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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高声自远，端非藉秋风——李萌的古筝教学、创作与表演初探 

发表刊物：作者:未知 

论文内容： 

  一直以来，我们都对中国的传统乐器有着深切的感受和由衷的热爱之情，因为民族器乐声韵可以不

借任何“内容”而打动我们的心。也因此，对民乐界的众多名家一直以来在民乐领域所付出的长久的艰

苦努力和探索，产生深深敬意。李萌，中央音乐学院古筝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个杰出的代表性人物。她

对于古筝教学、创作、演奏及乐器改革创新等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无不让我们感佩

不已。去年在采访中央音乐学院阮演奏家徐阳副教授时，深为她的奋斗精神所震撼，她却朗然笑道：“李

萌比我可勤奋多了，德望也是我的榜样。”徐阳真挚的话语更激起了我们探访李萌的愿望。于是，2008

年年底与李萌取得了联系，正好，12 月 19日，她和她的学生们举办的“2008 年‘敦煌之夜’新作品音

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举办，我们便去听了听她们的音乐会。回头看了些李萌教授提供的她近年出版的一

些碟片，对她作了番深入的了解。 

  

  李萌对于中国当下的古筝界，几乎是个神话。人们称她大师，说学古筝的，只要到了她的麾下，个

个出神入化。我们经过有关她的各种资料的细细研读，觉得她的“神话”其实来自于中央音乐学院这个

有着优秀学术风气的大集体。在这个大氛围中，名家辈出，他们人人都不甘人后，而且都把自己定位到

了事业的高端。李萌对于自己热爱的事业的不懈追求更是眼界辽阔高远，这就把自己逼到了只有向前，

没有停顿，更没有退路的地步，迄今为止，她一直处于韧性战斗的状态。在教学、创作、演奏、乐器改

革创新等领域，无不积极进取，心无旁骛。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她的所有进取都到达了令人啧啧称奇

的境界。不用说，所有成就的取得，没有不付出足够心血而轻松获得的。下面，我们就分几个方面去看

看她是怎样一步一个脚印地坚实走来…… 

  

  （一）乾坤小宇宙  筝界第一人 

  

  李萌，广西贵港壮族人，中等个，天赋她白皙的皮肤，平易的神态，温厚的性情，加上勤苦的事业

精神，所以身材保持的轻清雅致。说起话来，调门较低，语速较缓，让人有亲近和踏实感。她讲课和解

释作品，没有矫情，没有渲染，无不中肯切实。有人说她“有着母亲般的柔情，对艺术的追求，有坚定

执着的修养和性情，更充满激情”，这是我们极为赞同的。 

  

  人的可塑性是最大的，而前提一定是有高远的眼界、博大的心胸，又肯于付出的人。 

  

  李萌正是这样的人。这一点在李萌从小习艺时就表现出来。她是“少小就努力”的人。5岁时随母

亲学习钢琴，随后，又先后在黄仲贤、韩里、吴素华等名家的指导下学习小提琴、二胡。这样宽泛而扎

实的学习，很快就使她走上了音乐道路， 16 岁时已经成为广西杂技团乐队乐队演奏员。1977 年，她又

开始学习古筝，1978 年，顺利地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她刚到学校时即在同级同专业的学生中表现

卓然，但她天性沉稳，一如既往地更加刻苦学习，先后师从李婉芬、曹正、项斯华、张燕、何宝泉等名

家，并深入民间，广拜民间筝家为师，毕业时俨然成为了学生中的领军人物，也因此她得以留校任教。

1987 年，她又选择了继续深造，考取中央音乐学院文学硕士。在教学与创作中都取得了不俗的业绩，获

得了学校同仁和学生们的广泛赞誉，1998年被聘为古筝专业教授，后又被聘为硕士研究生导师，民乐系

弹拨教研二室主任。 

  

