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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作品《溟山》
浅析

历
史的发展离不开传承与创造，音乐艺术也是一

样。正是因为有了一代代音乐家的努力，使古筝

这件源自两千多年前的古老乐器，在当代依然深受人

们的喜爱。据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便有“秦筝”的
存在。随着历史的发展，古筝音乐在中华大地逐渐流

传开来，发展成了风格各异的多个流派。从 20 世纪开

始，各派的筝家将大量的曲牌、乐曲以及其它乐器的

传统曲目整理成为古筝独奏曲，从而大大丰富了古筝

音乐的内容，并促进了演奏技法的发展。
建国以后，我国的音乐艺术更是全面走向专业

化，古筝音乐的创作也空前繁荣，演奏技法也获得了

很大的发展和创新。特别是近三十年来，当代作曲家

们创作出了许多运用西方近现代作曲技法的古筝音

乐作品。这些新作品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更深入地

挖掘了古筝音乐的艺术潜力，使古筝艺术不止停留在

古代传统文化的审美标准上，更是成为了中国现代民

族音乐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从这一视角出

发，以古筝独奏曲《溟山》作为研究对象，来浅析这部

现代古筝独奏作品的作曲特点等。
一．作品简介及定弦分析

《溟山》是采用湘西地方音乐素材创作的一首色

彩鲜明、热情奔放的现代作品。此曲无论是在定弦、结
构布局、节奏音型、新音响还是演奏技法上都是非常

新颖的，丰富了古筝的表现力。音乐洒脱奔放，表现力

丰富、细腻，形象地通过左右手技巧的创新，节奏类型

的多变，细致描绘了幽远神秘的大山在一年四季中多

彩的变化。
在定弦方面，它突破了古筝传统五声音阶调式的

局限,加入了变化音，即升 re 和升 sol，并且开拓性地

将低音区二十一弦降低了小三度，将高音区一弦升高

小二度，使音域拓宽，其有意识地选择定弦，使大小调

之间的转换变得异常方便。
1=D

要。60 年代以后，排演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成了一种

潮流。这期间蒲剧音乐改革主要成绩是【摇板】的引进

和【吟板】【肖板】的创作。所谓【摇板】，指的是一种紧

打慢唱的板式，是从京剧音乐引进来的。第一次用在

蒲剧里，是张庆奎先生演《老虎嘴》时的一个唱段。按

照蒲剧传统戏的唱法，当剧中老营长恼火地唱“听银

喜对我讲一遍，好似钢刀把我心剜”几句时，应该用

【大流水】板式，但【大流水】表现这一恼火有些直接，

不太理想，于是他们决定采用京剧的【摇板】，在腔调

上作些处理，使人物内心的恼火含而不漏地表现出

来，效果出乎意料地好。
从 60 年代开始板式就有了新的发展变化啦。张

峰老师为了适应现代戏的需求，创作了一种新的板

式———【肖板】。这种板式在七十年代一直到现如今被

大量运用。如在现代戏《蛟河浪?缝衣》中女青年翠竹的

一段唱腔中开头几句就采用了肖板，把翠竹内心的想

法刻画的淋漓尽致，再如由张峰老师设计的现代戏《土

炕上的女人》，虽然基本采用的是【二性】、【紧二性】、
【间板】等板式，但它依据剧情发展和人物情感、性格的

要求，采取小变、大变，甚至全变。它必须符合人物特定

情境的要求。唱出人物、唱出情感、唱出真实的心声。
60 年代，蒲剧唱腔改革的幅度是相当大的，无论

是那种角色演唱那种板式，在他们的唱腔里吸收了眉

户、中路梆子、秦腔、豫剧、京剧、昆曲、以及洛阳线戏、
洪洞道情等小剧种的一些特点。《麟骨床》张治在花园

里的唱段就吸收了很多越剧的唱腔特点、《空城计》诸

葛亮在城楼上演唱的【慢板】就吸收了京剧和中路梆

子的腔调、《芦花》最后的一句“你若在世我父子焉有

今日……”演员往往会在哭腔中加笑声，为能引起观

众的阵阵酸楚。
在蒲剧唱腔的板式方面，【慢板】、【二性】是主要

的唱腔板式，因而很容易被演员所注意。而其他板式

特别像“间板”、“滚板”就很容易被歧视，认为无板无

眼好唱，因为无板无眼是没有节奏型的唱段，如果是

从顶不了板这个角度来看确实好唱，但如果是从人物

思想感情来看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了。如在《舍饭》中朱

