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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古筝音乐的创作出现一些新气象，一些新的作品善

于运用新的创作理念和技法,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和鲜明的时代

感。其中，王建民创作的《戏韵》是这方面的典型。本文拟就这

个乐曲进行深入地剖析。

王建民，作曲家，长期致力于民族器乐曲的创作。代表性

古筝作品有：古筝独奏曲《幻想曲》、《戏韵》、《莲花谣》、

《西域随想》、古筝协奏曲《枫桥夜泊》等。其中，《戏韵》便

是现代筝曲作品中的翘楚之作，表现了作曲家独特的创作理念和

表现方法，成功地实现古筝自身的“五声排列、以韵补声”的特

点、中国传统的音调特征以及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完美结合，体现

了作曲家古筝音乐创作的先进性、时代性和创新性。其特点具体

剖析如下：

一、  人工调式定弦，丰富的调式运用

《戏韵》的定弦是采用梅西安的人工调式，运用多调的连环

叠置的排列方法，非八度周期定弦人工模式化音组定弦，即按一

定的音程比例关系以固定规律进行成组的连锁上行创作而成。人

工调式结构如下： 

乐曲的音程关系排列依次为：小三度、大二度、大二度、大

二度音程关系的连续进行，然后在此原型基础上，以同样规律成

组上行。这里每组里含有一个三全音即增四度音程，带有雅乐色

彩。京剧中常使用的调式就是雅乐调式，所以这个人工调式也是

为乐曲描写京剧韵味而精心设计的。在这一人工调式设计中，以

五个音为－组形成音程组间的循环连锁进行，它包含了bE羽一C羽

一A羽一#F羽一#D羽这些缺少徵音的雅乐调式音阶；音组之间还可

以交叉形成新的调式音阶bA宫－F宫－D宫－B宫－#G宫的五声调式

音阶。这种模式化音组方法定弦给乐曲《戏韵》在调式调性的发

展空间上提供了很大的余地。这也是传统古筝五声音阶定弦所不

能达到的。

《戏韵》除引子外共有七段，主调为#Ｆ宫，为多段体多调

性的乐曲。引子是导板的性质，#Ｆ宫调式后转入短暂的羽调式。

这段引子主要是模仿打击乐，第一段Ａ宫调式，素材运用了京剧

里西皮流水板揉入二六加工而成。第二段#Ｆ宫调式加临时的转调

（A宫、C宫、#d羽、C宫），同时也运用了上方#F宫系统的主旋律

与下方#Ｆ羽副旋律的双调对位叠置。第三段F宫调式转入C宫调

式，用泛音演奏，素材运用了京剧中道白音乐——“游场”，用

于体现念的韵味。第四段采用bE宫和bG宫双调叠置，素材运用了

行弦, 体现戏曲中做的场面。第五段转入C宫调式是笫四段变奏

再现。第六段转入A宫调式, 是旋律＋打击乐形成京剧中的武打

场面。后转入#F徵、C宫调式过渡句,进入第七段#F宫调式，它是

行弦的变奏再现。整首乐曲是多段体变奏曲式。调式变化如下：

这样变化多样的调式调性，传统古筝定弦是无法做到的，乐

曲在横向自由发展，在纵向上调式也有拓展。如第四段的双调叠

置，它是一个简短的京剧曲调小动机发展而成。它采用上方bE宫

和下方bG宫的调性复合，同时下方截取上方动机的核心音调进行

模仿，与之穿插呼应，这样就在不同调性相结合的基础上交相辉

映，形成一定的戏味情趣。

试析古筝曲《戏韵》的创作特点
李利飒

【摘 要】本文以王建民的古筝曲《戏韵》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创作背景、调式特征、旋律、和弦等角度，对作品围绕定弦特点、调式的多

