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沁
书祖 谈 筝 曲 《双 板 》与 《单 板 》黯

姜 宝 海

一
、

渊源与概况

一

工人

士户琪

山东省聊城地区临清县金郝庄一带
,

素 有古筝演

奏传统
。

流传的筝曲中有称之为 《 双板 》、 《 单板 》

的曲谱
,

早见于清同治十二年 年 民间手抄工

尺谱卜笔者一九八 年去金郝庄采风
,

聆 听了七十岁

古筝艺人金以 埙先生的演奏和介绍
。

学古筝者
,

必须首

学和掌握这两首乐 曲
。

其 他乐 曲多为 《双板 》、
《 单

柳 》、 《三箭定江山 》、
《 禹王治水 》等

《 双板 》
、

《单板 》以及根据它所衍变的乐 曲
,

除单独演奏外
,

也可与其衍变的乐 曲联奏
。

乐曲不定

称 次反复
,

终止时即奏收板乐句 ,
人甲

二二二二写

板 》的衍变
。

研究筝曲
,

自然要对这两首乐曲有所认识
。

冻 、

,《 双板 》全曲为三十四小节
,

收板乐句除 外 盆
“

拍
。

因为它每小节有两个重拍
,

故名 《 双 板 》

《 单板 》全曲为三十四小节
,

收板乐 句 除 外 子
拍

,

用为它每小节有一个重拍
,

故名《 单板 》。 《 双

板 》屯《 单板 》又据板数统称《六八板 》, 或据句数

八大
卜

板 称之《八板 》。

当地艺 人 包括略懂音乐

。 。切
。

其演奏形式除独奏外
,

还与三弦
、

琵琶
、

京胡
·

合奏
。

从 目前已搜集到的三弦《双板 》手抄工尺谱 来

看
,

在合奏中有它独特的
、

丰富的支声
、

多声
。

这些民间传统乐曲
,

在长期流传的历史过程中
,

经过名师
、

乐手
、

艺人
、

文人的苦心 雕 琢
,

悉 心传

授
,

由一曲变化发展为多曲
,

其手法 丰 富 多 样
。

今

天
,

我们用所衍变乐曲与原型 指被衍变的乐曲 比

较
,

从中找其艺术规律
,

并加以条理
、

总结
,

这对我

们进行民族音乐创作必有教益
。

二
、

《 双板 》及其衍变
的人 为区别《双板 》 《 单板 》,

一般不称《 六八

板 》或《八板 》。

目前
,

人们公

年 《 弦索

《八板 》原型为清代嘉庆 十九年

荣斋编著
,

和 手抄工尺

谱《十六板 》。

上述两份清代手抄工尺谱
,

只相隔五

十九年
。

从旋律
、

句式
、

落音等各方面对照比较
,

可

初步推 断 《单板 》由《 八板 》 指 年手抄《十

六板 》 衍变而来
。 《双板 》有无原型

,

有待进一 步

考证
。

从 目前 已掌握的材料来看
,

笔者 认 为 《 双

板 》是另一种板式 慢板 的乐曲
,

也就是说《 六 八

板 》 或称《八板 》 不仅有 后衍变为火 节毫
型乐曲

,

而且手亨万 砂衫节李乎书的手曹一
“平

板 》
。

《双板 》、
《单板 》均为民间传统 非 标 题 筝曲

只标名
,

不揭示内容
。

乐 曲旋律 流 畅
、

韵味醇

厚
,

结构严谨
、

音乐发展逻辑性强
,

是富有民族特色

的赏心悦耳的传统

的乐 曲均为标题乐

有 由《双板 》衍

乐冬 仙
曲少仅在

变的乐 曲

《双板 办
、

《单板 》衍变

金郝庄一处搜 集 到 的 就
《三环套 日 》、

《 流水激

石 》、 《 渔舟唱晚 》及三弦《双板 》 此文略 , 由
《单板 》衍变的乐 曲《 玉连环 》、 《孤 雁 出 群 》 、

《百鸟朝凤 》
、 《穿花蜂 》

、
《蝶恋花 》

、
《莺梭 织

手抄工尺谱 清
,

同治十二年 《双板 》困记谱

简陋
,

只标记了极少技法
,

所以现在论述《双板 》时

以古筝艺人实际演奏的谱为准 手抄工尺谱 与实际演

奏大同小异
。

《 双板 》既为筝曲
,

在旋律
、

节奏等方面必 然有

自己独特的风格
。

例如 由于筝所特有的 演 奏 技 法
