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筝艺术呼唤新作新人

—从
“

中国古筝艺术第三次学术交

流会
”

谈起

冯光钮

年 月下旬
,

由中国音乐家协会
、

扬 州市

人民政府在广陵古城联合杏办的
“

中国古筝艺术第三

次学术交流会
” ,

是继 石年和 年的两次全 国

古筝艺术学术交流会之后举行的又一次古筝音乐界的

盛会
。

这次交流会以
“

繁荣古筝音乐创作
,

推 出古筝

艺术新秀
,

交流古筝学术研究成果
,

增进古筝艺术界

的团结和友谊
,

进一步推动古筝艺术的发展
”

为宗旨
。

学术交流会期间
,

为古筝艺术能在新的历史时期出新

作
、

出新人
,

与会者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活动
,

取

得了可喜的成果
。

从文艺反映论的认识上看
,

古筝音乐与其他文艺

形式一样
,

都是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反映
。

作为一

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反映的产物的古筝音乐作品
,

是时

代精神的表现
,

无不具有时代的特点
。

古筝音乐从生

活到艺术的过程
,

是一个螺旋循环永无止境的过程
。

古筝新作在这个过程中诞生
,

古筝新人也在这个过程

中成长
。

我国古筝艺术源远流长
,

流派纷呈
。

筝曲作品有

着深厚的传统
,

各地区古筝流派积累有大量的传统曲

目
。

历代流传下来的传统曲目
,

实际上也是每个时代
生活的反映

。

随着时代
、

生活的发展
,

光是传统曲目

显然已不能满足当代广大听众的新的要求
。

他们不仅

需要欣赏历史上各个时代的传统筝曲
,

也对反映我们

这个时代的筝曲表现出很大的兴趣
。

时代赋予筝曲创

作者 无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 以重任
,

要求他们创

作出更多的表现新时代
、

新生活的筝曲作品
。

现代古筝曲的创作常常采取两种方式 一是直接

从生活中吸取养料
,

进而提炼成古筝曲 二是引用现

代的歌曲或器乐 曲音调
,

通过器乐化
、

古筝化的发

展
,

将其改编成富于古筝特色的乐曲
。

从生活到筝曲

从深入现实生活到创作成筝曲
,

一般要经过熟悉

生活
、

体验生活
、

表现生活三个阶段
。

创作的第一步

是熟悉生活
,

获取感受
。

进而是体验生活
,

深入地观

察事物
。

但作曲者不可能纯客观地体验和观察生活
,

必然要使生活染上一层主观色彩
,

把自己感受到的生

活用音符表现出来
。

从生活到古筝曲
,

孕育并创作古

攀音乐形象所运用的最为墓本的表现方法是
“

艺术变

形
” 。

这可以说是文艺创作的共同规律
,

而古筝音乐

创作的艺术价值正在千对生活的艺术变形
。

所谓艺术变形
,

就是作者在音乐创作过程中对生

活的客观事物作出的艺术处理
。

作曲者通过对生活的

集中
、

概括
、

提炼等手法
,

将其变化为艺术作品
。

古

攀曲《高山流水 与古琴曲同名异曲 在把视觉形象转

化为听觉形象时
,

采用歌唱性旋律与括奏等相结合的

手法
,

表现出流水涂涂
,

浪激波涌的音乐艺术形象
。

而同样是表现
“

水
”

的艺术效果的《出水莲 》及《寒鸦戏

水 》
,

则根据典型化的需要产生 了不 同的变形
。

广东

客家筝曲《出水莲 》属重六调 乐曲
,

按钱热储《清乐调

谱选 》所载此 曲题解为
“

以红莲出水
,

喻乐之初奏
,

象征其艳嫩也
。 ”

乐 曲所刻 画的
“

水
”

是一种静态的形

象
,

与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的莲花相映成趣
。

潮州筝

曲《寒鸦戏水 》所表现的
“

水
”

又另是一种情趣
,

乐曲用

高低八度音程交替变化的手法
,

间以轻快流利 的花

指
,

描绘一群寒鸦 即鱼鹰 在水中追逐嬉戏的情景
。

这三首古筝曲对
“

水
”

