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作手段与演奏形式的变革
———论王中山古筝作品之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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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王中山老师作为新一代的古筝演奏家，在古筝技巧的
创新方面和当代筝曲作品的创作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本文以王
中山艺术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两大方向为主线，通过筝乐创作题
材不断丰富，技法和作品形式日益多元化的发展历程，描绘出筝乐
艺术如今繁荣的曲折历程与辉煌成就。以王中山老师为代表的作
曲家们进行多种题材、风格的创作实践，以丰富的想象创新能力与
大胆的开拓进取精神拓展了古筝演奏题材，发展古筝演奏的新技
艺，开创了多样的演奏形式，将古筝音乐创作向更深广的领域
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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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近代古筝作品的创作、演奏及表演形式的多元化发展中，王

中山老师以一己之力带动整个古筝界，其个人所产生的领军作用
是不容忽视也无法超越的，对古筝艺术的贡献是多方位全方面的，
在古筝艺术进步的几大方向中都有自己的精湛表现，写下属于自
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１　定调方面的独特性
王中山利用传统二十一弦筝能移码和变调的特点，打破传统

五声音阶定弦法。将二十一根弦的音高重排列，排成所需音列构
成新的音阶定弦；五声和七声交替变换，多调转接、调式特性音及
多个变化音的固定运用等定弦法，出现了许多非传统音阶排列定
弦的乐曲。王中山主要运用“特殊化自由定弦”和“双调式定弦”。
“特殊化自由定弦”是指以某种特殊的音乐风格特征做素材，构成
定弦的基础，定弦在总排列上以作曲家的写作意图为基准，作自由
化处理；代表作品是《云岭音画》。“双调式定弦”是在定弦上体现
两个调式音列形态；代表作品是《溟山》。这两曲还运用大小调以
及和声的明暗对比，采用西方近现代技法与本民族传统音乐调式
相结合的一种新的创作思路。其还创造了全新的＂下方小三度加
上方小二度＂的调式色彩。每个八度分为三个环节，每环节是一
个大三度音程，可以演奏同主音大小调，促进了创作技法变革。在
《溟山》中，弦序最低音被降低了小三度，使古筝音域更加开阔；同
时，这种方式使大小调之间的转换变得自然方便。

２　旋律的多声部运用
古筝曲旋律的多声部运用是王中山作品中的又一特色。作

品《春到湘江》中运用复调手法，采用左右手交替和多声部演奏手
法。而轮指摇指这种右手专属技巧在作品《云岭音画》中出现双
手要求，旋律用同时双手轮、摇指等高难度技巧共同完成复调
音乐。

３　改编曲的特点
王中山除了自己创作的新曲以外，还对其他名曲进行了大量

的改编工作，使得名曲的特点得以保留移植，并将曲中的技法特点
有创新的移植在古筝上，从而形成新的技法，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改
编而已。（１）民乐改编曲特点。王中山所改编的民乐曲很注重音
色，追寻新的音响效果。如《彝族舞曲》，他移植琵琶的旋律、技巧
和模仿琵琶特有的音色效果，运用大段的古筝轮指技巧巧妙重现
了琵琶的轮指；《春到湘江》借鉴笛子吹奏的倚音技巧，用古筝弹
摇技巧来模仿，将这些技巧巧妙模仿创新，体现原曲新韵。（２）西
洋乐改编曲特点。《土耳其进行曲》、《霍拉舞曲》、《流浪者之歌》
等西方古典音乐作品，使东西方音乐在碰撞中产生新的变化，运用
了古筝独特揉吟技巧，对西方音乐作品加入颤音等新音乐特色，在
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左手按音技巧的发展空间。

４　王中山作品表现形式的多样化
王中山老师目前创作和改编了大量的古筝作品，有很多形式

和种类。有独奏：《云岭音画》、《彝族舞曲》、《春到湘江》、《晓雾》、
《溟山》等；双筝伴奏改编《汉江韵》；与大提琴合奏的《暗香》；钢琴
协奏《秋望》、《霍拉舞曲》；与琵琶、箫三重奏《月儿高》；古筝四重
奏《土耳其进行曲》；与大鼓合奏《夜深沉》、《酒狂》、《双声恨》；古
筝协奏曲《岳飞》和《自创曲》等。作品的形式突破了以往古筝独

奏曲的框架，对古筝作品形式的发展有一定的开拓性意义，在国内
也是较独特，有新意的。

（１）筝合奏、重奏。古筝合奏、重奏曲目较为丰富，长期以来
有不少优秀作品，例如《百花引》等。而王中山改编的筝曲合奏、
重奏都是极富有特点的，例如《汉江韵》，这是一首极快速的曲目，
现在变成双筝伴奏，快速的同时还要保持曲目的完整统一，对演奏
者的功底要求极高。而《土耳其进行曲》则首先要求四位演奏者
要能熟练掌握变调技术，其次要求二声部的演奏者要具有扎实的
快速指序功底，因为在曲谱第三页二声部就有大段快速指序的变
奏旋律，如果二声部演奏者基本功不过关，就不能进行合作。这两
首曲子打破了以往合奏曲难度不高的特点，变为与独奏曲一样，具
有高难度的演奏要求。

（２）筝与各民乐的合作。古筝与民乐各器乐之间的小乐队合
奏、重奏等也是较为常见的，王中山创作与琵琶和萧合作的《月儿
高》又将古筝曲改编为古筝琵琶合奏曲，难度进一步增加（需要移
码）。而由京剧曲牌改编过来了的《夜深沉》等，和打击乐相辅相
成。《夜深沉》为一京剧牌子曲，以昆曲《思凡》中《风吹荷叶煞》曲
牌为基础，经过京剧琴师的加工改编而成。取原唱词首句“夜深
沉”三字为名。这首乐曲常以弓弦乐器表演的形式出现，经过改
编的古筝独奏曲，通过古筝与大鼓的对话，着力表现了《霸王别
姬》中的场景，感伤而不失犀利，尤其是古筝的按滑技巧和极具颗
粒性快速弹奏的交替使用，使古筝的迷人魅力得以充分的展现，听
来别有一番意味。

（３）筝与西洋乐的合作。王中山创作的筝与钢琴曲协奏曲有
《岳飞》、《望秦川》和《秋望》等，还有不常见的特别合作形式———
与大提琴合作的《暗香》以及与民族管弦乐队合作的《打虎上山》
等等。从演奏形式和表演多样化来说，王中山作品的演奏形式极
大的拓展了以前曲目单一、节目局限、形式呆板的演出合作，各种
以前从未有过的组合让人耳目一新，让我们看到专业发展的不拘
一格多元化。

５　结论
通过以上几方面对王中山艺术特色的论述，总结了王中山古

筝艺术作品在创作方面的特色与创新发展。古筝音乐今后的繁荣
发展必然与时代、与世界同行，并呼唤着中西音乐文化更多相互交
融的发展道路，同时也预示着今后发展的宽泛多样，可进行多种不
同建制的艺术实践。现代古筝要表现新时代的生活风貌，适应观
众与时俱进的审美需要，必须不断从生活中吸取营养，丰富古筝曲
目，改进古筝演奏技法，从弹法上创新，从作品上创新，扩大和增强
古筝的艺术表现力，让古筝的作品和弹法适应接轨要求。这一系
列发展，对筝乐艺术在当代发展来说具有很重要的变革意义，使古
筝这门古老的乐器紧跟时代发展，产生了质的飞跃。希望有更多
的人能够追随王中山老师的脚步，致力于推广国乐———为古筝的
前进和发展，为振兴我们的国乐做出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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