  李萌在我国古筝专业的教育高端，以自己的执着肯干，确立了自己的卓越地位，她带出的学生已经

形成了扎实的名家梯队。在创作、表演领域，她也佳作叠出，演出频频。近十余年来，几乎年年都有她



2 
 

和同道、学生举办的音乐会。她出版的个人专辑有《粉蝶采花》、《高山流水》、《春到拉萨》：教学

专辑《跟我学——中国古筝教程》、《中国古筝名曲欣赏与演奏》、《古筝基础教程》、《古筝演奏与

练习》、《学筝三十课》、《考级筝曲大全》；中国筝曲经典系列《西域随想》、《箜篌引》、《莲花

瑶》；世纪名师系列古筝创作乐曲专辑：《紫碧螺》；她编纂出版的中国传统乐谱有《潮州民间筝曲四

十首》、《潮州五家筝曲选》、《福建诏安筝曲选》、《广东客家、粤乐筝曲选》、《陕西筝曲选》（与

人合作）、《传统筝曲大全》（上、中、下）；主编民族乐器博览《中国古筝曲谱》（上、中、下），

《中国现代创作筝曲集粹》；创作筝曲专辑《月色清明》、《抒情即兴曲》、《林泉》；创作乐曲有《弦

辙》、《黑调》、《鲲鹏赋》、《抒情即兴曲》、《青山流云》、《长歌行》、《月色清明》、《红水

河狂想》等。这些教材的编写、传统乐曲的收集整理出版、新作品的创作出版，用李萌的话说是做两头，

即一方面向传统的老根去汲取营养，去求索慧明，贡献心力，一方面向新枝作出培植输养，这都是极辛

苦、极耗费心力的事，她都尽情地去做了，除了是对筝艺事业的建设，她心底里也深深地体会到自己从

中收获的厚重。就像徐阳说的：李萌的勤奋简直无人能及。是的，这样多的业绩没有一种勤苦的事业精

神是做不出来的。她在教学、创作、演奏乃至教材的建设、古筝乐器的改革和开发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和

取得的丰硕成果，让人感慨她简直就是我国筝界的一个小宇宙，她把古筝领域的全面建设当作了自己奋

战的一个广阔天地在辛勤地耕耘着。 

  

  （二）桃李芬芳谱  硕果累累垂 

  

  一个人的辉煌终是有限的，所谓大家，必是将自己的成就一代代传承开来的人物。李萌不仅个人取

得了难以逾越的成就，更将自己对古筝的认识和理解融会到教学中，带领众多青少年古筝演奏家打造出

了一道道绚丽的风景。 

  

  李萌曾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发的两个“园丁奖”，及多个全国大赛的“园丁奖”，1998 年获

北京优秀青年骨干教师称号，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青年古筝演奏家。 

  

  袁莎：在我国当今的古筝界，没有人不知道她。她 1977年出生于浙江天台县。未满 6岁就师从刘媌

正规习筝。10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属小学，1990年作为该校的“优秀毕业生”被保送进

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1996年又作为该校的“优秀毕业生”被保送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1999年更

因成绩突出，被中央音乐学院免试吸收为该院的硕士研究生，成为该院的古筝“尖子”学生。学习期间，

她曾连续被评为该院的北京市的“全优三好学生”和连续获得“一等奖学金”、“傅成贤奖学金”、“人

民奖学金”、“中华民族基金奖学金”、“美国萨默·雷石东维亚康姆奖学金”等多项中国和外国颁发

授予、具有超众的专业才能和学业成就之学生的奖学金。 

  

   袁莎与导师李萌有着同样的开拓性事业精神。2005年年初，她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及其共同致力于古

筝艺术发展的合作团队，与我国最大的南洋教育发展集团共同创办了国内第一所古筝专业高等艺术院校

——北京兴华大学古筝艺术学院，自任院长和教学总监。学院以“弘扬国乐，打造国琴（古筝），让筝

声响遍全球”为宗旨，全面致力于培养全国古筝教育的普及师资人才，并计划 4年内培养 3000名古筝师

资人才服务于全国各地。同年 8月又在北京成功创办了面向全国加盟连锁的“袁莎古筝艺术中心”，并

计划 3年内面向全国成立 500家分中心。 

  