的各种不同形态的表现
,

全是在

艺木变形中完成的
。

与绘画
、

雕塑
、

摄影等诉诸视觉形 象的刻 画不

同
,

音乐家创造的音乐形象是看不见模不着却可感受

到的
。

属于听觉艺术的音乐形象
,

是通过可以直接作

用于听觉联想的艺术来表现作曲者的意象的
。

在民族

·

中国音乐
·



器 乐作 品 中
,

同样 是 表 现
“

月 亮
” ,

二 胡 曲《月 夜 》
、

《二泉映月 》
,

筝曲《汉宫秋月 》
,

琵琶曲《月儿高 》
,

广

东音乐《三潭印月 》
,

丝竹乐《春江花月夜 》
,

民乐合奏

曲《彩云追月 》
、

《花好月圆 》
,

由于作曲者 演奏者 对

生活的感受不尽相同
,

面对月光
,

当客观事物进入作

曲 演奏 者的主观世界
,

产生创作的冲动并进行作曲
时

,

不 同的作者便会产生出不同的艺术变形处理
。

刘

天华的《月夜 》
,

是作者
“

年夏季某夕在月下纳凉

时作
” ,

在两根琴弦上抒发作曲家的深沉情思
。

阿炳

的《二泉映月 》实际上是一首有标题的无标题二胡曲
,

揭示了一位刚直不阿的盲艺人饱尝人间辛酸
、

痛苦和

坎坷不平的一 生 的感慨
。

《春江花月夜 》通过江楼钟

鼓
、

月上东山等乐段
,

表现了微波荡漾
,

优美宁静的

春江景色
。

山东筝曲《汉宫秋月 》是由
“

八大板体
”

发展

而成的筝独奏曲
,

运用揉
、

吟
、

滑
、

按等弹奏技巧
,

纯朴古雅的风格
,

表现了古代宫女的悲怨情绪
。

《汉

宫秋月 》尚有同名异曲的琵琶 曲和二胡曲
,

都是 以抒

情委婉
,

细腻深情的旋律
,

从不同侧面刻画古代宫廷

妇女抬头远望秋月而触景生情的苦闷与哀怨
。

这些乐

曲所表现的月光
,

诚如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 》

中所说
“

以我观物
,

故物皆著我之色彩
”

的有我之境
。

作曲者 演奏者 所观 之
“

物
”

的 月 亮
,

既是 月 亮之本

体
,

又是
“

著我之色彩
”

之月亮
,

借以抒发自己的情怀

而 已
。

这种艺术变形
,

实际上是使客观世界的物体
比如水和月亮 内化为作曲者主观世界的物象 抒发

清怀 的过程
。

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历来是文艺家在创作中探索的

重要课题
。

包括古筝在内的音乐要艺术地认识并反映

现实生活
,

必然是既源于生活又不同于生活
,

从生活

到古筝曲必定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艺术变异过程
。

古筝

独奏曲《战台风 》王 昌元曲 通过对风狂雨骤的台风形

象的描绘
,

着重刻画了抗击台风的人们坚强勇敢的精

神
。

这首乐曲的艺术价值正在于运用热情洋溢的旋律

与快速扣摇
、

刮奏等弹奏技巧
,

表现出人们战胜台风
慢袭的不屈不挠和高昂斗志

,

这和作者到沿海观察台

风的情景有关
,

但又大相径庭
,

二者不能替代
。

同样
是抒发对春天 的感受

,

高胡
、

筝三重奏《春天来 了 》

雷雨声曲
、

古筝独奏曲《春光咏 》涂永梅曲
,

也是

作曲家通过对春天的艺术变形完成的
。

前者是作曲家

根据福建民歌《采茶灯 》的主题旋律发展而成 的高胡
、

古筝仃
、

川三重奏
,

高胡激越高昂的歌唱性旋律与

富于舞蹈节奏的古筝弹奏有机结合
,

生动地表现出春

愈盎然
,

万物竞长的热烈欢快情绪
,

寓意深长地揭示

出新生活给人们带来的欢愉
。

后者《春光咏 》则是一首

富于江南丝竹风格的抒情性筝曲
,

引子象征春雷
,

接

普表现春色明媚
,

百花争艳
,

蝶舞春光等画面
。

作曲

家以自己对春光的感受
,

将春光艺术变形成一曲反映

祖国水乡一派朝气蓬勃美好景象的赞歌
。

在中国古筝艺术第三次学术交流会上演奏的一些

古筝新作
,

也说明古筝音乐创作的价值正在于对生活

年第 期

的艺术变形
。

艺术变形
,

需要观念上 的更新
,

要善于吸纳

世纪以来音乐发展的新成果
。

这些筝曲新作较好地将

传统与现代
,

时代精神与民族风格有机相结合
,

并充

分发挥古筝富于歌唱性的特色
,

塑造出感人的音乐形

象
。

当然
,

这些新作还要接受时代和听众的检验
,

不

断锤炼
,

力争使之成为精品

引用现成曲调改编古筝曲

弓用现成曲调改编古筝曲
,

同样是一项创造性的

工作
。

一首好的古筝改编曲
,

应当是一首富于创造性

的作品
。

多年来
,

一些古筝作曲家或古竿演奏家
,

常常把

在群众中有广泛影响的声乐 曲或器乐 曲的旋律
“

移植
”