春登所唱的一句间板，若把这一句一般化地唱过去，

就无法表现人物抑制不住的思想感情了。说到底唱就

是为了传播人物的思想感情。
总体上说来，在这一阶段，演员或是剧作家在为

丰富蒲剧音乐唱腔方面做出了不少的努力，对演员的

要求是心里要有人物，必须琢磨剧中人物的思想、心
理活动、态度和感情，而音乐工作者必须更艺术、更巧

妙地创造出观众愿意接受的唱腔。最终的目的是使词

中有景、景中有情、声情并茂且韵味无穷。
（作者单位：湖南省艺术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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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筝定弦基本可以看出，本曲既具有中国五声

性音乐风格、又具有新音乐的特色音阶特点。

二．作品曲式分析

《溟山》具备了部分西方音乐中带引子和尾声的多

段式结构特征，全曲由引子、慢板 、华彩、快板、尾声五

个部分组成。从乐曲构成来看,每一部分的段落扩充都

较多地运用了重复或变化重复的手法。乐曲主题在慢

板段中间第一次呈示出来：

主题句出现之后，全曲在这个核心音调的基础上，

不断变化，节奏上的变化、节拍的变化、和声织体的变

化以及速度的变化等等，不断地把乐曲往高潮推进，最

终促使乐曲在强烈的刮奏和拍击琴板中结束高潮段。
整个乐曲采用了中国传统调式与西洋大小调的交

替和转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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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在华彩乐段和快

板段中间才分别转为降 B 大调和 B 大调来表现那种空

旷而又静谧和抒情浪漫的感觉，使人觉得情绪上有显

著的对比。几次转调中,既有对前面调性的偏离,也有对

主调的回归,而每次转调所带来的音程和弦变化,又促

成了新的音乐语言的形成,使乐曲在每次转调后有了全

新的调性色彩。
传统作曲手法的“启、承、转、合”式是中国音乐作

品的一大特色，有引子，有主旋律，有高潮，有尾声。的

确，在中国的传统曲目当中，包括近现代的创作作品

中，它占有绝对性压倒性的优势。笔者认为王中山先生

的这首作品也具备了此手法，“起”：引子、“承”：慢板、
“转”：快板、“合”：尾声，并在这一传统手法的基础上加

入了一个华彩段，给音乐赋予了新的色彩！使得乐曲更

富有浪漫色彩，极具幻想性，我想这应该是现代民乐或

者说是在将来一段时期内的发展趋势，这也是我们所

能接受的在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在吸收外国文化的情况

下所形成的“新民乐”。这与单纯以民乐旋律为主，加上

现代配器和电声乐队所谓的“新民乐”是有本质区别

的。因为前者有相当的文化底蕴，而后者只是在表演形

式上使观众耳目一新。
三．作品的击琴技法

在“有力的快板”中,为了更好地表现乐曲内容,多

处运用了击琴技法来模仿鼓声,不仅使音乐更加欢快热

闹,且具有了新意，以下是一个模仿鼓点的乐句:

这里的 在演奏上是掌击琴弦低音区、 是拍击琴

盒面板、 是拍击琴盒侧面，这几种新的手法,模仿少

数民族鼓舞中鼓槌轮番敲击鼓面、鼓边及鼓槌相击的

效果, 让人们听到了筝弦以外发出的声音, 使人耳目一

新。这几种声音与乐音相融,产生了立体的音响效果,极
好地渲染了乐曲传达的愉悦情绪, 生动再现了湘西少数

民族人民一边击鼓一边舞蹈的欢庆场面。随着力度的增

强,热烈欢腾的气氛往上推进,为高潮的到来积蓄力量。

四．乐曲中的节奏节拍变化

中国音乐节奏节拍变化特别多，这是不同于西方

音乐的。在《溟山》中，曲作者运用了大量的节奏节拍变

化，来渲染曲子的氛围：

特别是到了后面全曲的高潮部分时，作曲者运用

了大量的节拍变化，各种拍子混合交替使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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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曲作者给这一段有拍子变化的地方都标记了