  袁莎的筝艺，才情饱满，深刻感人，在国内外的演出均得到广泛好评，获得的荣誉不计其数。她的

古筝专业课程都师承于李萌。李萌认为她对音乐，有自己的理解。袁莎自己也有“心中没有，手上白走”

的深刻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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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炜：现在已经成为了令人注目的古筝名家。她少时既表现出了非凡的才气。在国际、国内专业比

赛中屡获大奖，而且多次受邀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中国电影乐团等乐团合作演出。她突出的音乐风格

和演奏技法也使她为多部著名电影、电视剧配乐。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北京

电台、凤凰电视台、韩国电视台、湖南电视台等国内外多家电视台都曾为其录制播放过演出作品和进行

过专访。因其专业的水准和优异的成绩，吉炜也数次受邀在重大节庆和国事活动中演出，并受到国家领

导人的称赞。 

  

  吉炜是在 5岁时开始学习古筝，启蒙于刘巧君、邱大成，师从我国著名古筝演奏家王中山完成中国

音乐学院附中和大学的学业。2002年大学毕业时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举办首届“吉炜古筝独奏协奏音乐会。”

这次音乐会后李萌将她招至门下，使其成为了中央音乐学院的研究生。时隔三年，吉炜和李萌教授共同

精心准备的第二届“吉炜古筝独奏协奏音乐会塈音乐会研究生毕业音乐会”亮相京城。吉炜在保持了自

己古筝清新灵动的音乐风格的同时，又从导师那里获得了足够的大气、硬朗和更加深阔的艺术造诣，在

自己十几年的古筝学习上真真地更上了层楼，到达了新的高峰。 

  

  是的，吉炜是努力的，她也是幸运的。多年来，在自己的每一个阶段的古筝学习中，她都有幸获得

名师的严格指导和名校的正规教育，这才使她能够自如地在传统各派筝家中广采博集，深刻领悟古筝的

意境和内涵，打造出了超群的技术实力。 

  

  朱蕾与范冉：朱蕾 7岁时就获得“全国少儿古筝邀请赛”第一名，9岁就曾录制个人专辑和举办个

人古筝独奏音乐会，是当时举办音乐会年龄最小的古筝演奏者。范冉： 5、6岁时连续两年在北京市少

儿星海杯民族器乐邀请赛中夺魁，6 岁还获得了全国第二届少儿民族器乐比赛一等奖。朱蕾、范冉两人

先后师从于李萌读硕士研究生。2007 年 5月 11日和 5月 18日，分别在北京音乐厅举办了独奏音乐会。 

  

  还有吴莉、温若妮、刘文佳、伍洋等等优秀的古筝演奏家，都曾先后师承李萌。李萌的人才教育思

想一直是开放的，多元的。她总能因势利导，赋予学生们更广阔的艺术创作空间。强调艺术学习的稳固

扎实的基础性，也极其强调学习的开放性，鼓励学生锐意进取，勇于实践。她说她不仅告诉学生某个曲

子要怎么弹，或者说这个曲子应该怎么弹，也强调学生自己去做试验，在此基础上探索出自己的艺术的

路该怎么走，自己的特色在哪里。李萌说她自己是这么做，也希望学生这么做。她甚至对她的学生讲：

你们要做试验，如果不做试验，就不知道你的路该怎么走。现在的教育都是在灌输，实际上，大学教育

和研究生教育是不同的，就是应该在试验室里做试验，负有开拓事业疆域的使命与责任。实验创新是李

萌创作教学演奏几个方面都得以贯穿的一个命题。 

  

  实际上，学生这么做，对事业本身的好处不断地被验证。像伍洋的古筝独奏，既有传统性很强的古

筝与箫、与钢琴的合作模式，也有古筝与室内乐、电子音乐等多种艺术表演形式的融合探索，展现了古

筝新人和古筝艺术探索的难得的开拓性。 

  

  李萌培养的学生现在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她鼓励学生们积极地与社会接触，为社会多作贡献。在

