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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筝曲 《长相思 》是一首现代派古筝独奏乐曲
,

作
曲 家王建民老师于 年创作此曲

,

因其有较大的演奏难度及
较深的思想 内涵

,

故在众多的古筝乐曲 中有很相 当重要的位置
。

本文以对古筝曲 《长相思 》全面的分析为基础
,

结合个人实
际演奏的心得体会

,

重点对该曲演奏难点和艺术特色做研究
,

在
剖析演奏技巧 的同时

,

挖掘其深层的艺术内涵
,

进而探索其实用

性和现实意义
。

希望通过本文的论述
,

给广大演奏者在把握乐曲

演奏难点及艺术特色方面做一参考
,

以便对古筝演奏有所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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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古筝曲 《长相思 》由作者王建 民老师创作于 年 月

,

同年 月荣获江苏省第二届音乐舞蹈节器乐独奏曲创作一等奖
。

古筝曲 《长相思 》取材于李白的同名古诗
长相思

,

在长安
。

络纬秋啼金井栏
,

微霜凄凄覃色寒
。

孤灯不 明思欲绝
,

卷帷望 月空长叹
,

美人如花隔云端
。

上有青冥之长天
,

下有澡水之波澜
。

天长路远魂飞苦
,

梦魂不到关山难
。

长相思
,

摧心肝
。

此曲表现了诗人离开长安之后
,

通过对一个怀着相思之苦的
人的刻画

,

抒发 自己远大抱负得不到施展的复杂心情
。

乐曲旋律
运用我国古代歌曲的传统音调与陕西民歌的旋法综合创作而成

。

《长相思 》的定弦采用了两组不 同宫音阶 即 宫音阶和
宫音阶 的交替排列

,

这种定弦方法丰富了乐曲的调式
、

调性
,

在横向旋律的起伏中
,

调式调性能 自然转换
,

减少了转调给乐
曲旋律的行进中带来的突兀感

,

这种双调性结合的方法
,

使乐
曲旋律更为丰富新颖

,

并具有典型现代的风格特点
。

、

长相思 的演奏技巧难点
《长相思 》是一首演难度高深

,

技巧复杂
,

意境深远的乐曲
。

曲中运用 了一些较为新型的演奏技巧
,

例如 单手泛音
、

快速
琶音等

,

在现代筝曲中
,

该曲所涵盖的技法具有代表性和特殊性
。

如果演奏难点解决不当就会影响到演奏者的音准
、

音色及整首
曲子 的完整性等

,

从而影响到乐 曲艺术表现
。

本文主要从 曲中
难度技巧方面出发

,

作以探索和研究
。

双手泛音
双手泛音是传统的泛音演奏方式

,

即右手拨弦的同时
,

左
手在该琴弦有效部位的 处一点即起

,

弹奏出比该弦原音高一
个八度的音

。

音色要求达到清澈
、

透亮的效果
,

常常用来表现
类似于空谷回声的意境

。

《长相思 》中单手泛音的演奏难点
例 《长相思 》第二部分慢板中单手泛音的一段谱例

较纯净
,

所以左手切忌力度过重
,

造成
“
抢旋律

” 的错误
。

第四
,

由于此段音乐是前面主旋律再现
,

又是下一段音乐的引子
,

所
以要做个

“
欲扬先抑

” 的铺垫
,

在演奏的时候
,

音色明暗变化
要把握好

。

从谱例中可 以看到
,

演奏泛音时
,

左手可 以流畅的演奏副
旋律

,

与泛音主旋律相呼应
,

达到了双筝合奏的独特效果
。

同时
,

将泛音用作旋律来大段表现的方法
,

也是筝曲中比较少见的
。

琶音
琶音是分解和弦的一种变体形式

,

在筝曲中多为伴奏或装
饰性指法技巧

,

比较常见
。

传统琶音的演奏方法是 和弦内音由低到高依弹奏
,

试图
模拟竖琴和钢琴的音色

。

演奏手法上分为单手琶音和双手琶音
,

演奏顺序上分为正琶音和反琶音
。

要求音量一致
,

音色均匀
,

