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文妍教授：观“王怡萱音乐会”有感 
 

素有“古筝之乡”美誉的扬州，于 2012年 5月 8日晚，在扬州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礼堂内，举行了本校艺术

学院音乐系古筝专业学生王怡萱的古筝独奏音乐会。 

 

  王怡萱，1990年出生于扬州，从小随扬州大学王小平副教授研习古筝艺术至今。她曾多次在国际、国内古筝大

赛或古筝音乐节上荣获金奖。这次在老师的鼓励和具体帮助下和百家筝鸣古筝艺术中心的支持下，通过半年的精心

准备，成功举行了以“依轩绣梦”为主题的古筝专场音乐会。 

 

  王怡萱在整场音乐会中独立完成了四首筝曲，还与大鼓和古筝合作了二首，并与她的学生们齐奏了一首。七首

筝曲的曲名分别为《汉江韵》、《四合如意》、《溟山》、《袖梦》、《铁马吟》、《夜深沉》、《双叠翠》。其

中《汉江韵》、《溟山》、《铁马吟》、《夜深沉》四首曲目的演绎颇有亮点。 

 

  在《汉江韵》一曲中，快板的演奏十分质朴豪放，慢板则以委婉柔情的处理方式使人回味无穷。她通过两个侧

面刻画了河南民间音乐中兼容阳刚与缠绵的两重音乐性格。 

 

  在《溟山》一曲中，比较贴切地展示了坐落在湘西境内的大山的四季变化。 

在《夜深沉》一曲中，她时而通过上、下滑音的左手技巧，将京剧旋律中千娇百媚的音乐性格作了展示，她又通过

右手快速娴熟的炫技将京剧旋律中铿锵有力及干练果断的音乐性格作了充分表达。 

 

  在《铁马吟》一曲中，她较准确地把握了乐曲的音乐主旨，运用古筝的婉转音韵、深沉内涵表现了寺庙内外一

片祥和、宁静的氛围。 

 

  王怡萱在这场古筝音乐会中的表演十分亮丽和有时代感，因此，深受观众喜爱，每曲完毕演奏厅中都会响起一

片热烈的掌声，充满了对扬州古筝的未来之星——王怡萱的期待和鼓励。 

 

  为增添音乐会的色彩，在这场古筝音乐会中，还加入了有七十余年历史的上海国乐研究会的一些老人的江南丝

竹乐的演奏。 

  

  上海国乐研究会是于 1941年由著名民族器乐演奏家孙裕德先生创立的以演奏江南丝竹乐、弦索十三套曲目和

其他民间音乐为主的在上海丝竹界颇负盛名的一个业余国乐团体。在这次音乐会上，他们共演绎了《中花六板》和

《行街》两首曲目。他们自然质朴和中正平和的演奏风格使观众耳目一新。很多人赞叹道：中国的民间音乐太美了！ 

 

  将江南丝竹音乐介入王怡萱同学的古筝专场音乐会的举措纯属偶然，但却构造出了多种元素在这场音乐会上碰

撞的奇效。如，在这场音乐会上出现古筝和丝竹乐两种乐种的互补，曲目内容有现代和传统的，演奏者有高等院校

的音乐专业学生和业余丝竹乐的爱好者，年龄有小至十余岁的儿童，上至 86岁高龄的老人。这多种元素的结合，

一方面使音乐会呈现了绚丽的色彩，同时在各种元素的比较下，人们发现了一个问题：音乐会上王怡萱和江南丝竹

乐的老人们都在演绎中国音乐和中国的音乐旋律，但王怡萱的表达方式观众们耳熟能详，因为目前中国人对中国音

乐旋律的表达方式基本按王怡萱的格式来处理的，大家已习以为常了。而在江南丝竹老人将二首乐曲演毕后，却引

起骚动和议论纷纷。其中的话语有：“太美了！好久没听到这样的音乐了！”“太精彩了！配合得如此自然默契” ……



这种反响使我回忆起之前我们曾与高等音乐学府学生共奏江南丝竹乐时，虽然同奏一种乐器、一种乐种、一样的旋

律，但在音色、音韵、强弱拍的处理上也会有不同之处存在，学生们的演绎似乎比较接近新民乐的演奏效果。 

 

  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何在呢？我想可能是这个因素：自 1911年来中国的大众音乐由西化了的音乐工作者们在

引导，1950 年后中国各高等音乐艺术类院校也都按西洋体系在办学。通过近百年的引导，中国民众的耳朵听惯了被

西化了的音乐的处理方式，因此听到还被封存在民间中的音乐和音乐的演绎方式反倒陌生了，产生了久违感。但是，

这样古老的东方音韵随着老人的相继离世，可能将逐渐消失。这些可能是需要音乐专家们思考的。 

 

  这场音乐会启示了我们对中国音乐如何演绎的问题进行思考，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孙文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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