她心里，音乐人才的教育，能给予的一定足足给予，能多带一步的，也一定伸把手。音乐教育是一个良

好的、不断向前延伸的彩练，在这条彩练上面，聚拢的人气越多越好，人们的才情张显的淋漓尽致，正

是她最为向往的。 

  

  李萌的古筝专业教育思想，归结为一点，就是：发现人才，因势利导，多元开放，精益求精，推向

极至。思想明确是不难的，难的是切切实实地做到。每一个学生其实也是一个小宇宙，教师除了将他们

带进自己的宇宙，其实也还要精心地呵护每一个学生的小宇宙。这就要求教师把自己的心血化到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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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心坎上，其中的用心是可以想象的。李萌多少年来几乎从没有过过节假日、星期天，她把时间掰的

很碎，分的很细，小心周到地用到每一个学生们身上，而同时，她自己也从不懈怠，用一切可能的时间

把自己的演奏练习和创作实践安排好。20 多年来的韧性付出，让她也收获到足够的欣慰与踏实。所以，

从李萌的脸上，你看不到琐碎、懊恼，而是光色清明，稳健踏实。 

  

  李萌的严谨正派的古筝教育思想，甚至推展到了国民音乐教育层面。中央音乐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的

各种教育培训，凡找到她时，她都欣然答应。如对继续教育学院举办的古筝的师资认证培训也投入了很

多，李萌说：“我们教一个学生，受益的只是一个学生。可是教一个老师，他可能带出多个学生。因此

我愿意做这样的教学工作。” 

  

  现在学习音乐的热潮在全国如火如荼，成就自然令人欣喜，但问题也是必然的。对古筝教学层面的

问题，她有着清醒的认识。她希望自己对此也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她说道：“最重要的是老师们得自已

对自已的‘学’与‘教’有明确要求。古筝的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没有点金术。现在有很多地

方上的老师‘教’与‘学’的状态确实让人担忧。很多时候老师都做不到，那如何去要求学生做到？所

以，规范古筝教学对我们目前来说，是急需改善的问题。” 

  

  “无论将来怎么样，我们都应当把持我们对学术的标准和要求，保证我们的教学质量，不能为了迎

合大众，就降低标准。所以，我们要用功做事，用心做人，得到社会的认可。” 这一席话，在很多方面

表达出了李萌的教书育人情怀。 

  

  （三）清风明月意 都发心深处 

  

  李萌是当前我国筝界的一笔丰厚的财富。她的内心有太多的艺术理想。其中最为强烈的是按乃不住

的强烈创作欲望。她有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筝曲，让古筝作品库，也能像钢琴那样，

有弹不完的作品。让古筝教学从学生的幼年到青年，都能有循序渐进的系统教材。还有，她自己内心的

诗情和哲思总在占据着她的思维空间，她也希望通过创作得到倾泻，得到记录，自己的艺术情怀得到绽

放，在这个过程中也获得了知性的快乐与进步。因此，我们看她的作品，除了欣赏到她宽广多样的艺术

追求，也能从中获得足够的美感、共鸣和诗意哲思。 

  

  李萌在她 17岁时就开始了创作实践，早期的创作她把它们看成更多的是自己的音乐学习与深究。她

认为让她自己满意的作品基本上都写于 2005年以后。创作尽管是李萌最想做的事情，但其中的辛苦和挑

战是可想而知的。李萌说自己每写完一部作品都有“死上一回的感觉”，可见每一部作品都倾注了她无

尽的情感和心血。 

  

  《抒情即兴曲》，是李萌为 2005年自己的音乐会而写的。音乐用我国传统名曲《月儿高》的素材创

作的。李萌的音乐作品，都是发自心底情感的迸发和灵魂深处的追索。像这部作品，开始的音乐有朦胧

气氛和幻想印象的感觉，中段是即兴的乐段，音乐有些冲动，好像是吟唱着情感的困惑和心中的期望。

乐曲在意蕴悠远的深情中结束。音乐听起来韵味浓郁，情感深挚。 

  

