文 章 的 质 和 水 平 已 经

是质 的飞跃 了
。

四
、

其他 类 论 文

其他类的论文 内容繁杂 形式

多样 涉猎面广 泛
。

主要包括向读者

介 绍 古 筝 及 其 古 筝 的 发 展 情 况
、

有

关 古 筝 的 研 制 与 改 革
、

海 内外 的 古

筝 文 流
、

学 术 研 讨 会 及 比 赛 的获 奖

情况等等
。

如谢永雄
、

王鸿飞
、

, 正

等 人 的 文 章 从 古 筝 的 渊 源
、

发 展 等

方 面 向 读 者做 一 介 绍 为 普 及 古 筝

艺术做出 了 贡献 陈 贤 明
、

叶有俊等

就 古 筝 乐 器 改 革 这 一 问题 进 行 了 深

入 的 研 究 取褥 了 一 系 列 卓 有 见 地

的研究成果 余德育
、

巫漪丽
、

唐毓

斌等人就这一 时期 的古筝 文 流情况
,

包括 海 内外的 交 流情况进行 了概述

还 有 一 些 文 章 就 这 一 时 期 的 比 赛 及

获 奖 情 况 进 行 了 综 合 的 叙 述
。

其 他

类 文 章 在 此 期 间 的创 作 数 , 非 常 繁

多
,

仅在此简要的列 举几篇
,

其余的

就 不 一 一 赞述 了
。

年
—

年 年中 古

筝 理论 研 究 迈 出 了 结 实 而 又 有 力 的

步伐 取褥 了 显著 的成绩 古筝理论

研究正 向粉科学化
、

规范化
、

系统化

方 向迈进
。

总体来看
,

年代的古攀

理 论 研 究 虽 然 少 但 质 高 大 都是

长 期 从 事 一 线 教 学 与 演 赛 的 教 育 家

和 演 奏 家 们 的经 验 总 结 具 有 很 强

的 理论 实 践 意 义 代 表 了 当 时 的理

论研究水 平
。

对 以 上 这 些 成 果 进 行 梳理 与 总

结
,

更 好 的 吸 收 和 研 究 前 人 的 优 秀

成 果
,

有 助 于 我 们 在 进 一 步 研 究 时

作 必 要 的 铺 垫
。

相 信在 广 大 的 古 攀

教 育 家 演 奏 家 的 共 同 努 力 下 我 国

的 古 筝 艺 术 事 业 一 定 会 取 褥 更 大 的

成绩
,

更 加 辉煌

注释

【 周 龙 《三重奏 《定 》作品 分

析 》
、

岁德 栽 《广 东汉 乐 《焦 窗夜 雨 》

浅 析 》
、

张 景 仗 《浅 谈 子 曲 《渔 舟 唱

晚 》》
、

成 公 亮 《传 统的 器 乐创 作技法

古 朴 清新的音 乐风格 一 一 一 一 子曲 “
包

将 调
”

音 乐 分析 》
、

广 未 《富 有 东 方

风格的世界名 曲 一 一 一 听 子曲 《渔 舟

唱 晚 》》
、

曲 云 《关 于 争 曲 《香 山 射

鼓 》
。

【 郭雪君 《同 源 异 支 争奇斗

妍 一 一 一 再 谈古 子流 派
、

吴润 霖 《精

彩 纷 呈 的 浙 江 子派 》
、

何 宝 泉
、

孙 丈

妍 《潮 州 拳 艺 述要 》
、

许 宁 诚
、

定 伯

茶 《谈潮 州 子 》
、

陈 茂娜 《阂 子初探 》
、

高延斌 《
“

秦 拳
”

发展棍耽 》
, 、

成 公

亮 《山 东派 古 子 艺 术 》
、

周 延 甲
、

李

世斌 《秦 拳在秦 一 一 一 一 陕西检林古

苹考 察报告 》
、

份正 介 绍 山 东 的 几

蓄 传 统 古 拳 曲 》
、

年 大 成 《中 日 音 乐

文化 交流 的 花 朵 日 本 子 简介 》
、

蔡

松 琦 《潮 州 音 乐 的 音 阶 组 合 形 式

二 》
、

林 毛根
、

陈 安 华 《翻 州 青 乐

与 潮 州 子 随 谈 》
、

蔡松琦 《翻 州 音 乐

的 音 阶组合形 式 续 》
、

赵玉 备 《奋

子老八板 传 统流 派 乐 曲 研 究 一 一 一

第一 大 套 曲 棍说 》
、

县 宝 海 《谈 子曲

《双 板 》与 《单板
。

姜 宝 海 《金灼 南及其截讲 《子

讲 集 成 》》
、

张景 健 《回 忆我 的租 父 一

一 一 张鹤鸣 》
、

蓝介恩 《琴况二十 四

势 句 一

一 古 子家 岁 九奋透作 》
、

尹 其

领 《晚 清 子 家 尹 鸿 兆 》
、

陈 安 华 《记

赵玉 斋 先 生 的 艺 术 生 涯 》
、

尤 李普

受 《中 国 古 子名 家 份正 》
、

易 风 齐

奋 子派名 家 高 自成 》

【 涂永梅 古 拳教学的智 力结

构 》
、

李柯 《古 子教材 偏 写之我 见 》
、

寒 杰 《古 子 演 奏 指 法 符 号 挽 范 浅

议 》
、

卑 大 成 《古 攀基础 训 练 中 的 几

个 问 题 》
、

姜 宝 海 《古 拳
“

花指
”

初

探 》
、

吕 殿 生
、

金 葱 芳 《五声 子移 调

规律 》
、

叶 栋 《唐 伶 攀曲 和 磨 声诗 曲

解 释 一 一 一 蔽论磨 乐 中的 节奏 节拍 》
、

成 公 亮 《古 子的 泛音 调 孩 法 》
、

范 上

峨 《古 拳 演 奏 中的 音 色 问 趁 》
、

陈 天

国 《再 谈 二 四 讲 应 足 弓 孩 乐 器 讲 》
、

延 甲 《谈 子 的 摇指 技巧 》
、

阁 俐 《古

子 弹 奏技 术 的 紧 张 与放松 问 越 》
、

王

刚 强 《吞涧 流 泉涂 涂响 一 一 一 谈 古 子

大 师 的 历 音 演 奏技 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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