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食咖
词进行锤炼与润饰

。

再加上演唱蒙汉调的歌者大多是

来 自晋 陕的农民
,

那里人 民淳朴
,

豪
放的性格使蒙汉调的歌词表达具有直

白
,

朴素
,

粗犷的特点 蒙汉调的歌词

大多是坦率与正面的叙述
。

例如 汉

族和蒙古族在演唱蒙汉调时的音乐性

格稍有差别
,

汉族人唱蒙汉调多用真
假嗓混合的方式

,

声音高亢 骨干音
突出 对 骨干音的装饰多采用倚音

,

甩音等
,

使歌曲更为直畅
,

洒脱
,

富有
山野气息

。

而蒙古族人演唱时则有些

忧郁
,

婉转而 内敛
,

多用跳动幅度较
大的装饰音来装饰基本骨干音

。

音乐

的婉转
,

内敛结合质朴
,

直 白的歌词

以及嚓亮的演唱方法等形成了蒙汉调

外在形式简单
,

直接
。

四
、

蒙汉调的伴奏乐器
由于蒙汉调是一种以社会及文化

的交融为前提的一种民族融合艺术
,

所以在伴奏乐器上也体现出了这样的
交融特点

。

因此
,

蒙汉调与鄂尔多斯
地区蒙古族短调 民歌一样

,

所使用的

伴奏乐器都是传统的
“

三大件
”

梅
、

四湖 蒙古族乐器 和扬琴
。

梅
,

蒙古族 民歌的主要伴奏 乐

器
,

乐队其它的乐器都要 用梅来定

调
。

梅的音色嚓亮高亢
,

故在伴奏中
处于领奏地位

。

在表演过程中
,

梅可

以演奏歌曲的旋律
,

也可 以加 以变奏
或加花

,

在间奏与尾奏中也不可或

缺
。

它使音乐不会过于死板
,

让音乐

的伴奏部分在听觉上变得较为丰富
。

四胡
,

蒙古族的传统乐器
。

但经

历 了民族及民族文化的融合后
,

四胡

也已在汉族民间艺术中被广泛使用
。

四胡的音色明亮而又不失拉弦乐器独
有的柔美

、

连续不断
,

对于其它的乐

器音色有较强的融合性
,

使得乐队的
音响效果更完整

,

整体性更强
。

扬琴
,

是一种靠敲击琴弦发音的
一种敲击发声的弦乐器

。

多用于我国

南方民间音乐中
。

它可以演奏和声
,

并可以较灵活的适应各种不同的节奏
型

。

它的音色清脆纯净
,

有回响的特
点

,

听起来有余韵绵延的感觉
,

音乐

旋律具有较好的装饰性特点
,

是蒙汉

调伴奏乐器中唯一的兼具节奏功能与

和声功能的乐器
。

蒙汉调是一种以社会及文化的交
融为前提的一种民族融合艺术

,

所 以

在其它方面上也体现出了这样的交融
特点

。

它的生成和发展有着独特的历

史
、

地理
、

政治经济
、

文化环境因素
,

以及人 为 因素
,

也可 以说蒙汉调 是

蒙
、

汉民族文化交流
、

发展必然结晶
。

随着时代的发展
,

蒙汉调的演唱群体
越来越庞大

,

已经成为鄂尔多斯高原

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艺术门类
。

在
文化艺术空前繁荣的今天

,

蒙汉调将
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

在浩瀚的民歌
海洋中绽放异彩

,

永葆青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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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枫桥夜泊 》古筝协奏曲的音乐分析
勿 卜晋雯

古筝协奏曲《枫桥夜泊 》是古筝

学习者经常演奏的作品
,

本文旨在对

这一作品的音乐层面做一些解读
,

以

供学习者演奏实践参考
。

一
、

古筝协奏曲 《枫桥夜泊 》
的艺术特色

一 创作意图

古筝协奏曲《枫桥夜泊 》是作曲
家王建民依据唐代诗人张继的著名诗

篇所作
,

它是浓缩了中国传统音乐精
粹的一个典型曲目

,

它给了人们无限

的想象空间
,

并与感情相融合
,

将诗
中的画面展现得淋漓尽致

。

“

月落乌啼霜满天
,

江枫渔火对

愁眠
。

姑苏城外寒山寺
,

夜半钟声到

客船
” 。

这是唐代诗人张继的作品《枫
桥夜泊 》中的诗句

,

描写 了一个秋天

的夜晚
,

诗人泊船苏州城外的枫桥
。

江南水乡秋夜幽美的景色
,

吸引着这

位怀着旅愁的游子
,

使他领略到一种
情味隽永的诗意美

,

写下 了这首意境
深远的小诗

。

这
“

夜半钟声
”

