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艺术活力
。

如果说建国 以前他的古筝演奏是对传

统音乐的继承阶段 那么
,

建国后则进人了全新的

筝曲创作时期
。

在新生活的感召下
,

曹东扶创作了 以《闹元宵 》

为代表的十几首既有传统韵致
、

又富有时代精神的

筝曲
。

《闹元宵 》 是以河南民间的 民俗活动为题材内

容创作的
。

乐 曲表现在春节与灯节期间
,

各地都开

展踩高跷
、

古饰等文艺活动
,

正月 十五还增加舞狮
、

竹马
、

旱船
、

灯谜会
、

放焰火等活动
。

音乐反映出

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
。

乐 曲的结构为带引子的复三部曲式
。

引子先是

以较强的力度奏出两个长音刮奏和连续地双劈
、

双

托
,

紧接着是大指长摇
,

使引子一气呵成
,

一开始

就引人人胜地把
“

闹
”

表现出来
。

谱例

夕红刁岁夕卜创

曹东扶 一 年 是我国著名 的 民族音

乐艺术家
,

他作为河南曹派古筝艺术的创始人
,

对

古筝艺术的传播和发展做出 了杰出 的贡献
。

他创作

的 《闹元宵 》是现代古筝曲 的精品之一
。

曹东扶祖籍河南邓县
,

出生于贫寒的 曲 艺世

家
。

他的父亲曹清怀会唱河南大调 曲 子
,

擅长扬琴
、

坠胡演奏
。

受其父亲的影响
,

他很小就开始学唱
,

并

随父亲卖艺糊 口
。

每当他途经茶楼
、

酒肆这些弹唱

曲子的场所
,

总是听得入迷
,

流连忘返
,

于是便下

决心学习弹唱技艺
。

他拜师学艺虚心求教
,

但不是

墨守陈规
,

而是根据 自 己对乐 曲 的理解
,

进行艺术

上的再创作
。

经过数年的潜心学习和不懈努力
,

曹

东扶不仅精于古筝演奏
,

还熟练掌握了琵琶
、

扬琴
、

三弦
、

软弓京胡等多种乐器演奏
,

大调 曲子唱得也

好
。

他将板头曲原来简单的旋律加花
、

改进
,

使之

更加丰满
,

把原来乏味的曲调赋予了浓郁的韵味
。

为演奏悲哀旋律设计了
“

游摇
”

的演奏技法
。

他还

把 , 漫吟 》的开头用一音一板展开
,

连续进行三板
,

又经过两次变奏
,

以充分表现文人吟诗的神态
。

曹

东扶还把姊妹乐器的演奏艺术和大调曲子的演唱艺

术都融于板头曲的演奏之 中
,

在板头合奏曲 的基础

上发展为具有独特风格的古筝独奏曲
。

曹东扶早年处在军阀混战
、

民不聊生的历史时

期
,

这更激起了他的爱国热情和正义感
。

他把中华

民族不屈不挠
、

勇敢与命运抗争的传统美德作为 自

己创作的主导思想
。

在他加工整理的乐 曲 中贯穿着

热爱祖国
、

颂扬正义
、

鞭挞邪恶的主题
。

解放后
,

曹

东扶受到 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与器重
,

被调人我

国高等音乐学府任教
,

新的历史环境给他带来 了新

代 夕少 少
一

鳄 二
, 卜 二 今 。 介 份 妙 夕

一

州川 岁少 二 瓦 、
· ·

⋯ ⋯
亏

犷“ ” 一 “ “ ” ‘

随后是左
、

右手 由慢渐快的交替演奏
,

仿佛人

们争先恐后
、

络绎不绝地参与到元宵佳节的各种活

动 中

互』 』立 旦遥里

, , 哗 毕 毕 睽 呼 鲜 鲜

尽 争 咚

丝 契 契 契 毕 毕 妙

嘿
,

丝

谱例

第一乐段分为三个层次

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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笋丝星丛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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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每乐句八个小节
,

从这一乐段的层次来

看
,

明显带有传统八板体的特征 旋律吸取了河南

民间吹打乐的素材
,

以滑音作装饰
,

各乐句的落音

均在主音
“ ”

上
,

乐思统一而集中
。

其中
,

第 ①

个层次旋律 比较平稳流畅
,

优美如歌
,

仿佛元宵佳

节人们一边游玩
,

一边亲切交谈

,

。 、 ,

子一寻 髻冬 ,料 上井 七
多 奋

星一卫 卫生互 生二二 」二
一

护 甲 户

谱例

在这段模拟锣鼓的演奏中
,

右手以勾
、

托
、

抹
、

倒剔正打等技法突出
“

鼓
”

的节奏
,

左手奏单音来

模拟铜器的色彩
,

双手配合错落有致
,

相得益彰
,

形象生动
、

逼真
,

并 自然引 出第二乐段
。

第二乐段为全曲的主体部分
,

吸取了河南曲

剧
、

豫剧 以及越剧等戏曲音乐加 以融合发展
。

第二乐段也分为三个层次

① ② ⑧

尸

一
一一 一一 , 卜一一一 一一一一 卜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非方整性乐句

以架
兴好

‘

丝树雌一

谱例

第 ②个层次的旋律中
,

五
、

七
、

八度大跳音

程较多
,

音乐活跃
,

同时也反映出人们的情绪越来

越高涨

第 ①个层次 自然过渡到 以属音 为主音的乐

段
,

与前面第一段形成了对 比
,

旋律逐渐进行到高

音区
,

且情绪更加活跃
,

节奏紧凑
,

具有一种推动

力量
,

也使乐 曲进一步展开
。

二 ’