不同的拍号，笔者认为，其实这一段更像是现代音乐的

节奏单元 ，它是指一种最小时值单位的脉动，可以替代

传统的有规律的节奏体系。节奏单位及其扩大与缩小

形成的时间感往往是听众对现代音乐的节奏感知。特

别是 9/8 与 7/8 中的左手旋律里所包含的那几个短促

的八分音符，笔者认为，完全可以视为节奏单元中倚音

式的附加时值，是主旋律的一个变奏。曲作者在传统节

奏的基础上进行这种改造，使乐曲旋律更加富有流畅

感和现代音乐的气息！

五．乐曲中的转调

我们在前面分析过，《溟山》的调式是在 b 小调和

B 大调同主音大小调之间交替使用的，整首乐曲以 b
小调为主，只在华彩乐段和快板段中间才分别转为降

B 大调和 B 大调。
筝曲中转调一般都要依靠移码调弦来完成,但此曲

的几次转调都没有移码调弦,而是巧妙地利用了定弦时

预设的那些变化音,运用改变音位唱名而自然地转到另

一个调上。曲作者采用了多调性连环叠置定弦的办法,
在乐曲开始定弦时,就为后来转调准备了条件。几次转

调中,既有对前面调性的偏离,也有对主调的回归,而每

次转调所带来的音程变化,又促成了新的音乐语言的形

成,使乐曲在每次调转后有了全新的调性色彩。
第一次是从 b 小调转到降 B 大调,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两个调的简谱音阶:
1=D

1=bB

降 B 大调中的降 la 音, 正好使转调前升 re 至 mi
的小二度与转调后 sol 至降 la 的小二度相对应；而降

B 大调中的降 re 音，正好使转调前升 sol 至 la 的小二

度与转调后 do 至降 re 的小二度相对应。从以下谱例，

也就是降 B 大调这一段中的最高音的旋律中可以看

出, 作者没有用倍高音区，巧妙地避开了音阶中转调前

后倍高音区域的音级音程，因为转调前的还原 sol 出现

了的矛盾：

1=bB

第二次是从 b 小调转到 B 大调, 我们还是来对比

一下这两个调的简谱音阶:

1=D

1=B

不难发现 , 转调后的 B 大调 改变了 正 常 的 re
mi sol la do re 的音阶排列 , 而与上列 b 小调音阶

契合 , si 音的使用 ,造就了旋律的新鲜感 ,调性在这

里出现了全新的面貌 , 完整流畅的旋律在大段突出

节奏的舞蹈性音乐后出现 ,显得尤为蓬勃昂扬 ,是欢

悦情绪的抒发与延续, 表现了湘西人民积极向上的

精神风貌,虽不是主题音调 ,却使主题得到发展和强

调：

之后，曲作者很好利用了现代作曲技巧拍琴板

与琴盒, 在急速的十六分音符和激昂的情绪中回到

D 调。曲调粗犷豪放,强有力的律动使音乐一路狂奔,
在不可遏止的激情中进入了“强烈的快板”。最后尾

声是对引子的一个局部再现，给人一种意犹未尽的

感觉。

结 语

作 者 大 胆 运 用 了 湘 西 民 族 音 乐 元 素 , 并 将 它

与 现代创作 手 段 巧 妙 结 合 , 使 作 品 呈 现 出 浓 郁 的

民族风格 和 强 烈 的 现 代 气 息 , 在 传 承 民 族 音 乐 的

同时 ,充分展示了当代 古筝音乐创作的发 展 趋 势。
在调式上以传统的 五声调式为基础，自行 设计了

其他新的调式，甚至创造了全新的“下方大三度加

上方小二度”的调式色彩，新的调式色彩和多调性

连环叠置的和弦方法，促 进了演奏技法的发展 和

变革。
（作者单位：湖南人文科技学院音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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