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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古筝作品《溟山》的音乐创作 

吴婷盛 

一、引 言 

  古筝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乐器，源于秦而盛于唐。①近几十年来，发展之快、流传之广，

大超以往。众所周知，任何一门器乐艺术的发展，都需要优秀作品的带动和支撑。筝，在长

期的民间自然的传承过程中，留下了一大批富有地方流派特色的佳作。例如：河南派的《陈

杏元和番》、《打雁》，山东派的《碰八板》、《四段锦》，潮州派的《寒鸦戏水》、《柳

青娘》，客家派的《出水莲》、《蕉窗夜雨》，浙江派的《云庆》、《高山流水》等等。这

些我们现在称为“传统乐曲”的曲目，是民间自发性的、集体性的创作。 

  自本世纪 30年代以来，筝界开始出现专业性的创作。娄树华于 30年代编创的《渔舟唱

晚》，赵玉斋于 50年代编创的《庆丰年》等乐曲，不仅扩大了题材，而且对原有演奏技法、

音乐语汇也有所拓展。筝曲的创作，自此也从民间的自发性、自娱性进入到专业的自觉性、

娱他性的新阶段。 

  现代筝乐的发展，还与筝从民间走向专业音乐教育密切相关，这使得古筝技术得到了极

大的发展。赵曼琴老师突破了古筝传统的八度对称弹奏模式，创立了包括轮指、弹轮、弹摇

等几十种新指序构成的“快速指序技法体系”，扩张了古筝的表现力。随着古筝事业的不断

发展，新人辈出，对乐曲在数量与质量上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一大批新筝曲（如《闹

元宵》、《浏阳河》、《东海渔歌》、《战台风》等等）也应运而生。这一时期筝曲创作的

主体是经过专业音乐教育的古筝演奏家，这与他们熟练地掌握各种特定的演奏技法紧密相

关。 

  由此可见，筝乐从传统筝曲，到建国后的不同时期创作的筝曲，在技法上的发展是由简

入繁，在风格上是由程式化到个性化，对音响效果的追求也趋于多姿多彩。筝乐，经历了从

风格各异到单一、再到多元化的发展过程。这种盛况的出现与筝日益开拓的技法和不断丰富

的曲目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现代筝曲的出现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审美感受，并以其独特的新

颖性与熟悉性的结合，体现了民乐创作的新格局。 

  古筝演奏家、作曲家王中山先生创作的古筝独奏曲《溟山》中快速指序技法得到了充分

的发挥，同时还运用了一些非乐音的音响，例如“擦弦”、“拍板”、“刮弦”等等，在现

代筝曲中脱颖而出，为古筝演奏技法的发展与古筝自身的表现力的提高作出了表率，拓宽了

艺术空间。本文试图从创作理念、演奏技法和调式定弦三个方面浅谈《溟山》的音乐创作。 

  

二、创作理念 

  “山无大小，皆有神灵。”②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山的钟灵毓秀、风情万种。“仁

者乐山”，自古以来，文人墨客或登高远眺以抒情怀，或遁居其中隐逸终老。山，无论是刚

强或是妩媚，雄伟或是幽静，皆成为人们竞相吟哦歌咏的对象。文章诗篇中对山的描写比比

皆是，名家画作中山的形象千姿百态，甚至在千古流传的乐曲中也流露出对山的钟爱之情（如

《高山流水》）。山的形象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特有气质和文化底蕴，可以说山在中国传统文

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曲作者出于对中国“山”文化的特殊理解与热爱，在 1991年采用湘西地方音乐素材，

运用较为前卫的创作手法创作了《溟山》。从字面上理解，乐曲描写的是一座幽远神秘的大

山在四季之中种种多彩的变化。而作者恰恰运用了借景抒情的手法，通过对山一年四季变化

的描写，体现了人在生活中心态的种种变化。或许是因为作者本人是位出色的古筝演奏家，

他在乐曲创作上更加注重对新技法的开发和运用。通过各种演奏技法描绘人间的喜悦、愤怒、

悲哀、快乐等多样情绪和情感，使乐曲富有浓厚的人文色彩，更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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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演奏技法 