不但衬
托出了夜的静谧

,

而且揭示 了夜的深

沉
,

而诗人卧听钟声时的种种难 以言
传的感受

,

也就尽在不言中了
。

古筝

协奏曲《枫桥夜泊 》与张继的诗同名
,

所表达 出的感情也是与此诗有联 系

的
,

作曲者用音乐的方式演奏出诗人

所要呈现的完美画面
。

古筝协奏曲《枫
桥夜泊 》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深刻精
神内涵

,

古朴的意韵与现代作曲技法

相融合
,

以写意的笔触描绘出一幅精
致典雅

、

浓淡相宜的中国民族音乐画

卷
。

作品表现了中国文人精神
,

使听
者在若隐若现的宋明古风中

,

感受到

作者对
“

江枫渔火
”

的回念与思叹
。

曲中吸取了 昆曲
、

苏州民歌
、

丝竹等
曲式和音调特色

,

呈现出精致宜人
、

典雅诗意的水墨风情
。

二 曲式分析
调式调性

乐 曲 的定 弦 以 匕日

—
匕

—为基础
,

整首乐曲在 匕 宫
、

匕 宫
、

怕 宫之间转换
,

在定弦
、

曲调 上 比

一般的传统乐曲较复杂
,

但基础是传

统七声雅乐调式
,

采用多种宫系调式

转换
,

所以形成了一种中国音乐特点

鲜明的调性风格
,

和声语言也极具特
色

,

钢琴和古筝声部此起彼伏
、

错落

有致
。

这种多调式的音乐
,

使乐曲在
技法与感情表达上有了突破

,

增加了

音乐的内容
,

丰富的调式调性变化
,

使演奏者在技法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
展

,

也使音乐的语言更加丰富
,

表达
出的意境更加贴切

,

音乐更加流畅
、

层次分明
。

结构分析
这首乐曲是带引子和尾声的三段

式
、

日
、

结构
,

全曲可以分为引

子
、

忧伤的慢板
、

如歌的行板
、

慢板
的再现

、

尾声五个部分
。

引子部分借鉴了 昆曲的曲调
,

的出现使之更加 明显
。

引子部分泛音

的加入将人带入诗的意境中
,

微风阵
阵

、

小舟轻泛
,

雾气蒙蒙的江南水乡
若隐若现的美景跃然而生

。

呈示段是 日 的复二部
曲式结构

,

在 匕 宫雅乐音阶
,

羽

调 式 的基础 上 增加 了 和 两个偏

音
,

使乐曲的连接更加柔和婉转
,

犹
如清波荡漾

。

在演奏中不仅要表现出



寂静的秋夜
,

也应带有忧伤的感情
,

贴合诗中的意境
。

乐 曲进 入 行 板 部 分
,

此 时 是
日 日 的结构形态

,

第三部分由
多乐段构成

。

这段乐曲与钢琴配合
,

要突出主旋律的发展
,

配合着越来越

快的速度将乐曲的情绪推入高潮
。

行板之后 的连接部分是一段散
板

,

作 曲者将古筝与钢琴融合在一

起
,

音乐在矛盾中展现出和谐
,

情绪
激昂

,

又在宁静中结束
,

仿佛一场梦

惊醒
。

最后乐曲进入再现段
,

调性是 怕
宫雅乐 羽调

,

古筝声部以复调形式

与钢琴声部动静结合形成穿插效果
,

并起到呼应主题的作用
。

尾声是一段缓慢的柔板
,

钢琴再
现主题

,

而古筝则以泛音奏出
,

颇有

意犹未尽不舍之感
。

三 演奏特点

演奏技巧

这首乐曲在演奏技巧上有筝曲作
品中常用的一些传统技法

,

也有其独

特之处
,

在快板部分强调强弱分明的
主旋律

,

要求手指要有爆发力
。

快速
指序

、

轮抹的技巧要掌握熟练
,

除了

节奏
、

双手对位准确之外
,

快板左右

手快速交替演奏以及左手在快速的段
落中按弦的音准的准确性都是这首作
品的演奏技巧的难点之一

。

大多数音乐作品里
,

快板段落都
是演奏时的重点

、

难点之处
,

此曲的

慢板也非易弹
,

越是要表现安静的情
绪

,

越是难以把握好每个音的饱满度
与情绪的融合

。

在忧伤的慢板部分
,

由弱音起
,

旋律流畅地推进情绪的发展
,

此时就
要掌握好大指与食指的力度运用

,

手

臂与手腕处于放松状态
,

气息要配合

着把每一句音乐都使之充实
,

音色要

明亮清透
,

旋律紧凑连接
,

犹如面前
流过一幅幅山水画

。

慢板的音乐感觉
要保持在柔美

、

流畅
、

轻盈的基础上

表现出此起披伏
、

若隐若现的情感状
态

。

慢板的部分要与钢琴声部有跌宕
起伏

、

若隐若现的效果
,

为突出夜晚

江边寂静的环境特点
,

钢琴声部要在
古筝声部减弱的旋律中有渐强的音响

效果
。

演奏感悟
古筝演奏是一 门对技法要求很高

的表演艺术
。

弹奏筝曲必须靠扎实过

硬的技法来支撑
,

必须经过多年持之

以恒的技法训练
,

