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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金海古筝曲创新研究 

古 军 生 

(岳阳师范学院 音乐系，湖南 岳阳414006) 

摘 要：我国著名古筝演奏睿，筝乐作曲家，筝乐理论研究学者——厦门大学焦盘海教授，多少年采在葶艺上一直驶被 

不倦 的追求新的发展、新的创作、新的理论和新的演奏技巧。在紧跟时代脉搏，深刘表达音乐思想内容和主题方面取得了卓 

越的成就 为我国筝乐再所关注与探讨的重太课题——古筝艺术如何在新的世纪适应新的妻求，创造新的音响牛方面作出 

了表率和典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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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族文化艺术之一的古筝艺术．如何适应时代．创 

造出新时代的韵律 ，这 是摆在 筝乐 界专家 学 者面前 的重 要 

课题。我国著名古筝演奏家、筝乐作曲家、筝乐理论研究学 

者——厦门大学焦金簿教授，应对时代的要求，创新了古筝 

艺术，在张扬民族文艺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一

、思蟪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创新 
一 首作品的思想内容、对整首作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然而，作 品思想 内容的定位却取决于作者的思想、立 

场、境界和技艺 焦教授在这方面，特别注重作品的标题和 

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每首作品，都有着深刻的内涵与新意 

他的筝曲《侗族舞曲》，一般看来是表现侗族风情 ，抒发 

侗家儿女热爱美好生活的欢乐情绪 但深层次的含义是： 

祖国各民族安定团结，人们五谷丰收，在蒸燕 日上的美好时 

光里，侗族人们发自内心的喜悦，用舞蹈形式，充丹表现出 

他们的欢乐与向往和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 

筝曲(美蓉春早， 标题上看写的是：描绘湖南农村早 

春二月一片翠绿的美丽景色和人们的精神面貌 但该曲创 

作于 1982年 ．正是打倒“四人帮”后改革开放的年代，作品的 

实际寓意是改革开放这股春风，如同春天早早来到湖南人 

民的面前。从精神上，人们冲破旧的体制而发自内心的喜 

悦 ；在现实中 ，̂ 们似乎要惜着这股春风的来临，把过去失 

去的夺回来．为脱贫致富而充满信心与欢乐。 

(苗岭的早晨》是惜着鸟鸣的画面歌颂人与 自然的真实 

写照。尤其是乐曲中出现右手弹奏旋律 左手同时弹奏 鸟 

呜的奏法：形成了人 鸟同唱，似乎鸟懂人声 ．人识鸟音而出 

现欢歌对舞的有趣场面。体现了苗家儿女热爱生活、热爱 

太自然，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焦载授创作的乐曲中，如《幸福水》、《欢欣的节奏》 

《丝路情拆》、《游子思归》、《隔海相望》等，把握作品的思想 

内容是摆在第一位的．深刻而有新意。固此可以说；紧跟时 

lt的步伐，把握作品的思想内容，是焦教授一种很重要的题 

材创新手法。 

艺术形式创新的体现，首先集中表现在旋律上。焦氏 

在采风的过程中深刻、细致地研究民问音乐的种韵{深人发 

掘原始音词的内涵 ，并把这些典型的因素，巧妙地运用在自 

己的作品中 如《侗嵌擗仙)．作抒 人两个侗族 自}卉县所 

提炼出的特性动机是 6 J j (也可看怍 l J 

5一)。全曲基调为羽悯式，在写作 上际主音及上方五度音 

保持不变以外，其余几个音有时升高有时还原。巧妙的运 

用这些调式游移音级．井配以富有特性的节奏，用升华的音 

调写作出了富有深刻内涵的器乐主题。充分体现了侗摊的 

音乐色彩与风格。《侗》曲 1=A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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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舂早》是焦教授深人湖南衡山等三个县采访 45天 

所创作的乐曲，该曲主题类似湖南花鼓戏中用大简乐器演 

奏的音乐，叉与瑚南民歌《天上太阳红彤彤)的旋律风格略 

有相似。然而，作者排除其间杂的因素，对采风中所感受刊 

的湖南风格音乐进行压缩 夸张、提炼与再创造 ．并归纳 民 

问典型音调后，写出具有纯正期南音乐特色和典型地方风 

格的作品主题 。1=A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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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丘u：《丝路情深》是焦氏近两午的作品，他利用汉旌曲 

‘ 一与西域动机 l_ 一51 l一34 4一 5一 ，在 

州绢刷主膏 刷调式的五声变 特定监法上发展主题，创造 

性地构成一首完整的、深刘而很在特色的乐曲 

总之，从焦教授 的大量作 品中，无论从题材、内容、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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梏，还是技巧荨方面．都具有准确 、生动、深刻的创新性。倒 