  《溟山》中许多新的技法完全是与内容浑然一体的自然表现，毫无“外在”于作品以炫

技之感。下面就以“擦弦”、“止音”、“拍板”、“快速弹奏”四个技法为例，分别阐述

演奏技法与音乐内容的自然统一。 

（一）擦弦 

  该技法是王中山先生为丰富和发展古筝的演奏技法，增强其表现力而创造的。即用义甲

在琴弦上快速划过，发出“嚓嚓”的音响效果。全曲由最低音开始，浑厚的低音充分体现了

暗夜沉沉中的幽幽山谷。再加上“擦弦”这种特殊音响效果，增强了山谷空旷、寂静之感，

也反映出了作者在内心深处的复杂矛盾的心情。这种音响在音乐中是否恰到好处，全凭演奏

者对乐曲的理解，靠情感变化来把握其音响效果并将其自然地融入全曲。“擦弦”不仅在慢

板中得到了充分的使用，而且在快板中也经常使用，却能表现出不同的情感。 

（二）止音 

   “止音”技法在 50年代就已被使用，其形式多样，有右手弹奏，左手掌侧止音；右手

弹奏，以义甲正面或反面止音等等。而《溟山》中用的则是左手弹左手止音的方法。由于该

段音乐在古筝低音区演奏，音色浑厚，余音充足，连续弹奏时容易出现音色浑浊杂乱的情况，

所以作者实际演奏时在不影响节奏的情况下在低音区加上“止音”。这种方法不仅不会影响

到右手旋律的表现，而且使左手的伴奏加上止音后在听觉上节奏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富有动

感。如果说前段的慢板是为了表现对前途的彷徨和迷茫，那么该段便是利用加入止音后的动

感来表现未来的光明与希望。 

（三）拍板 

  由于作曲家对山充满无限的向往，所以特别选用了具有强大听觉冲击力的“拍板”演奏

技法为快板段拉开序幕。在低音区以 B为主音以手指前端拍打琴弦与琴板相结合。它不仅增

强了舞蹈性的节奏感，而且明显地更为“人化”，引起人们对于击节与歌舞结合的形象动作

的联想：拍击琴弦时，发出“嘣嘣”的具有山谷回声的音响效果；拍击琴板时，发出“咚咚”

的清脆音响。结合着多样式的节奏型，象征着舞蹈动作的多样化，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生活

的无限追求和热爱。由于古筝的各个部位都可以成为拍击的对象——既可以用义甲敲击面

板，也可以用手掌拍打面板或琴弦，摸拟各种音响，这就充分调动了欣赏者的想象力，好象

听得见舞蹈者的灵活多变的拍掌姿态。“拍板”给人以生动的画面感，增加了情绪的张力。 

（四）快速弹奏技法 

  在快板段中除了“拍板”技法的巧妙运用外左手对“快速弹奏”技法的应用也使得左手

的表现有了质的飞跃，能与右手并驾齐驱，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左手采用低音区的“快速

弹奏”技法，以十六分音符为固定音型作为织体。而旋律以长摇的形式出现在右手高音区，

音色明亮而清新。在音乐上充分运用了长摇的歌唱性和连续性的特点，由弱渐强、由远到近

地描绘着连绵起伏的山峰，给人一种虚无飘渺的意境。右手的连贯性与左手的颗粒性形成鲜

明的对比，体现了“点”与“线”的完美结合。无论在听觉上还是在音乐发展思维上都令人

耳目一新，也是以往传统筝曲所无法比拟的。 

  

四、调式定弦 

  传统古筝的定弦使音乐创作受到很大的限制，转调困难，这就制约了调式调性的丰富多

彩与作品内容的多样化。于是现代作曲家根据现代人的思维和审美，创作出符合现代人的审

美需要的调式结构，打破了以传统的五声音阶为主的定弦法，创立了根据作曲家塑造不同音

乐形象所需要的一种新调式结构——人工音阶定弦法。③这样就可以把所需要的音符直接定

在弦上，大大方便了演奏，扩展了创作空间。《溟山》的人工调式与乐曲主题材料的湘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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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风格基本相同（在音节调式上），在人工调式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直接用了#G、#D、

#C等具有浓郁的湘西地方风格特点的骨干音来定弦，体现了乐曲的地域性。 

  由于筝的人工音阶定弦，使其在调式、调性、音乐旋律的发展以及和弦形态的构成上有

了新的特点，从而打破了单纯的民族调式和西洋调式的束缚。在“有调”音乐中，作曲家在

设计时已事先将古筝定弦做出统筹规划，可以在作品中体现出不同音乐和不同调的交替变

化，并可通过在演奏中临时移柱或是运用左手简单的按音都能改变调性。在《溟山》中，调

式在 b小调和 B大调同主音大小调之间交替使用，整首乐曲以 b小调为主，只在华彩乐段以

左手按音的方式转为 B大调来表现那种空旷而又静谧的感觉，使人觉得情绪上有显著的对

比。 

  

五、结 语 

  古筝演奏家、作曲家王中山先生怀着对古筝事业的无限追求，创作了《溟山》、《望秦

川》、《云岭音画》、《暗香》等作品，极大地丰富了古筝曲目。他的多数作品以优美的曲

调，将古筝的歌唱属性展露出来。同时，还以明确的写意性展现了作者的人文情怀。除此之

外，另有一批专业作曲家也为古筝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例如王建民的《幻想曲》、徐晓

林的《黔中赋》、何占豪《临安遗恨》等等。他们的作品，都十分注重每一首作品的独立风

格，在扩大古筝的语汇、技法、以及表现力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探索与尝试，真可谓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筝乐创作将进入一个新的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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