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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 大量! 考证的理论成果散见于经、史、子、志等各类古 两个小三度组合的音阶结构加强了乐曲的灰暗、阴柔色彩，更易于表 中
， 形成了具有典型中国艺术文化特征的音乐理论之传世瑰宝

， 为 现低落、凄凉、哀婉、悲伤的音乐情绪 ；欢音阶中多用3和 6 

， 『] 、整理和深入研究宫调理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传 而“和音lI(f 4)的音高较自然大调中的4为高，7则基本与自 
曼 竺 蠢 中国音乐先哲们在长期丰富的音乐实践基础上提炼 调中的7音高值相等，以两个大三度组合的音阶结构赋予 ； 来 妻毒 量

：以音阶、唱名、均、宫、调等为主要内容。 亮的色彩 陕西筝乐古音阶中的#4的音高完全与自然大调中的 音 
“音阶”是音高的组织形式，中国传统音乐多采用五声音阶和七声 相等 。 ⋯ ⋯  

量 兰 。“烹音”统领。音阶通常在八度音程范围内，上、 在陕西筝乐中，雅乐音阶(古音阶)、欢音阶(新音阶)、苦音阶 至 
， 兰 的音阶和上、下行音不同的情况。例如 (清商音阶)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经常交拣I=1盐／~在i J o 筝乐 的“苦音音阶”

， 其 、fa两个音就是在上行时偏高，而在 象往往是出现在引子与乐曲
、 段落的衔接 ，能够起到 柔 

，

J 'ff ~x'16M o 

个不伺⋯  ，一  
,-- ,- - ~  7 -J ．H  

乐三运 宫： 毫、T 、 、羽”阶名系统。其中“宫、商、要“移弦促柱”，而是通过左手按压琴弦(改 其 、 磊。 徵
、̂ 。萎 善：， 于数字简谱中的【I1、2、3、5、6’’，此外 是这些丰富的音阶、调式等音乐元素赢 ；4 甍用的“偏音”

， 即 变宫、变徵、清角、清羽，相当于数字 以苦音为代表
， 而又丰富多变的典型 ； 藉 ⋯ 、 。I i谱中的“

7、 4、4、b7”。《国语 ‘周语》用 大不逾宫，细不过羽” 3
．
陕西筝的演奏和教学实践 ⋯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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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艺术 陕西筝乐中的宫调理论研究与应用 

从 2O世纪 50年代开始，在 “秦筝归秦”的学术思想影响下，陕西 的分寸，无法准确表现陕西筝乐的风格。 

筝派的专业筝人和广大秦筝爱好者根据地方戏曲秦腔、西安鼓乐、眉 利用中国传统乐理中的古音阶、新音阶、清商音阶与陕西筝乐中的 

户、碗碗腔，以及民歌、说唱形式的道情、榆林小曲等地方戏曲音乐， 雅乐音阶、欢音阶、苦音阶的对应关系，能够更加标准、科学地描述陕 

在挖掘、整理、改编、提炼的基础上创作出大量的曲目，形成了今天陕 西筝乐中核心音乐要素的基本概念，有助于习练者正确理解 “苦音”、 

西筝曲的主流。陕西筝的演奏技法也是基于长期对外派筝艺的学>-j、继 “欢音”概念，从而进一步准确掌握陕西筝艺的演奏方法和表演技巧， 

承和借鉴，并且根据陕西地方音乐的风格特点进行改良和发展，逐步形 同时也有益于筝乐教学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发展。运用宫调理论以及具有 