髯塑 里琴粤 , 生 旦 鬓
洲 斌 蒯

。、
丘一

耐 耐

之二 冬 ,

耐

旦 五 乙 旦 互二互 互通
》

·

碑 耐 尸 衅

旦 』 乙立

龟么‘
燕、

子

哩 蜒 架 互一李

巡选翅叭以

谱例

第 ③个层次出现下行趋势
,

以
“

闷
”

指配合左

手的滑颤
,

突出 了从 一 和 一 的下
、

上滑音来

模拟哎呐的音调
,

烘托出欢快的气氛
,

为进人第二

乐段的高潮做铺垫

谱例

第 ②个层次又 回 到 以 为主音的旋律
,

节奏

平稳
,

下行到 中音区
,

使活跃的音乐暂时
“

安定
”

下来
。

喂毕岑
。

坦毕斌一划﹃卿过
远 ,‘

呀如 幸彭

五 扩立 举
。

生鱼旦 」呈卫

矛

立』

谱例

随着一阵模拟锣鼓的演奏
,

掀起了此曲 的第

一次高潮

谱例

仿佛人们沉浸在各种游戏活动的愉悦中
,

相

互交流着内心的感受
。

下转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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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器 交 流 对二

雾留
丈

俨猎

学生 的要求
,

就是能集
“

弹
、

讲
、

编
、

写
”

于一

身的通才教师
。

着眼全球教育热点
,

确立知识结构

提到
”

全球教育
”

似乎有些言过之意
,

其实不

然
,

因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近 年
,

无论是人才还

是商品
,

通过长期引进来
、

走出去的交流过程
,

使

科学文化成为毫无国界
、

毫无疆域的全球性共享财

富
。

这就促使我们教育事业的每个环节都要放眼全

球
,

为宏观的教育思想服务
。

世纪的全球性教育热点是对全面素质人才

的培养
,

在高师钢琴教学过程 中
,

怎样结合相关艺

术渗透其他领域知识
,

又是对高师钢琴教学的一

次挑战
。

有限的钢琴课固然不能让学生有更多的知识涉

猎
,

但通过钢琴课能否激起学生的无限求知热情却

更具现实意义
。

比如
,

向学生讲解钢琴的构造时
,

不

妨以渗透的语言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

让学生思考构

建钢琴所涉及的物理学 声音 的振幅
、

机械运动

等
、

数学 点线弦长 比例等 方面 弹奏时重力的

运用
,

肌肉
、

肢体的放松
,

还要给学生一些生理和

心理学上的提示 标题性钢琴作品的演奏
,

根据不

同 内容
,

给予逻辑和文学上的渗透
。

这样一堂以钢

琴为主题的业务课
,

将学生引人了广泛联系的知识

体系之 中
,

即便在课下
,

同学们也会以老师的引导

为线索
,

去博览群书
,

可能会在求知的过程 中领悟

到其他学科的内涵
。

知识性的钢琴教学对学生来说
,

既是对学过知

识的温习
,

又是对新学知识的领悟过程
,

通过这个

过程
,

使学生在注重专业技能的前提下
,

不断丰富

文化理论水平
,

进一步确立了 自 己的知识结构
。

看准 了学生分配市场的要求
,

分析了宏观教育

理念
,

我们的钢琴教学也就有了明确的趋 向性
。

随

着高师音乐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
,

包括钢琴教学在

内 的各个环节
,

都应主动创新
,

从实践 中总结经验
,

逐步完善音乐教育体系
,

使我们培养的学生在未来

的教学岗位
,

乃至全球竞争机制 中大显身手
。

作者单位 河北保定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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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③个层次是非方整性乐句构成的段落
,

旋

律急进上行
,

主音与属音交替出现
,

音符密集
、

速

度加快
、

节奏紧凑
,

气氛热烈
、

紧张
,

造成
“

悬念
” ,

表现了元宵节各种游戏的竞技场面

乡 是

架 上 婴 上华
, ② , , ② ,

」』旦 」之旦 卫 」星
‘

一
“ 乍一甲

一 —

乡 不

架 上寻 些 』

八 邝

旦通互 互」互 生五主

, 。

旦

谱例

第二乐段从 又板乐句一六板乐句一非方整性乐

句
,

从中可 以看出这一乐段对传统八板体的突破
。

第二乐段结束后
,

又是一阵模拟锣鼓的演奏
,

将乐句再次推向高潮
,

引 出第三乐段
。

第三乐段为单乐段快板
,

从第二乐段的主
、

属

交替直接进人
“ ”

为主音的旋律
,

仿佛前段中 因属

音造成的
“

悬念
”

在此得到 了
“

解决
”

回到主音
,

使

主题音调更为鲜明突出
。

为了与引子强烈的情绪相

呼应
,

作者运用 了动力性的节奏
,

速度突快
,

最后

以一个长音刮奏
,

将乐 曲推向更高潮
,

犹如滚滚浪

涛奔腾向前
,

展现了人们豪情满怀
, ‘

憧憬着更加美

好的未来
。

在这首乐 曲 中
,

模拟锣鼓的演奏
,

既渲染出节

日的气氛
,

又是将情绪一次次推向高潮的过渡
,

恰

到好处地把各乐段连接起来
,

使乐 曲结构紧凑
,

各

乐段的色彩对比鲜明
。

因为 民俗活动离不开锣鼓
,

所以模拟锣鼓的演

奏是 《闹元宵 》的重要组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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