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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筝乐之创新 

 

  中国古筝艺术的发展可谓源远流长。回顾古筝的历史，从形制的发展创新到演奏方法的

丰富变化都充分说明其遵循着推陈出新，创新发展的艺术规律。而就曲目创作方面看，从传

统筝曲到创作筝曲，从反映现实的现代筝曲再到现代派风格筝曲，可以说是凝结了无数代艺

术家的心血和智慧。 

 

  早期的传统古筝曲创作主要以演奏家为主体，乐曲大多是集体创作的结晶。建国以后到

20世纪 80年代以前的创作筝曲也依然延续着以演奏家为主体的创作，但这种创作还停留在

探索阶段，对于作曲技法和艺术层面上的探求显得略逊一筹。此后，随着古筝演奏技法的日

益丰富以及学筝人数的急剧增加，许多专业作曲家开始关注古筝曲的创作。这些作曲家创作

的现代古筝作品在作曲手法、艺术风格和技巧发挥上都显得更加精到且专业，不仅受到专业

演奏者的喜爱，在社会上也广为流传。 

 

  伴随者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文学艺术互相

交流、互相影响，古筝艺术在这个潮流中实现了更广阔的借鉴从而在内容、形式和表现手法

上都更加有别于传统，偏重于表现现代音乐概念。这些将西方作曲技术与本民族传统音乐相

结合的新作品的创作对演奏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对演奏风格和技术的发展也产生了直接的

影响。与此同时乐器演奏技术的发展又为新作品的创作提供了支持和空间。下面就从这两方

面来谈谈现代筝乐作品的特点。 

 

  一、作品的创新 

 

  1、特殊定弦法。作曲家和演奏家们再也不能满足以往传统五声音阶定弦，纷纷另辟蹊

径，探寻筝曲创新之路。音阶是音乐的“骨架”，从某种意义上说音乐旋律是由音阶来支撑

的。随着作曲家和演奏家们不断在乐曲创作题材及构思上的突破，近十多年来出现了一批具

有新颖特色之特殊定弦的新筝曲，取得非常大的成就。如《长相思》(王建民曲)的定弦采用

两组不同宫交替的方法，使乐曲在横向起伏、展开中，调式、调性得以变化。又如《山魅》

(徐晓琳曲)的定弦则蕴含一定的无调性风格，这种音阶设定可以根据乐曲内容需要进行多种

可能性运用。 

  

  2、式结构与和声运用。现代派风格筝曲在曲式结构上往往受西方传统曲式的影响，但

又不拘泥于形式的约束。和声运用方面都突破了传统的和声音响，给人以强烈的现代听觉效

果。如《林泉》(叶小纲曲)这首作品深具现代气息，作者运用再现原则进行创作，创作手法

虽非常自由但依然具有高度主题材料统一性和发展的逻辑性。此曲在和声运用上也是将西洋

色彩与民族色彩交替组合，造成了十分新颖的音响效果。 

 

  3、节奏节拍变化。规整对称性的节奏和单一节拍贯穿全曲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作曲家和

演奏家们的创作需要，他们力求对节奏节拍变化进行新的开拓，丰富多样的节奏因此成为当

代筝乐发展的又一特点。如《幻想曲》(王建民曲)中 3/4 拍与 2/4拍的交替便形成三拍子与

二拍子两种不同强弱规律的交替从而获得较强的动感。又如《黔中赋》(徐晓琳曲)中的 3/4

拍与 5/8拍的交替也是利用了不同拍子的交替运用达到节奏重音的变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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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音色的突破。在现代派风格筝曲创作中，作曲家和演奏家们还试图追求一些更新的

音响效果，他们运用一些非常规的演奏技法以求得音色方面的新变化。如《戏韵》(王建民

曲)的引子段便运用了掌击弦和面板等表现方式来模拟戏曲中打击乐的音响效果。《情景三

章》(徐晓琳曲)中左手在琴码左侧快提双弦则增加了音乐表现的趣味，达到音响的创新。 

 

  二、技术的创新 

 

  1、左手技术。传统古筝左手的“以韵补声”是利用左手在琴码左侧吟、揉、滑、按、

颤等技法表现出来的，有着其它乐器难以模仿之特点，也是古筝比其它乐器更具魅力之所在。

而现代筝曲中左手则更多出现在筝码右侧区域，其繁复技巧可谓层出不穷，几乎具有与右手

同等强度的弹奏能力。右手能弹奏的技巧，左手也能弹奏，并且还要求其在力度、速度及熟

练度上均不逊于右手。左手技法的创新和发展充实了古筝音乐旋律多层次发展的需求，使旋

律织体更为丰富。如《黄陵随想》(饶余燕曲)中左手分解和弦和小指的开发运用；《云岭音

画》(王中山曲)中左手轮指和摇指的大段运用等等都是以往筝乐创作所不可想象的。不过，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左手技术发展很快，但不能忽视对其作韵方面的重视，只有“声韵相谐”

才能更好地发挥古筝这一传统民族乐器自身的优势和特性。 

 

  2、右手技术。传统的右手演奏技法中，大、中、食指的弹奏占有绝对主体地位，对无

名指的使用甚少。现代筝乐作品对各个手指的独立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演奏者花

费多时去仔细揣摩并充分发挥每一个弹弦手指的作用。以往筝曲中大多运用的是八度对称弹

奏模式，而现代筝曲中则广泛使用快速指序技法。这种以指序的任意结合而构成弹奏的新方

法，解放了四个手指对于大指的依附而均获得了相对独立弹奏的能力，对演奏者的手型、手

指弹拨灵活性和指关节弯曲度等也是提出了更具科学性的要求，可以说为古筝演奏开辟了一

个新的领域。此外，右手摇指技法的改进和提高也不得不提。从最初的食指摇、大指扎桩摇

和省去支点的悬腕摇，到 1965年王昌元“里程碑”式的作品《战台风》中出现的扫摇、扣

摇再到今天以王中山为代表的现代筝派开创的多指摇，均为丰富古筝演奏的表现力做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 

 

  创新是艺术的生命源泉，也是筝乐获得恒久生命力的秘诀。现代筝乐作品吸收了各种风

格和流派的精华，在继承本民族音乐传统的同时吸收和运用西方现代作曲技巧，具有兼容传

统、现代、古风、前卫、雅俗共赏的多元性，是现代人用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对古筝艺

术进行的新创造。古筝新作品的出现对于古筝演奏技巧的运用、发展和作曲手法及艺术表现

力的拓展等方面都具有非凡之意义，相信这些有益的创新和实践必将带给古筝艺术更为远大

的发展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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