“撮 ” 的运用

,

便出现了乐曲中的 八度 和 声 , 由于
“ 勾 ” 、 “ 托 ” 的连用 民间称之 “ 勾搭 ” ,

出现

了旋律中的八度跳进 , 因 “ 花指 ” 的运用而出现了 华

丽的旋律及快速下行等 , “拨 ” 的运用在节奏中 出现

了 ⋯ ⋯

《双板 》 见谱例一 共由八个乐句组成
,

除五

句为六小节外其他均为四小节
。

一句至二句 一
小节 陈述了乐曲的主导音调

,

并加以 重 复
,

成 为

上
、

下对称乐句
,

即呈现部 , 三句至五句 前 四 小 节

一 。小节 变化
、

展开了主导音调
,

并包含一
、

二
、

三
、

四句所构成的 起
、

承
、

转
、

合句 , 此为发展

部 , 五句后二小节至八句 一 小 节 主导音调变

化
、

再现
,

即收束部
。

乐思发展具有较强的逻辑性
,

构成了民族的三段曲式
。

《双板 》浅析如下

凡谱例中指法
、

均省略

盆



谱例一

第三弦为
起 国

双 板 金以城演奏 婆宝海记谱

夸
国

粤绍 季通 互 瞬 钊 粤期 粤期
一旦

主导动机

一 冬

黔 华 肆 譬
、

胜匙竺二竺
主导动机扩展 承 递 发 展

主 导 音 调
回

片下一
承 国

一一
, ,

一

学

些 攀 华 鲁粤 】丝
,

华 瞬 冬期 誉
完 全 重 复 起 句

,
, 。

黝
完

转 囚 矿上句对机应

二

一
一

目 二二二二

, 一 弓

口 血 妙 缪 缪 粤 一 毕料华肇 呼 罕一
、

建二
主导动机上四度变化模仿与扩展

合 回 画

了
一

二 。 立 亘 剑 亘 山 导

主导动机发展

止
主导动机扩展 主导动机上四度模仿发展

回

一 一

一
二二二二 ‘仁竺

奋
一一 —主导动机扩展

二 亘 山

坦
主导动机模仿并递降发展 主导动机上四度模仿变化

,

卜一一一一

逻』攀碧 勺 粤
一主导动机递降

、

模仿

回

呈现部尾部移位变化

‘门口︸

曰︺“门一

口弓
网一

甲
,

飞 一气 矛

二
石

一
二 ”色 缪

一
纽

主导动机下五度变化模仿 主导动机的变化扩展

网
二 应 二 二 争 ·

二翻

一卜

一一 叫卜 ‘目叫 , ‘ 叫 , 目 目 , 中叫口 , , , 目响 响 目户 ‘ ‘ ,

承递发展 主导动机变化扩展

竺
了 。 , ·

二 二
, 】一

零 丝 势
’

赶旦 缪 华 攀绍 丝祖
主导动机下五度变化模仿

谱 例 二
第三弦为

三 环 套 日
会

主导动机变化再现

金以埙演奏 姜宝海记谱

些旦

攀绍 红 组 壑丝霎 华 止全 , 州
一

飞旦 华 丝 丝 理

重复《 双板 》主导音调尾部变化

一一“换尾 ” 的重复

才之



乍

一
弓 毕

芝 甘 口

〔旦 拌 经丝 誉香 乞
, 、

一

, , 参 珍
旦二 牡 琪 臀 冬

“换尾 ” 音调发展

这八小节
,

由《双板 》每句三个小乐逗
,

扩展为两个乐逗
。

及 “换尾 ” 音调的贯穿发展 构成乐曲的呈现部
。

从第九小节便出现新的音乐材料
,

调 式 变 化 丰富了色彩 ,

与前一乐逗对称呼应

除有上
、

下句外还包含着 “起
、

承
、

转
、

合 ,

使发展部与呈现部更富有对比
。

’ 冬 冬 母’ 廷桑』丝 尽 。 是 、 些 争

新音乐材料承递扩展

一 声

—
,

⋯
哭孵竺

月

, 一

一 一

尸卜、

一
一 一

—
旋律递降模仿

一卜、

攀』 旦」 互 尽 尽 鱼旦卫

此段重复一次
,

加深感受
。

收束部重复《双板 》八句音调
。

谱 例 三 流 水 滋 石 金以埙演奏 姜宝海记谱

一
、

二句与《双板 》呈现部同
。

从第三句变化发展

’

旦 粤习 引冬鞋 拿全 髻尝 鱼互 攀期

沪尸一、、

妇
、仪

—
‘

画

工 旦 李华
,︸

一
一

同 类 音 型 一重 复

、 、 困
“ 梯形 ” 递增展开

’