  《长歌行》：作于 2006年。“行”原本是汉代乐府歌曲的一种体裁，作者借用旧有的形式及古题，

并以广西睦边壮族民歌《天上月亮带星星》的素材创作成古筝与钢琴交融的作品。说起这个作品，其主

旋律是伴着李萌从孩童、青年及至她写出作品的那时那刻的内心情感世界的成长的。孩童时，父亲，一

个男低音歌唱家，抱着自己的小爱女唱着这首《天上月亮带星星》，父亲声音的震撼力让小李萌感觉家

中窗户上的玻璃都在震动。青年时期，父亲逝去，但他的歌声还在。当然，她也寄予其中宽泛的人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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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与思考。音乐从曲折的寻梦开始，生命的活力不断滋长，悲情的成分也在激荡……最后，音乐又出现

冥想，好像作者获得了与天地对话、与逝去的亲人们对话的机缘。 

  

  《青山流云》：作于 2006年，是为七声弦制的古筝创作的。李萌以写意的手法，用粤乐的音调素材

并融合流行音乐的演奏特点和富有节奏的韵律动感，去创作和表现大自然的生活和秀逸之美。当然，音

乐的情感冲突李萌也作出了安排，就像《抒情即兴曲》那样，她也在音乐的发展中寄寓了哲思诗情：青

山无古今，时间流逝，世事更迭，人生无常，就像变幻的流云。 

  

  《月色清明》：作于 2007年。这是为七声弦制筝或多声弦制筝写的一首作品。全曲由两部分《月色》

和《大漠放歌》组成。这部作品听来，有突出的文化含量，有人甚至说它“文人”气息浓郁，而李萌则

坦陈，这并不是她的想往，而是希望能把古筝内涵的东西发展、扩大。 

  

  《藤缠树》：作于 2008年。是第一首多声弦制的独奏曲。创作的时候，考虑到旋律的通俗性，所以

两面筝都用了五声弦制。这首乐曲是表达非常世俗的感情，李萌用了很多非乐音的效果和三个筝位的音

域配合。李萌对非乐音在古筝上的运用，是有见解的。她说，非乐音的效果在音乐中是有生命的，它充

满了不协和的动感。而右、中、左三个筝位的声音互相配合，在丰富性上，比一个筝位的音响还是来得

更丰富。在音域上，可以有四个音域：右面筝、右面筝的非乐音区；左面筝、左面非乐音区。如果想扩

大音域，还可采用加码的办法，那样一来不同筝位加上不同音域的配合，效果就比较丰富了。 

  

  古筝四重奏《千里之行》，作于 2008年。乐曲用了四台多声弦制古筝，前排的两台多声筝均为两面

五声弦制定弦。两位演奏家既可以演奏左右两面筝，又可以用弓子拉筝；后排的两台多声筝均为右面七

声、左面五声，两位演奏家可以弹奏三面筝（既弹奏自己的左右两面筝，又可以弹奏前面筝的左面）。

作者追求的是在古筝上开拓出宽广的表现空间。这让我们听起来大开眼界，觉得筝这件乐器也真不是一

成不变的，她的表现空间也几乎是无限的。 

  

  从上面所例举的李萌的创作可以看出，她在保持古筝音乐的传统性因素外，十分强调开拓意识，勇

于实践多种文化要素。这一点，在《红水河狂想》中体现得尤其充分。此曲是她 2007为刚刚研制出的多

声弦制古筝和两件低音乐器而作的，用了广西铜鼓的敲击节奏和印度敲击音乐的节律因素，音乐中用一

种质朴的原始冲动感和直率风格，表现她对家乡奔流如泻的红色河流、红色土地及辽阔雄伟的大自然的

眷恋和意象。她大胆地做着各种实验，使人感觉她让古筝除了具有洒脱的抒情性，也有了打击乐器一样

的动感和节律丰富变幻的魅力，使古筝不仅仅保持了传情达意的功能，也具有塑景状物的功能了。我们

听了这部乐曲后，对李萌在筝乐的创作和演奏方面所追求的开拓性，有深刻印象，被她对家乡、对祖国

大好河山的无限深情深深打动。 

  