成了以左手大指压按琴弦和右手大指关节长摇等弹奏技法为特色的陕西 具体音高和音程关系的音阶概念，结合灵活的、不确定的框架式民间艺 

筝独特演奏技法。 术术语，再加上通过民间艺术调研和实践来指导筝乐演奏和教学，就容 

陕西筝乐非常重视苦音的表演技法，全面继承了秦筝以 “凄、苦、 易更加准确地把握和理解陕西筝乐的风格和艺术特征。 

悲、怨”等强烈悲剧气氛，震撼欣赏者心灵的音乐特点。虽然陕西筝乐 近年来，通过函授、广播、电视、电脑、互联网，以及录音、录像 

中也会出现较为欢娱轻松的 “欢音”曲调，但也不过是悲愁情绪的转换 等现代多媒体和超媒体手段，进行音乐艺术类的远程教学和表演、交流 

需要，而无法抵消秦地音乐以 “悲情”为主流的本质精神。这种悲情精 已经非常普遍，但古筝艺术教学大多仍然沿用师徒面授的方式进行，从 

神首先所反映的就是平民百姓的疾苦与悲声，是长期以来秦地人民生活 少儿筝乐入门到专业筝艺培训』直至大学课堂的筝乐教学，仍然以传统的 

经历积淀的提炼和结晶，也是一种平民意识的体现。 口授心传为主要教学手段。陕西筝乐的教学就更是如此，其主要原因之 

陕西筝乐中广泛采用古音阶、苦音阶、欢音阶等丰富的音阶、调式 一就在于富有地方特色的苦音、欢音概念和二变之音的游移变化等音乐 

等音乐元素交替、变换、共存，使二变之音隐伏于旋律之内，形成了秦 元素，大多都是基于感’胜认识和长期表演实践积累的经验型知识和技 

声音乐中以苦音阶为代表，而又丰富多变的典型风格。陕西筝乐在音调 艺，难以通过文字、音像等传播媒介进行标准化的准确记载和全面描 

上既有大起大落、激昂慷慨的悲壮，又有如泣如诉、委婉酸楚的缠绵。 述。运用中国传统宫调理论和调式、音阶概念，将演奏和教学实践的经 

在演奏技巧上，强调运用左手拇指、中指、食指频繁在 4、7两音程间 验性知识纳入到更加规范、更加科学的体系中，是推进陕西筝乐教学现 

连续滑按和右手快速托、劈、摇等特殊技法，其旋法特征呈现为大跳接 代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值得我们继续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下行级进，用以大幅增加低落悲凉的演奏意境。从美学角度分析，大跳 

与级进相互映衬，欲抑先扬，使凄楚哀婉和慷慨悲壮很好地结合起来， 参考又献： 

进而追求达到 “人筝合一，，的表演境界，把苦音的 “苦，，味儿淋漓尽致 【 ]廖辅叔·《中国古代音乐简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964 

地表 采： 
． ．一  ⋯ 、 一． 、 

【2]杜亚雄，秦德祥．《中国乐理》，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苦音
、 欢音以及二变之音的滑动游移是陕西筝艺的教学重点和难 

⋯  l『 ⋯⋯ 一 一⋯ ⋯  。一⋯ ‘ ⋯ 。‘’ 
点。如何正确体会和掌握陕西筝乐中的这些音乐元素，并熟练运用陕西 【-

3

I

]曲 ，李萌．《陕西筝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l9994-12 
筝艺特有的弹奏技巧将其准确的传达给受众，一直是陕西筝艺教学中需 ～ 。 。 

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以往的筝艺承传多是采用师徒相授的方式，艺人们 [41邱大成
． 《筝艺指南》，北京：华乐出版社，2000年 10月 

在艺术实践中，经过师傅的口授心传 ，通过大量感性认识的积累，逐渐 【5]王正强
． 《秦腔音乐欣赏漫谈》，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建立有关苦音、欢音的概念 ，并进而掌握二变之音的性质及其游移变化 

的风格特色。 金亚迪：河南大学艺术学院教师，天津音乐学院古筝专业2005级 

陕西筝乐在演奏实践中，一般并不会明确地把用调归属为 “苦音”、 硕士研究生，从事古筝教学与艺术研究工作。 

“欢音”这些音乐概念，更不像潮州筝乐那样能够从谱面上先确定调体 

再演奏。如果在筝乐曲谱中又不标明二变之音的具体音高，就会造成不 

清楚是微降si( 7)、原位si(7)、降si(b7)，或者微升f (1 4)、原 

位 fa(4)、升 fa(#4)的现象，而给演奏者造成困惑，难以把握按压弦 

的关键。说得更详细一些，就是随园诗话中存在有辩证关系的诗论，它 就随园诗话而言，这些诗论的辩证关系无疑使诗话在散漫的行笔之中有 

不全等同于辩证的阐释诗 论。我们可 以用两个几何图形来表示： 着潜在的严密的联系。不但如此，正如在论文中笔者始终强调的一样， 

／T、 随园诗话诗论的辩证性更为它的理论价值作出了有力的贡献。 

{一 } )，这是辩证看问题，当然，并不局限于A，B两个方面。 
＼ I ／ 参考文献： 
＼、’L／  [1]郭绍虞．《(清诗话)~-k-)，丁福保 《清诗话》[M】．上海：上海 

—

A 

这是随园诗话采用的更多的 斌 瞄 某个诗论 A 古籍耋 196《3袁枚q~-．(随园诗话)述 井 髋学院学报(哲 
＼＼、 ／／／ 学社会科学)第三期，第9—15页． 
之外，往往与它的对立面提出对立面B以补A诗论之缺陷。由第一种 [3]袁枚

． 《随园诗话》． 

方法到第二种方法虽然只是个简单的转换，但是随园诗话正是在后一个 

层面运用的辩证法，使它超越了某些问题的局限，在前人已有论述的基 

础上更有开拓，我想，这也是随园诗话具有自己理论特点的原因之一。 

当然，本文无意论述人的思维方法的改变给理论创作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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