二
、

甘 ‘ ’ ·

旦

牛
‘万 零气,

句间经过
,

节奏与前对比 扩展 上一句上四度变化棋仿

图

,

十
︵口月

。

护
了粤鞋 ,

﹀
︸匕︸匀亡口

对称重复
、

承递展开

十 —奈 重复一次
。

变化再现此句首部

画

鄂一︷鹦︸到一
缈 ‘ ·

。缪 华 冬绍 黔

一画
、

—
同类音型重复展开

, ,

一

”逸 业
与双板音调同

画

召子



心呼应句分 的运用
,

使乐曲向广度展并
,

有别子
“ 民歌体” 句式

,

是民间传统乐曲常见的句式结构
。

谱例四 渔舟呀晚 首段 金灼南传谱
《 渔舟唱晚 》 首段 保留了 《 双板 》的基本音

调
,

乐曲始处将《双板 》主导音调加花扩展变化

尸牛、、

一
翻

华 妇
, 一 , , 口归

,

, 化为

,

右口

巴口

巴口

洲
冬 荟垦』 缪 壑望多 ’ 华

·

理 “
‘

”

用 “借字手法 重三 变化旋律
,

如 将 《双板 》的

《双板 》不仅在聊城地区金郝庄流传衍 变
,

它与

我省蔺泽地区传统筝曲《汉宫秋月 》也有粉千丝万 按

的联系
。

说它是由《八板 》 指 “ 弦索备考 , 中 变

体
,

不如说由《双 板 》衍变而来更为贴切 , 仅举 几

处
,

便可清楚
。

《双板 》 一 廷丝 妙 纽 丝鸳 只 坤 , 仰 种
口

⋯

《 汉宫秋月 》 二 ,

也 妙 卿 丝 尽
·

叫华 铆 脚 引

一
。·。。。一 旦 丝 亘 业 攀

二
、。

髻”缪 遥』 华 丝 妙 旦瞿里 卿 牡
’

“ ⋯

丝 妙 , ,

矛,‘口、了卜‘人

一 廷丝 每 ” ” 旦遏』 亘 业 止 丝 过 毯功
” ” 】⋯ ⋯

洲产产 、、

二

一

二

。丘
,

遥旦绝 丝 遨 亘 二二留翻 ‘ , , , ,

, 、 昼些
’

⋯
‘

门卜们咨

沪

口

⋯⋯
月

缪 妙 早绍 , 些 卿

一︸⋯⋯
一

一引一‘叮

护尸一 、

丝 旦卫』

‘一 ’ 丝 缪 塑 , 丝 丝
,

⋯ ⋯‘ , 旦通』 互一遗 早一旦 纽 旦』一工且

综上述可看出①旋法 相似 , ②节奏类同 , ③乐 句

逗 落音相同 , ④有的旋律改变
,

是 因用 “借字 ”