  （四）万千清雅曲 无限诗哲意 

  

  聆听李萌的演奏，仿佛将你带入了多彩世界，或于山水密林中倾听瀑布的流响；或到月色下嗅闻青

草芬芳，清江近水，看鱼儿欢悦；或置身于茫茫沙原，遥想当年……总之，听她演奏的古筝琴音，如入

时空变幻妙香国度，盈贯的是有限乐响，打开的是无垠空间。因此，李萌的演奏获得了音乐界的广泛称

赞，她的琴音传到过德国、瑞士、荷兰、芬兰、意大利、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国和澳门、台湾、

香港等地区。在国内外举办过多场个人独奏会，参加过各种形式的国际性艺术节。所有的演出中，她都

是极其投入的，在她看来，举办音乐会，参加各种演出，既是检验自己，向公众展示自己，也是为听众

服务，把美好的音乐，用自己的全情奉献给听众的机会。她骨子里是个十分正直的艺术家，她热爱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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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丰富的音乐文化，丰富它，发展它，也是她的责任。这种责任在她心里看得很重，她说她愿意为

之作终生的追寻与奉献。 

  

  凡称为乐器的，从专业角度看，无不要求有高超的演奏技巧，古筝也一样。从审美和认知的角度看

李萌的演奏，是有对于艺术的本真的追求与诠释的丰富所得的。特别是她对以下作品的诠释。 

  

  《林泉》，这是 2001年由香港刘诗昆钢琴艺术中心委约著名作曲家叶小刚创作的，是一首被社会音

乐生活广泛认可赞扬并雅俗共赏的古筝独奏曲，在古筝界它被看成是近代中国古筝曲的创作的一个新的

里程碑，认为该曲继承了中国古典音乐的秀美和内在特质，同时又融入了现代音乐的技法和美学追求，

是中国自 20世纪 70年代古筝曲《战台风》创作以来最优秀的古筝独奏去之一。该曲集中了各种高难度

的演奏技术，同时又有着清新优美的旋律线，丰富多变的节奏形态和多种层的音色要求，同时也蕴含着

深邃的美学思想。2005年，在中国第五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作品比赛中获得唯一的作品比赛金奖。 要

演奏好《林泉》这部作品，用李萌的话说，一是技术难度大，二是作品情感表现的张力或者说幅度大，

三是演奏者要有足够的情感表达和驾驭能力，甚至是超强的体力。当我们看李萌对于这部作品的诠释和

表现时深深地被她所具备的这样的超强表现力所震撼。那种淋漓尽致，那种清新雅致，充满着人与自然

的深邃沟通与寄寓，让人不禁对艺术家的创作和表演深深折服。 

  

  《林泉》的演奏，技术上基本出于传统，但艺术表现却极为细致、饱满、透彻、超拔，每一个段落，

每一个音的表达都是那样考究，看李萌的演奏，你不仅觉得她赋予了每一个音以生命，以活力，以恰切

的力度，你甚至觉得是她将自己的全身心都投入到了音乐中去，投入到每一个音的生命的塑造中去了。

观看和赏听她淋漓酣畅，至高至杰的演奏，真真可以让人的心灵得陶冶，不由不对艺术与艺术家产生尊

重，产生理解。尤其是最后结尾的激情划奏和里外的拨弹，李萌与筝真是完全交融在了一起。好的艺术

就是这样，绝无虚华，饱蘸着心血与汗水，赋与艺术鲜活的生命。李萌的手上带着义指，在古筝上或激

情翻飞，或散珠般地舞弄，看起来手大而有力，每一个手指好象都是一个尽情工作的劳动者，带着思想，

带着激情地铺开着乐的田野，塑造着技的美雅，灵的光彩。 

  