如：筝曲中特性调式的游移音级运用，鸟鸣时的欢悦与作品 

中的散板节奏，民族和声的运用，古筝演奏中所表现的各种 

技法，民族音乐典型音调的提炼与作品内容的新颖、已构成 

发展了民族音乐中所蕴古的独特品质。与传统古筝乐曲的 

音乐语言相比，其风格相差甚远 因此可以说：焦教授把握 

住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其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二、作曲技法上的麓晕传统与创新 

在作曲技法上如何使作品出现新意?如何将中国的传 

坑文化——古筝艺术引向时代的需求，是焦教授长期探索 

与奋斗的 目标 。 

I_在选题确定以后，雌地方风格典型的音乐素材或创 

作的新糍动机，发展成为风格独特、意境深远。有着特别新 

意的乐曲，是燕氏为乐由创新的一十突出特点。如他创作 

和蝙曲的<侗族舞曲) <欢欣的节奏)、《丝路情探)、<诂宇于思 

归)、<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城乡新面貌》、(隔海相望'等， 

每首乐曲都有着 自己的独特风格和溶绘了自己的独特技 

巧。此外，作者由外国歌曲<红河谷’编曲的葶曲，在传统演 

赛技巧的基础上，注^了新的独特技法，使一首只有八小节 

和只有一个八度音域的外国民歌，发展为能表现喜悦与哀 

怨的完整乐曲。 

2．在传统作曲技岳的基础上，采用新颖作曲手法为乐 

曲创新，是燕教授创作筝曲的卫一十变出特点。具体表现 

在 ： 

I1)膏乐材料’I中统一 

焦氏的作品用笔精炼，如同一个作家围绕主题写文章 
一 样，投有冗长与拖沓，如<侗族舞曲)的主题发展方法是： 

乐曲为羽调式，写作时开始强调属音 ，髂后笔锋一转，强调 

主音与下属音，最后结束在主音上。1=A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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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曲式结构严谨 