避免因力度不均而弹出的 “

大头音
”。

《长相思 》中快速琶音的演奏难点
在 《长相思 》中

,

首先
,

琶音的速度被大大提高
,

对演奏者
的基本功要求也相对较高

。

同时
,

琶音打破了以往和弦内音的演
奏习惯

,

而改用 由上至下依次演奏邻近的几根琴弦
。

要求用拨弦
的方法弹奏

,

手腕要放松
,

手指发音要结实
,

每个手指用力要均匀
,

换指要快而准确
。

由于琶音本身具有连贯的特质
,

所以除了指关
节之外

,

弹奏的时候还需要腕关节与肘关节的配合与支撑
。

音色
要求力度饱满

、

颗粒清晰
,

如珠落玉盘般清脆悦耳
。

例 《长相思 》中第四部分快板中快速琶音的谱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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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的演奏难点在于 第一
,

泛音点的选择
,

在该弦有效
发音弦长的 处

,

可以先在琴弦上做一标记
,

先进行定位感的
培养练习

。

第二
,

泛音点确定之后
,

先用双手做泛音练习
,

定
位熟练后再换右手

,

此时弹弦与点弦应是极为紧密的先后顺序
,

一点即起
,

以免弹出哑泛音
。

同时
,

两指尽量打开
,

因为拨弦
手指越靠近震动弦长 的中心

,

弹出的音色越为明亮
。

第三
,

此
段左手副旋律的配合也相当重要

,

泛音的音量比较小
,

音色 比

《长相思 》中的琶音主要采用右手反琶音
。

此段 的演奏难
点在于 第一

,

从右手的大指开始按照顺序依次弹起
。

二三四
指迅速连接

,

节奏平稳
,

音色一致
。

第二
,

由于此段旋律主要
在左手

,

所 以右手 的伴奏要求大指力 点突 出
,

后三指音量统
一

,

以迎合左手的主旋律
,

同时
,

换弦过程中大指要迅速带过
,

二三四指紧密相连
,

不能有间断或杂音
。

第三
,

在右手保持连
绵不断的琶音的同时

,

左手旋律亦不能忽视
。

此段左手也有琶音
,

与右手不 同的是左手琶音是 以由低至高的正琶音形式出现
,

暗
含旋律

。

第四
,

在保证以上演奏效果的同时
,

尽可能的提高速度
,

并始终保持旋律流畅
。

第五
,

注意乐段所表达的情绪
,

本段为
乐 曲表达高潮的段落

,

因此情绪的收拢及开放应展现的更为明
显

。

乐段开始的时候应表现的激动
,

急切
,

而到了谱中第四行
的最后一小节

,

情绪随着音符的下行应渐慢
,

为后面做一铺垫
,

紧接着左手音量随着右手的一个长刮奏而加大
,

把情绪推 向下
一段的高潮

。

总体上要达到收放 自如
,

承前启后的演奏效果
。

结论
一部优秀的音乐作品

,

在解决了演奏技巧层面上的问题之后
,

都应该主动上升到艺术特色的层面之上来进行更深层的思考
。

因
为每一部优秀的音乐作品都有它独特的创作思路

,

风格特点和艺
术特色

,

这是在古筝乃至其他乐器演奏中都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
。

不仅仅是 《长相思 》
,

面对任何乐曲的时候
,

演奏技巧始终是
承载乐曲的厚重底蕴 而接下来

,

就必须上升到艺术特色的高度继
续研究

,

充分挖掘乐曲内在构思
,

以及乐曲思想内涵
,

这才是对待
音乐演奏的积极态度

。

在这个过程当中
,

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永远
是攀登下一个艺术高峰的最忠实的伙伴

。

因为
,

艺无止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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