到古筝上
,

进行
‘ ’

卡歌
”

式的演奏
,

而更多的是将原型

的主题旋律采取变奏手法发展成一 首完整的筝曲
。

如果说
,

从现实生活中吸取养料创作成的筝曲
,

是作曲家
“

直接 ,’呆入生活取得的成果 那么
,

古筝改

编曲从某种意义上说
,

则是
“

间接
”

从生活中取材
。

因

为原型作品也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

经过筝曲作者创造

性的改编
,

使原型作 品古筝化
,

而成 为筝曲流传
一

于

世
。

如古筝改编曲《浏阳河 》
、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
、

《井冈山上 太 阳 红 》
、

《草原 英雄 小姐 妹 》
、

《打虎 上

山 》
、

《凤阳花鼓 》
、

《南泥湾》
、

《绣荷包 》
、

《无锡景 》
、

《剪剪花 》等等
。

这些乐曲
,

由于既保持了原型作品优

美动听的旋律
,

又 充分发挥 了古筝特有的 艺术表现

力
,

深受人们的喜爱
〕

同时
,

我们也看到
,

有的古拳改编曲日由于缺乏

创造性
,

常常流 于一般性的
“

移植
”

或
“

卡歌
”

、

虽然把

一些为群众熟悉的歌曲或民间音 用
“

卡歌
”