焦教授的作品结构，根据内容的需要曾运用过多种曲 

式安排，如：《红河谷》为变奏曲式．<侗族舞曲)类似复三部 

曲式，‘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为单三部曲式等。他创作的筝 

曲没有呆板的公式 ，作品中既利用了传统写作 的平衡 、对 

称，同时又根据内容的需要大胆创新新的乐曲结构。 

{3 J和声运 用新颖 

和声方面：焦氏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把三度叠置和弦 

与五声性变异结构和弦相结合交替运用；同时．采用横向与 

纵向和弦交替进行，为旋律起到了很好的衬托作用 如(姜 

蓉春早)第二段6—9小节为横向换音和弦与传统和弦交替。 

(侗族舞曲)第=段 卜一10小节为空五度和弦 换音和弦、传 

统和弦相互交替等。 

有些作品开头 结尾 、引子、重要位置与高期处，基本上 

都是采用饱满的和声进行，从而形成了段落之间，旋律音响 

薄弱处与丰满处之间的强弱与厚度对比；衬托了音乐情绪 

的发展与作品的完整性，可见作者对和声的安排与运用是 

同样有着良苦用心的 

(4)调式交瞢的运用恰当自然 

调式交替在焦氏的不少作品中都有存在，担在运用上 

没有出现俗套，而是将选一手法用在作品最恰当的地方，使 

作品出现新意 如<美蓉春早)第一段落用变奏手甚写成，a． 

a‘主题均在 f羽词式上， 段主题到了b羽调式，并构成 

与 f弱进行交替。很显然，如果 日2还用 a、 单一调式写 

法，不论怎样变奏，听觉总有些泛昧了。 

I5)强弱处理切情谜意 

在一首作品中，旋律的起伏、情鳍的高低、强弱虹理、力 

度大小等问题 ，腺了用某种记号或文字标记以外．重要的地 

方还可以借以音程与和弦来衬托。在焦氏的作品中．刻画 

作品的情绪起伏也有别于传统筝曲的一些作法。倒如有些 

传统葶曲中一般用八度或单旋律演妻，即使某些地方也运 

用和弦式音程衬托强音，似乎还是有些单调 而焦教授对 

表情达意方面，除了用文字或某种记号标记以外，还有： 

①采些强奇或情持偏高的避律片段 用和茸盖音租种 

托。如<侗’曲开头的散板用和弦衬托。‘荚蓉春早)结尾处 

用三、四度音程村托。 

②采些长奇用音程与和弦进扦横向和蠡L向衬托，彤直 

必要的填充和呼应。如<侗 曲第一段结尾为传坑和弦纵向 

衬托。《美)曲第三段第 12小节为传统横向衬托。 

I6)低童 处理钢蕾 

低音在整个作品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它是整个和声的 

基础，对高音部起着支撑的作用 ，在听觉上它比内声部听得 

更清楚，焦氏在使用低音写作时根据作品的需要，进行了创 

造性的安排。 

①为强调力度采用扣声r巨固定低音写作。如‘伺’曲节 

第二段 1—4小节与 10一l2小节。 

@为对托旋律的蛘明性常采用旋律性低音写作或音型 

化低音写作。如‘侗'曲第二段 3O一43小节，用旋律性低音 

写作。 

③为渲染气氛，采用长时间低音区写作。如‘祷子思 

归)用了大的段落在低音区演奏，充分展现了游于思念家 

乡、思念亲^的低沉情绪。‘美》曲的低音写作，在用法上， 

这一段中的 a只有单旋律主题的陈述，a 出现分解性低音， 

只有长音上出现了填充分解低音，这种巧妙的安排，既给 

音乐厚度带来了一定的变化 ，同时又加深了整个音乐的细 

腻感情 。 

以上几方面，可以说是焦教授在j生存传统作曲技法的 

基础上进行创新的一些主要特征，而这些创新使得他的作 

品．从理论上，从音响上都具有一种美的意义和未来取向 

三、定弦调式膏阶与演奏技洼创新 

为古葶曲创新，除了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与作曲技巧创 

新以外 ，演奏技巧等创新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这一点上，焦教授有着多年的探索创新范式： 

(一)叶筝乐苦奇 的研 兜与运用 

苦音从广义上讲，是指一种苦楚、激愤的腔调；从猿义 

上说，则是指选种腔调中的两个特性音，即傲升 h和镀降 

。 标记为[十4][●7]。这两个音具有一定的游移性，上行 

时珞有偏高，下行时略有偏低，因而演妻时具有苦楚、凄凉 

悲伤 抑郁 、激愤、探情等效果。 

焦教授研究和运用苦音，是对于传统筝乐的音乐色彩 

艺术表现等方面的探刻探讨与剞额；也是对于不周藏擐、不 

同地区筝曲中存在的苦音的分析与掌曩；更为重要的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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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研究苦音更加深^开拓筝乐作品创作领域中的新思维 、 