手法而已
。

三
、

《 单板 》及其衍变

《 单板 》 见谱例六 由八句组成
,

除五句为六

小节外其他均为四小节
。

曲调既有上
、

下 句 对 称 句

式 又有起
、

承
、

转
、

合方整性句式
,

构成了民族 的

三段曲式
,

即呈现部 一 小节
、

发展部 一
小节

、

收束部 一 小节
。

发展部多为连续

黑板 弱拍 起
,

以及切分音的运用
,

使乐曲动力性

强
,

音乐逻辑发展 自然
,

富有情趣
。

浅析如下

谱例六

第三弦为

起

单 板 金以埙演奏 姜宝海记谱

备
承

华 二 二 二 血 二 到彝 二 二

上 句 下句
、

重复 句

召子



、 生 气 二 吮一

旦〕 缪 幼 旦逸 华 丝
内

月转

担 、掣 幼 毕
与上句对称 节 多豁 莫 仿揍

合

公 。 二 二 止 、已 。
·

。
下句尾部提高八度

瞬 丝
,

誉幼 曰 吕二 二 华
节奏对称模仿

、

旋律发展

卿
士已

, 」

呀 华 黔

哆自 遨 倒 过 缈 业 。 。 丫
, ,

起句再现与

,
,

一 , 「 几 ,

口 口

,

一
,

笼 二

吐 生退 华
变化 重复六句尾部

《 单板 》收束部中各句尽管落在主音上
,

但由子切分节奏
、

连续弱拍。。

⋯
,

,

, 乐曲一耸向前发展
,

富有

动力
。

谱例七

一
、

二句重复《双板 》一
、

展开旋律
。

玉 连 环 金以埙演奏
二 ”,

甲铡
部

。

从三 ”变化发展
, 以毕典

姜宝海记谱

这个节奏型
,

围绕某个脚心音贯穿

是阅
二二 万
主导动机 答

卜画 回 、国、
画 回 二国

同类节奏型重复旋律围绕 “ ” 展开

是巨姻
,

卿丁碎 座 匪 卿习

国 工

回 姻 。
、 一

—
“ ” 展开

, 山 , 国 立国立国
一

一

—

一

中心音上移四度
,

旋律围绕

辱二 生旦

动机发展

乏乏乏乏 立立
‘‘ 一一一一

到

切分后 “ ” 为中心音

笼
, 国 通 山 纽 巨 丝 二

动机发展

国 , 国 】旦国 , 国
尸 , 二 , , , , , , 一十 , 二

, 回 “ 】, 国 国

甲夺



主画 姻 姐
叹

《玉连环 》此种发展手法

谱例八

较为真切表现玉环相碰而发出的盯玲之声
,

形象生动
,

令人 回味无穷
。

班皿出祥

二
、

六句基本与《双板 》音调相同
,

金以埙演奏 姜宝海记谱

从三句开始发展变化
。

八一哥︸么一图
, ‘ 尽

,

—
首尾异音重复

一一一,
矛一一

。

一山口

曰
﹄,

二丽藏葱爵 二一止 二二 二已

圈 到国 到圈
‘

川 。
, 了

一首部同音重复及变化

—
间 。 冈 一间 , 。 冈
图 尽 图 图 尽 咧
仁 声 仁

一
声

首尾同音重复

一冈图一

左

拿哥 馨 姐

一尾部同音重复

乐曲节奏平匀
,

各种类型起
、

落音的 重 复
,

呼应
,

加之 “ 按 ” 上滑音 的技法运用
,

将 孤 雁 独鸣
、

寂寞冷落的曲情
,

表现得恰到好处
。

谱例九 百乌朝凤

三
、

四句与《单板 》一
、

二
、

三
、

四 句音调同
,

金以埙演奏 姜宝海记谱

从第五句开始发展变化

二 纽 。 。 二 巡
’

一 一
, ,

同类花指音型重复
,

其旋律成波形

二 纽
、

竺

巡 妙 塑 。 华 尸 钾 二 华 毕

同类花指音型重复 十一一止一一

召‘



当
,

匕上当 艺竺
厂

兰全梦 刻 。 酬
尽

—
重 复

—
, ,

毕 叨 二 巡 毕 叨

一
、 少

一
、 从 一一 一声

, , ,
,

一‘ 一

一
,
书

同类花指音型的连续运用
,

狱为花音 ,

谱例十

一
、

二句重复《单板 》一
、

—
重 复

—
较为贴切地表现了百鸟喧闹的欢跳气氛

。

, 侧 也些 粤』 毯功 种
’ ’“

穿 花 蜂 金灼南传谱

二句
。

四
、

五
、

六
、

八句与《单板 》四
、

五
、

六
、

八句基本相同 , 发展变化 从

第三句开始

纽 , 丝 。 , 。
移位重复

旦助

口心

兮

五一七句 重复《单板 》

二
—

,

一完 全 重 复妇

于夕才
,

趁

︸

灿
口夕了了口 ,
︸

锄到
知一灿

重 复 与 变 化

谱例十一 蛛 恋 花 金灼南 传谱

一
、

二句变化重复《单板 》一
、

二句 , 八 句变化重复《单板 》八句
。

乐曲从第三句开始变化发展
。

户 纽 , 些 到红 。 , 。 。

。 , 止 。 。 , , 二 二 二

华 卿 。 ’