才有可能表演出完
美的筝曲

。

特别是一些现代筝曲对技
法的要求非常高

。

这首乐曲属于一首
现代古筝曲

,

它不仅要求演奏者要有

较高的演奏技巧
,

更重要的是与钢琴

的配合要融洽
。

与其他曲目一样
,

在
学习前一定要对曲目的背景及相关资

料有深刻的认识
,

在了解创作背景及
重点后

,

才能准确并充分地发挥自己

对作品独特的见解
,

以完成更好的二

度创作
,

展现出自己的风格
。

现代筝
曲在学习前首先要对调式调性有所研
究

,

它不像一般的传统曲目有明确的
调式调性

,

现代的一些筝曲
,

比如古
筝协奏曲

,

作曲家为了把情绪
、

感情

表达得更淋漓尽致
,

在调性上会有比

较复杂的变化
,

这时不仅要参考民族
五声调式

,

在大小调的学习与掌握上

也要注重
,

不仅准确地判断出整首乐

曲的调式调性
,

在乐曲进行中的调性
变化也要分析

,

只有在准确的分析作
品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演绎作品

。

二
、

古筝协奏曲 枫桥夜泊 》
的创新

古筝协奏曲是近年来较为新的一

个概念
。

筝是古老的民族弹拨乐器
,

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史上一直以其清丽

高雅的音色
,

雄浑大气的表现手法著
称于乐坛

。

而协奏曲产生于西方
,

两

者看起来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

但在
近些年来

,

一些作曲家开始将两者有
意结合

,

才产 生 了
“

古筝协奏 曲
”

这个新事物
。

在乐曲的表现上更加新
颖

,

使乐曲的表达更加贴近作曲家所
要表达的意境和感情

。

第一部古筝协奏 曲是我 国著名
的作曲家何占豪先生于 世纪

年代初创作的古筝协奏 曲《临安遗
恨 》

,

它分为古筝与钢琴
、

古筝与交

响乐队两个版本
,

这首乐 曲开 启了

古筝协奏 曲演奏蓬勃的发展之路
,

这种形式 的作 品受广大音乐工作者
的喜爱

。

继古筝协奏曲《临安遗恨 》
之后

,

又有 《西楚 霸王 》
、

《泪 罗江
上 》

、

《云 岭音 画 》
、

《云 裳诉 》
、

《孔
雀东南飞 》

、

《望秦川 》
、

《枫桥夜泊 》
等大型协奏曲不 断产 生与更 新

,

它

们已 得到广大音乐学院的师生及古
筝爱好者的认可并推广

。

古筝协奏 曲《枫桥夜泊 》这 首

现代筝曲是 以古诗为创作背景
,

题材

新颖
,

在创作手法上
,

它不仅运用了

传统的古典音乐素材
,

还加入了 昆曲

风格
,

使作品的音乐元素丰富起来
。

作曲家王建民在人工调式定弦的运用

上很精细
,

他通过改变传统古筝的定

弦
,

重新设计弦序来表达他的创作风

格
、

思维和个性
,

并在每首乐曲中都
有精巧的构思

。

这首乐曲的旋律如歌
,

典型的现

代音乐作品的风格
,

与其他古筝协奏

曲不同的是这首乐曲更加着重于与钢
琴声部的配合

,

复调旋律不断出现
,

无论是乐起乐落
,

主旋律一直萦绕在
耳边

,

并且不 同音响效果配合出现
,

使音乐的歌唱性更加浓烈
。

在快板与

慢板重现的连接处
,

这个连接部分不

再是其他古筝协奏曲中常用的古筝独

奏
,

而 是 两个声部一 起演奏的过 渡
连接

。

有的钢琴声部伴奏情绪是激动
的

,

古筝声部休止的小节钢琴声部出

现主旋律
,

复调旋律的配合更是突出

特点
。

在演奏技巧上
,

这首乐曲运用

的技巧较丰富
,

轮抹
、

轮指
、

快速指
序

、

琴码左侧的刮奏等技法让乐曲更

具现代感
,

在乐曲意境的表达上更加

确切
、

真实
。

而在现代乐曲典型的风
格中此曲又浓缩了中国传统音乐之精
华

,

表现出中国民族器乐作品特有的
神韵和古典之美

,

符合中国人的审美
情趣

,

它是古典与现代的融合
,

东方

与西方的结合
,

这正是作曲家绝妙的
创作之处

。

综上所述
,

《枫桥夜泊 》这首古
筝协奏曲是具有现代化和古典音乐美

的成功之作
,

它的创作不仅继承了中
国民族音乐的特点

,

还在艺术表现形

式上赋予了新的风格
,

给予了古筝音
乐更广阔的发展之路

。

而这种新兴的
演奏形式 —古筝协奏曲

,

也受到更

多古筝爱好者的喜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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