新技法。侧如，焦氏在创作中．运用移宫犯调变换出的苦音 

音乐，获得了新音调、新色彩、新的艺术表现，具有新 的神 

韵。如萃睦《更深寂静》、《游于思归》中出现的 fa和微降 si． 

就是通过移宫犯调 而产生 的。 

(二 )重托 与倡 导定弦调 式音 阶的创新 

所谓定弦调式音阶，是指筝 的定弦散音所能形成的音 

阶及其调式关系 焦教授认为：“古筝的定弦癌及由定弦音 

阶所构成的凋式对乐曲的风格、韵味及技巧的发挥 、表现力 

的扩展 ．尤 其 对乐 曲 剖 作手 法 的运 用 有着 很深 刻 的 影 响 

这是因为．调式是音乐思维的基础 ，是音乐艺术中一种很重 

要 的表 现手段 ”。 

他对我国筝乐传统定弦调式音 阶现状与困惑的阐述 ， 

对辉煌的古代筝乐定弦调式音阶的回顾与研究 ．及对少数 

民旗葶类乐器定弦凋式音阶的分析，我国筝乐传统五声定 

弦调式音阶已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需求 在对近年来出现 

的创新定弦词式新群曲探 的同时．提出了我国筝乐第二 

通用定弦调式音阶的见解。他认为第二通用定弦调式音 阶 

应俱备：(I)根据_山筝演奏特点 ．在一个八度内容纳 6个音 

(即五个音加第一音的高^度音)。【2)应与传统定弦调式 

音阶有一定的“亲缘 黄系。(这是指由五声音阶或类似五 

声音阶的音刊组成)。(3)在不同音区的重复规律应同第一 

通用定弦嗣式音阶．．(4)创新定弦调式音阶的色彩 韵味必 

须具有 华夏音 乐的基奉韵 昧与内涵 

他在《音乐研究》1998年第 3期《淹筝乐定弦词式音阶》 

论文中，充分阐述 r上述观点并曾用这种定弦调音阶创作 

了筝曲《丝路情探》．色彩异常丰富、贴切，表现了汉族 、西域 

两种音乐主题 的不同风格 ．流 淌出 丝绸 路上深厚 的亲情 、友 

情 、爱情．深刻表达了丝路途中充满着艰辛与喜悦及苍茫谜 

离的意境和思绪万千的情感 

(三)演奏拉 法剖新 

新的演奏技巧和新颖手法是作者的刨新追求 ．这种技 

巧和手法 的运川 ．对乐 曲 的内涵 表 达起 到 了传 统演奏 方 法 

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扼教授共创作出十多种新演奏技巧． 

大大丰富了古筝的表现力。其中主要新技巧有： 

1促促技巧 所谓 促促技巧”，就是右手勾抹托发出 

三音和弦，左手f{j中 食、太三指指肉在码内弦段 上靠近筝 

码 处按住此 和弦的琴 弦，当右手拨 弦后 ．左手按所示 节奏 由 

左向右推进，发出“促促”音响，选到和弦音与”促促”音的交 

织进行。这种技巧在《红河谷》引子与乐曲的高潮处用到。 

2 勾托按节奏涪 这种技巧就是左手或右手用中、食、 

大三指交替按所示节奏拨弦，然后用掌侧止音，形成停顿与 

拨弦音彳日结合的独特音响效果。这种技巧在《丝路情深》、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梦幻曲》中用到。 

3 鸟鸣奏法及鸟鸣与旋律同时拨弦法 第一种：右手 

在最高音弦段上拨弦，左手持空心铜棒或左手第二关节戴 

有铜套．放置于拨弦段，由下向上顶压并移动以配合拨弦， 

从而发出有轻慢缓急的多种鸟鸣声。第=种 ：右手拨奏旋 

律，左手手持空间铜棒，放置于最高音弦的码外弦段下 ．由 

下向上顶压并移动，用左手的食指拨弦，发出鸟鸣声．以配 ， 

台右手拨奏的旋律音形成鸟鸣与旋律相结合的音响。第三 

种：右手大指在最高音弦段上拨弦，左手拇指第二美节戴有 

铜套．放置于拨弦段下向上顶压．并移动以配合拨弦．从而 

发出鸟呜声。 

4 一弦职音 右手指带镉套或左手持空心铜棒配合右 

手拨撼．使得右手拨奏一根弦而发出两个音。 

5 和弦滑动止音综台奏涪 即：表现和弦、滑音、止音 

等练台因素。即左手将双音中的一十音进行按音．右手用 

抹指演奏此职音．继而用左手的大指接住此双音，然后用右 

手的大指向外拨弦，再进行勾托演奏。 

6．双手泛音同时拨奏技涪 即：双手同时拨奏泛音．形 

成不同的旋律与和音。此技法在《丝路情深》乐 睦中用到。 

它起到了烘托气氟，表现了议旗传统音乐的风格和神韵。 

7．沙音奏涪 双手配台发出沙沙独特音响．此技巧靠 

左手拨弦后，右手外删指甲与指肉尖在琴弦上的轻微接触 

而成。此技法在《侗》曲中用刘 

焦金海教授是我 国一位勤奋的筝乐艺术家。多少年 

来 ．他一直在孜孜不倦的追求对筝乐事业的发展，追求新的 

筝艺 、新的创作；他在《』、民音乐}t997年第 10期发表的论文 

中写遭：“只在创新 、激情 、自然，才能新声、神韵、入神”；“创 

新就是发展．就是推陈出新”。是的．时代需要我们打破常 ． 

规，事业需要我们创新．我们热情期待焦金海教授在已经取 

得巨大成绩的艺术道路上，继续为祖国和人民奉献更多的 

优 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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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JIAN JINHAI’S INNOVATIONS IN GUZHENG MUSIC 

GU Jun—sheng 

Music De ．Yueyang Normal University．Yueyang Hunan 414006 

Abstract Prof Jiao Jinhai，a famous exponent，composer and scholar of Xiamen University l has been persisting in 

his research for years on the new development l new theo~"and new performing skills of Guzheng musis．He has made re- 

markable achievements for deeply'expressing the ideological eontenL，subject of Guzheng music and keeping it up with 

the pulse of times．Prof．Jiao plays an exemplary role in the l 0 problems，such as how does the art of Guzheng fit in 

【hthe needs ofthe new eentuu'and howtoimprovethe performing skills of Guzhengmusic．ets．，and all ofthese have 

been long discussed by the world of Guzheng music in China． 

Key words innovation of subject；innovation of composition；innovation of instrumental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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