  看李萌的演奏，就像在欣赏一幅经典性的酣畅画作。情境、意境都有无限说道，有一种溶的力量在

散溢浸淫，每一个音都是那样有韵味，有感染力。这种特点往往都只能从一些已经进入艺术表现的自由

王国中的艺术家身上才能看到。她的筝艺展现了当代筝演奏家的时代特质与卓越气势。还有，那就是一

些多元表现因素，如敲击的、舞动的音律，像《红水河狂想》，曲中那些敲击音乐的手法，李萌一会拨

弄着琴弦，一会又拍击着琴头、侧面木版，甚至是琴的底板, 于是，我们不仅欣赏到了在古筝的清脆乐

音,也听到了鼓音的律动，看到了演奏家心灵的舞动和对于筝艺表现的新生命，新积累的塑成。这时，你

几乎要问自己：艺术家怎么能如此之美好地表现艺术，表现心灵？是什么更美，是艺术？还是艺术家的

心灵？李萌对于古筝这种乐器，有着深刻的了解与驾驭能力。她在古筝上演奏，如同将自己的心弦延展

开来，她拨动每一根琴弦，就是波动自己的心弦。她的胸臆、哲思、诗般情怀，随着手指的跃动而汩汩

淌出。 

  

  像《箜篌引》，作品由作曲家庄曜根据唐代诗人李贺的“李凭箜篌引”诗意写作。乐曲前半部分运

用起伏多变的节奏、虚实相应的旋律，描绘了“昆山易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十二门前融冷光，

二十三弦动紫皇”的幻想境界。后半部分采用明快的舞蹈型节奏既轻灵又粗狂。李萌演奏起来，诗情饱

满，意味深厚，充满无限魅力。 

  

  她演奏的《长相思》，节奏感和情感冲击力都十分强烈，每一个音似乎都有钻心的撼动，听来有欲

罢不能的感觉，一种激荡的情感力量让人不禁泪眼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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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萌演奏的作品，无论是自己的作品，还是他人的作品，全都能够化作如发自己胸臆的情感倾吐，

成自己心绪流淌出的飘渺乐韵，那么富于美感，那么富于哲学意味，无论是大气还是细微，都透出她对

于艺术表现的虔诚用心和透彻表达。看李萌的演奏，我们对于当代艺术家在古筝这件乐器上付出的极大

的努力，取得的丰硕成果，所达到的高度，会产生更多的认知，更多的认同，更多的喜爱，更多的赞美。 

  

  （五）多弦制新筝  倾注几多情 

  

  在李萌看来，如果当下有一个很好的乐器被乐器制作家们造出来了，但没有好作品，那再好的乐器

也没有什么意义。但如果没有好乐器，那更多更好的作品的出现也必然会受到制约。李萌认为，古筝是

一弦一音的乐器，可以左手用揉弦或者滑弦作出一些音来，但是它和小提琴、二胡不一样，它的转调是

有限制的，有很强的乐器性能上的限制。虽然这种制约本身可能就是它的特点之一，但既保持其特点，

又破除其制约，岂不两全其美？！ 

  

  我国的民族乐器，其实一直以来，在乐器的改革创新方面，都在作着不懈的追求。李萌在乐器改革

方面的用心，几乎贯穿在她古筝教学、创作、演奏的所有领域。她希望这件乐器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且

不仅是自己的追求，也是市场的需求、生活的需求。 

  

  李萌在此方面的用心，其实也有“逼上梁山”的感觉。当前我国学习弹古筝的人恐怕是历史上最多

的一个时期，作曲家也很想为它写作品，但真正落笔写作的人不多。为什么？因为我国传统古筝受弦少

音少的局限，转调也不便捷，作品的展开与发展都受到很多限制。这就逼着李萌从根上去想辙，去找路，

去改革研制新的古筝。在去年 12月 19日的“2008年‘敦煌之夜’新作品音乐会”上，我们看到了演奏

家使用的多声弦制古筝，这就是由李萌与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技术人员在五声、七声弦制的基础上共同新

研制的，2007 年面世。 

  

  多弦制的古筝虽然用得是组合琴体，但系统则是开放的，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需求安排不同的定弦，