—变化重复

纽 。 。 , 。
旋律按照五声音

⋯⋯ 山 过 。。 二
阶特点递降发展

谱例十二 公梭织柳

一
、

二
、

三
、

四句重复《单板 》一
、

二
、

三
、

四句
,

并用 “ 加花 ” 、

金灼南 传谱
“ 移位 ” 润色旋律

。

如

《单 板 》

弓

释

, 尸 怡

《莺梭织柳 》
,

可一
一

一 了

一

气

一

下 —

。

黝
一

,

片 一

一毕一婴

谬了



从第五句开始运用新的音乐材料
。

卜

一动机

乏 二 二 鲤 二

夔二 掣 黝 二

—
,

动机发展 脸

缈 些二 妇 黛 川二 酬缪 纠二
一

”
完全重复上一句 变化重复

﹄‘尹惬卜

《单板 》及其衍变乐曲在变化发展中有下列几 个

特征 ①所有衍变乐曲一
、

二句均重复《单板 》一
、

二句曲调多 ②所有衍变乐曲的第八句起
、

结 音 均 与
《单板 》的第八句起

、

结音相同 , ③乐曲的发展变 化

从第三句或第五句开始 , ④连续弱起
、

切 分 音 的 运

用
,

推动了乐曲的发展与进行
。

四
、

变化
、

发展手法

《双板 》、 《单板 》乐曲的构成
,

及其由此而衍

变的十余首乐曲
,

仅金郝庄一处 加 之 《 汉 宫 秋

月 》,

在其结构
、

旋律
、

节奏
、

宫调 等 诸 方 面的变

化发展手法是丰富多样的
。

这是民间作曲家才智的体

现
,

人民群众集休艺术劳动的结晶
。

归结二
、

三题所

述
,

有下列几种

一
,

句式上的突破与变化
。

衍变乐曲尽管以民间
“不拘何曲

、

何调
,

以对板为真 ” 为原则
,

全曲仍为

六十八板
。

但不局限子各句板数
。

衍 变乐曲并非全足

八句 如 谱例三
、

谱例八
。

二
,

乐逗 句幅 的减缩与扩展
。

各句乐逗数目

的改变是变化旋律的一种方法
。

如 一句原有三个乐

逗 谱例一第二句 扩充乐逗为二个乐逗 如谱例二

第二句
。

突破原有乐逗布局
,

成为不规 则 的 句 幅

如 谱例三
。

三
,

新的音乐材料大都在第三句 个别的在第五

句 开始出现
,

并变化
、

展开
。

衍变乐曲一般重复呈

现部基本曲调及收束部乐句 七
、

八句或八句
,

乐

曲衍变着重于发展部
。

故《 双板 》
、

《 单板 》与其所

衍变乐 曲能共成一曲
,

呼应 自然
,

浑然一体
。

四
,

主导动机 音调 贯穿发展
。

通过主导动机

的完全重复
、

变化重复 模仿
、

移位模仿
、

递降模

仿
、

动机扩展等手法
,

使乐曲发展 自然
,

富 有 个 性

如 谱例一
、

谱例十二
。

五
,

呼应句的运用
。

使乐曲有起有伏
,

为曲调展

开留有余地
,

旋律发展有所归结 如 谱例三
。

六
,

围绕中心音展开旋律 如 谱例七
。

七
,

承递
、

递降展开旋律
。

同音承递
、

旋律的递

降模仿是变化展开旋律的常用手法 如 谱例四
、

谱

例一
、

谱例十一
。

八
,

同类音型的重复与贯穿
。

同类音型 包括同类

花指音型 的重复
,

使乐曲富有 “ 动感 ” ,

同类音型

的贯穿
,

也是展开旋律的常用手法 如 谱例九
。

,

曲调重复 , 起
、

落音的重复
。

在乐曲发展中

各类重复手法运用广泛
。

主要有 完 全 重 复
、

变化

自由 重复
、

移位重复
、

对称重复
、

紧缩重复等
。

起
、

落音重复有 首尾异音熏复
、

首尾同音重复
、

尾

部同音重复
、

首部同音重复等 如 谱例八
。

十
, “借字 ” 手法应用

。

将面重按为 将 重按

为
,

丰富
、

变化旋律 如 谱例五
、

谱例四 ,

增强

了乐曲的色彩
、

调式对比
。

上接 页

主题的主要素材全部建立在 节拍的附点 节奏上
,

让欢庆情绪在统一的舞蹈性节奏中得到 集中的体现
。

这个双主题的主部结构
,

是贝多芬用 简炼的展开手法

和高度集中的主题素材
,

将两个主题融为一体集中 发

展和复奏展开的
,

摆脱 了当时奏鸣曲式中 主 部 所 常

的见典型乐段结构程式
,

这也是 贝多芬革新性的特点
。

上面是从贝多芬九部交响曲十六个奏 鸣曲式呈示

部主部里列举出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结构 形式
,

它包

括传统的和富有 创新的两种类型
,

从中可看到贝多芬

在继承 传统结构形式中敢于根据作品内容需要
,

大胆

革新一些与其不相适应 的结构 程式
,

通 过 继承 运用

—发展突破一
一

创新立异的过程
,

逐步确立 了贝多

芬独特的主部结构风格
。

使海顿
、

典扎特的传统结构

通过贝多芬的具休运用得到了新的发展和创新
。

君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