的方式在

古筝上演奏也具有一定的特色
,

但对古竿独有的表现

性能及技巧发挥得不够
,

以致难以产生深刻的艺术感

染力
。

古筝改编曲的创造性
,

主要表现在要有独创的

音乐形象
,

即把引用的原型曲调 通过富于独创性的

改编创造出新的乐曲来
。 ‘

古筝改编曲是一种再创作
,

需要在音乐结构
、

发
展手法诸方面出新 从一些优秀的古竿改编曲的创作

经验中可以看出
,

一首成熟的古节改编曲应力求达到

以下两方面的要求

一是保持原曲的神韵和特有的风格色彩
、

二是在原曲的基础 上加以古平化
。

充分发挥古筝

乐器的性能
,

按筝曲结构特点
,

或扩大曲式
,

或拓宽

音域
,

充分运用古筝的表现技法
,

使之既有原曲的韵

致
,

又创造出新的意境
,

新的音乐形象 成为富有新

意的筝曲作品
。

从这次学术交流会上演奏的筝曲新作中
,

我们看

到筝曲创作的质量水平有很大提高
。

这 首先得益于筝

曲创作队伍的扩大
。

古筝演奏家兼事筝曲创作
,

固然

值得赞扬和鼓励
,

但约请专业 作曲家为古筝创作曲

目
,

也是十分必要的
。

近些年来
,

受到广大群众欢迎



的筝曲中有不少是出 自专业作曲家的手笔
。

何 占豪
、

雷雨声
、

饶余燕
、

黄万品
、

徐晓林
、

王建民等作曲家

的一些筝曲新作之所以富于艺术生命力
,

就在于他们

既有娴熟的作曲技巧
,

又对古筝的表现性能有较深入

的了解
。

因此
,

这些作曲家创作的一些曲目
,

成了古

筝演奏家们在舞台上的保留曲目
。

古筝音乐创作有着

它独特的思维方式
。

如果说古筝演奏家创作筝曲择重

于感性思维
,

那么专业作曲家则显示出他们擅长于理

性思维的特长
。

当然这两种思维方式各有长处
,

并无

高低之分
。

但如果筝曲创作能充分发挥音乐创作的感

性与理性双向思维的优长之处
,

作曲家驾驭筝曲创作

的能力则更能得到充分的施展
。

就 目前我国筝曲创作

的现状来说
,

这两种创作力量都应进一步加强
,

以促

使新作品的不断涌现和作品水平的提高
。

要繁荣古筝艺术
,

既要多出精品
,

也要多出人

才
。

不断培养古筝艺术的新生力量
,

特别是培养跨世

纪的古筝新人
,

是促进古筝艺术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

发展的迫切任务
。

古筝新人包括创作与演奏两方面的人才
。

古筝音

乐创作人才除了从事筝曲创作的专业作曲家外
,

许多

古筝演奏家也肩负着筝曲创作的任务
。

从创作数量来

看
,

后者创作的筝曲占有很大的比例
。

这是因为
,

专

门创作筝曲的专业作曲家并不多
,

于是古筝演奏家们

不得不
“

自力更生
” ,

在投入演奏的同时
,

又拿起笔来

兼搞筝曲创作
。

由古筝演奏家创作的筝曲
,

在充分发
挥古筝的特有性能和表现技巧方面

,

无疑有许多有利

条件和优长之处
。

他们谙熟古筝这件乐器的构造
、

音

域及左右手的弹奏技法
,

能驾驭 自如地在筝弦上刻画

各种音乐形象
,

创作出受群众喜爱的筝曲作品
。

但另

一方面
,

如前所说
,

由于音乐思维上的差异
,

也反映

出创作上的某些局 限性
。

他们创作 的筝 曲长于感性
“

移植
” ,

有的筝曲作品还有待精益求精
,

在思想性和
艺术性上臻于理想

,

更有感人的艺术力量
。

由此看

来
,

提高筝曲创作质量
,

多出精品的关键
,

在于创作
人才的素质和水平

,

应当加强这方面的培养训练
。

古筝演奏人才
,

近些年来在各方面的努力下
,

出

现了一批新人
,

这是十分 可喜的现象
。

古筝界新人的

传承方式仍采取沿用传统的和现代的两种形式并行
,

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传承方式的重要特点
。

古筝传统的传承方式
,

在广大农村中仍然是一种

较普遍的形式
。

许多民间艺人采取师傅带徒弟
、

以口

传心授的方式培养新人
,

取得了很大成绩
,

使民间筝

曲得以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

在目前城市采取学校或

训练班的方式培训古筝学员的情况下
,

这种民间式的

传承形式仍应提倡和发展
。

因为
,

广大农村的音乐爱

好者需要欣赏富有乡土气息的民间筝曲
。

当然
,

由于

现代文化的冲击
,

民间古筝传承方式的地盘已出现越

来越缩小的趋势
。

我们一方面要正视现代文化生态环

境的变化给民间古筝传承带来的负面影响
,

另一方面

对现有农村民间古筝的传承也应采取鼓励和保护的态

度
,

使之扩大传播面
,

与城市的现代传承方式并存
,

互为补充
,

相辅相成
。

我们欣喜地看到古筝的现代传承方式
,

在近十多

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
,

有很大的发展
。

这是民族

音乐在我们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出现的必然趋势
。

这

种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在音乐院校特别

是其附属中学和小学
,

普遍增加了古筝专业的招生名

额
,

培养了一些青年和少年儿童古筝尖子人才
,

在全

国或地方举办的各种古筝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
。

二是

社会普及古筝教育
。

各地青少年宫
、

工人文化宫
、

群

众艺术馆及文化馆 站
、

普通中小学音乐课堂教学
,

都广泛开展了古筝及其他民族乐器的培训
。

此外
,

古

筝教师私人教学也招收了一定数量的琴童
。

这里值得

提及的是
,

业余古筝考级活动的开展
,

也推动了古筝

人才的培养
。

许多有远见的家长
,

把培养孩子课余学

习古筝
,

当成是对后代的美育教育
。

他们并不指望孩

子将来一定要成为专业的古筝演奏家
,

而是作为一种

素养来培育孩子对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兴趣和热爱
,

使他们在纯朴高雅的音乐中陶冶情操
。

许多有事业心

的古筝教师
,

花费很多心血编著古筝考级教材
,

耐心

教学
,

使孩子们在不长的时间里学得很多古筝音乐知

识
。

据不完全调查统计
,

目前全国学习古筝的琴童有

十万左右
。

这个数字虽然在全国人 口总数中占很小比

例
,

但从古筝发展史来看
,

却是一个空前的喜讯
。

这次学术交流会上
,

在众多的议题中
,

许多筝友
交流了培养琴童的心得体会

,

这是这次学术交流会的

重大收获
。

有些古筝教师带来了拔尖琴童演奏筝曲新

作
,

既展现了他们辛勤教学的成果
,

也使我们看到古

筝事业后继有人
,

一代筝人在茁壮成长
,

令人欣慰
。

我们还高兴地看到
,

与会者向这次学术交流会提

交了 余篇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学术论文
,

从各种

角度
、

不同层面探讨筝史
、

弹奏技法
、

创作技巧
、

普

及教育诸方面的问题
。

在短短的几年间在筝乐论苑中

又开放出这么多鲜艳的花朵
,

实在难能可贵
。

理论与

实践是相辅相成的
,

筝乐理论在实践中产生
,

又反过

来指导筝乐实践
,

这是古筝艺术获得不断发展的两个

重要方面
。

为了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

时代呼唤古筝艺术的更

大发展
,

古筝艺术呼唤涌现更多的优秀作品和优秀人

才
。

让古老的筝乐弹奏出更新更美的乐章
,

让古筝艺

术在建设社会主义音乐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摄

影 施传华

·

中国音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