音域多则可以扩大到五个八度。它可以在不改变五声、七声弦制弹奏法的同时，加进更多的音及得到更

多的音色，并在琴体不加大的情况下双面古筝共用一个共鸣箱，使乐器有较好的声音。而对于演奏者来

说，在保持原有技法的基础上，又拓展了对现有技法改进的空间，既可演奏传统五声、七声音乐，也可

演奏无弦制多声、多调式调性的作品。最新的多声筝，左面已有十六弦了，声音也好得多。到了十六弦，

就意味着弹传统乐曲，可以不用带第二台筝了。五声和七声弦制的很多作品可以一个手指都不用改变地

在多声弦制筝上弹出。现在，这样的多弦筝在全国各音乐学院中都得到了广泛的知音识者。对于古筝乐

器改革的成功，李萌总结出三条要旨：一、传统演奏手法不能丢；二、声音不能变坏，韵味要保持；三、

外形没有太大的变化。李萌觉得多声筝在这三方面都做到了。像《红水河狂想》是李萌为多声弦制筝写

的第一首作品，是为一台多声筝和两台低音乐器而作的室内乐。作品的多调性、多音律性，表现起来都

可以随心所愿。 

  

  李萌对筝的改革，是有压力的。这种压力在她看来，其实也是提醒，也是告诫。如有一种说法就从

根本上反对古筝改革的：“传统古筝不能改，改了就不是古筝。”李萌深知古筝传统的优势，这是她格

外在意和呵护的。对“传统古筝没有必要改，它现在的缺点就是它的优点，象揉、吟、滑、按这些技法，

古筝美就美在这里了。”这些说法，李萌也是极为认同的。而她认为这还是演奏层面的问题，与乐器改

革的宗旨没有矛盾，也不存在冲突。在多弦制筝上，这些技艺并没有任何损失。“传统古筝根本改不了，

改了就不是筝了，象十二平均律的筝，传统曲子弹得了吗？用了等于白手起家，不用还是解决不了转调

问题。”这是李萌要去克服的，而她做到了转调自由，韵味无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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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萌在多弦筝的改革和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就，她始终认为这不仅是自己的努力，她也特别感激上海

民族乐器一厂长期以来对古筝艺术研究和发展的支持，感谢总厂长王国震在她被抨击得最焦头烂额、狼

狈不堪时，仍对古筝乐器改革表示了最坚定的支持，感谢总厂技术主任陈书敏、经理胡国平、技术总监

李素芳在筝形制改革上做的最关键的技术支持。因为没有他们，古筝改革只是一句空话，也就没有现在

的七声弦制和多声弦制古筝的诞生。另外，她心中还感谢杜琪宝厂长多年来对她们音乐会在经济上的帮

助。 

  

  李萌的古筝宇宙，还有其世界性的一面，多少年来她一直对日本筝文化、北朝鲜伽耶琴及其音乐创

作有深入的研究与关切。在李萌看来，音乐的发展、繁荣离不开大范围、多元文化的频繁交流，文化交

流甚至是文化繁荣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多年前，中国筝流传到了日本、韩国和北朝鲜，在当地得到了充

分的发展。近代日本 KOTO、北朝鲜伽耶琴七声弦制传入我国，也给我们的传统筝乐艺术带来了新的内容。

文化交流的双向收益，她有深刻的体会。她说：今天我们仍然希望这种交流能够继续。我们做的成果希

望被别人知道、看见和传播，同时，我们也希望听到、看见别人最新的成果，这种交流会给古筝艺术增

添新的光彩和内容。 

  

  李萌的筝艺世界，在她和她的学生们中已然是个精彩纷呈的小宇宙，已然站到了我国筝界的高端。

她们的成就出于她们强烈的进取心，对于事业建设的强烈责任感。李萌说自己是个善于坚持的人，她也

深知古筝是个极有潜力的民乐领域，近些年来，它的发展也十分突出，十分喜人，我们有理由相信李萌

和她的同道、学生们还会走的更高，更远，在世界筝乐的大宇宙中谱写出中国筝艺的伟大与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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