样化、表现手法、创作理念等方面进行分析。          

【关键词】人工调式；定弦；创作理念

同样，在该曲中第二段中间还有上方#F宫系统的主旋律与下

方#F羽的副旋律的双调对位叠置。 这些双调性的复调手法增加了

乐曲的表现力，同时在纵向调性的叠置上，也大多采用远关系调

性结合，产生了一定的现代音响。这种复调手法的双调性特征，

丰富了乐曲的调性色彩，增强了音乐的发展动力。

二、 创新的表现手法

1.旋律上器乐化特征与色彩性和弦

古筝传统乐曲旋律通常体现的是纯五度的“歌唱性”音乐旋

律特征，调式和弦清新、协和。在这里第一段旋律采用动机式节

奏来发展旋律的手法，避开了传统的音调展延式的发展规律与手

段，形成旋律的器乐化特征。请看以下的谱例。

在旋律动机的句逗组合上，采用不对称的组合方式：

2+4+5+2+6..…这种不对称的句逗表现方式，强化了器乐化的旋

律表现特征，也形成了“戏韵”独特的艺术效果。左手采用e-#f

和d-e两个大二度叠置的双音音程形成反复交替，因此产生了来

回的大二度碰撞音响，而这种大二度音程应该是来自于京剧全音

阶中的大二度因素，因此运用起来，不仅增加了戏味，也形成了

一定的趣味。在第二段双调叠置后出现了两个不协和和弦大小七

和小九和弦，及尾声二度叠置和弦＃c-＃d-＃f-＃g，d-e-＃f,a-b-
＃c产生密集音块的音响效果。这些和弦在乐曲中起着色彩性的特

点，如第五段左手用两个纯五纯四度柱式音程c-g和 c-f反复交

替来烘托音乐的变得越来越急促, 推出武打场面。最后一段采用

双层柱式和弦的表现方式，展现戏曲中铜锣齐鸣热闹的大结局场

面。这些和弦不具备明显的功能性，也不需要解决，其目的是为

了增加乐曲色彩，并且成为了本乐曲音乐表现上的一个特色。

2.丰富的音色音响的表现

传统古筝音乐中的“音色”主要是旋律、节奏、和声这些乐

音音素所产生的音响色彩，在《戏韵》音乐创作中，除了运用旋

律音响色彩的基本因素以外，还深入挖掘了非乐音音素，通过使

用一些非常规的演奏技法等，以求得音色节奏的变化而形成新的

音响色彩。

在引子段落，主要是模仿打击乐，它用了很多手法：有掌击

弦——掌压琴快速刮奏——拍击琴头盖；还运用无音高的记谱表

现方式，（如谱例1）

这些都是打击乐效果。在乐段中也使用一些诸如打刮，扫
刮、短刮，同时还结合多处打弦等古筝所特有的演奏技法，听起
来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我国传统戏曲中打击乐的所营造的锣鼓喧天
音响效果，生动形象的表现出“唱”、“念”、“做”、“打”
的鲜明的艺术形象。在第四段中左手掌击琴码左侧弦，指尖轻扣
琴板，即生动地模仿了梆子的敲击声，又形象地衬托出戏曲表演
中“念”的艺术形象。

（蚌埠学院音乐系  安徽  蚌埠  2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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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西方艺术开始从叙述性、情节性的内容模式解脱

出来，远离具体形象向抽象方向发展。在各种现代艺术运动、哲

学、美学思潮的冲击下，一些美术理论家试图从新的角度来解释

现代艺术，传统的艺术批评理论面临着新的阐释。英国形式主义

美术批评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罗杰•弗莱就是这一形式的代表人

物。

一、简 介

罗杰•弗莱（Roger Fry）是英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画家及理

论家，西方现代主义美术批评的开山鼻祖。早年他曾先后就读于

克里夫顿学院和剑桥大学英王学院，随后曾去巴黎学绘画，他把

画画看作他生命的一部分，在他的艺术生涯中，不断的作画、展

览，大部分作品是风景画，他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体验。他是

英国少有的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兼备的画家和评论家。

罗杰•弗莱早期艺术批评的主要对象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的艺术，展露出了其与众不同的才华和审美鉴赏力。他在《塞

尚：对其发展的研究》书中，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评价塞尚的

作品，品评的角度完全取决于作品的创作技巧和造型价值方

面，艺术批评理论站在了对作品“纯形式”分析和阐释上。罗

杰•弗莱在英国积极投身于现代主义艺术运动，在格拉夫美术馆

（Grafton）亲自策划了“后印象主义”展览，他被看成是现代

艺术的传播者。他直接推出了后印象派，post-impressionism这

个词就是罗杰•弗莱首创的，即---“后印象派”。他以后印象派

艺术为基础，构建起形式主义美学理论体系。他的《视觉与设

计》这本文集，指明了从形式的表现力上来理解现代艺术的方法

和途径，书中《论美感》一篇，其中体现了他的形式主义美学

观，克莱夫•贝尔称他这部论著“自康德以来对这门科学所做的

最有益的贡献”。

二、理论来源

把握罗杰•弗莱的形式主义理论，首先有必要对西方传统美

学中形式问题进行回顾和联系。在西方的美学史上，古希腊时代

就产生了形式的概念，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对“数理”的研究上，

认为数就是整个现实的本质这一哲学概括。他们发现黄金分割

率，从世界万物自然存在的属性、状态以及其中之数理关系，证

明和谐是最高的审美理想。在这之后，柏拉图认为在世界万物之

先、之上、之外，存在着一种精神范型—绝对理式，万物皆由它

派生出来。柏拉图还提出“形式美”的概念，即形与色的美，并

认为他们的美在本质上是绝对美的。[1]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事物

生成和变化的原因就在事物本身，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

形 式 的 美
             ——试论罗杰•弗莱形式主义美术批评

目的因。所谓“形式”就是事物的本质定义和存在方式。

古罗马时期，普罗提诺认为美并不在物质之中，而在于形式

之中，艺术家通过形式赋予无生命之物以生命，而艺术家的形式

又出自“理念形式”，他说:“一件美的物质的东西是靠了参加

神所流出来的理性而产生出来的。”[2]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美实

际上属于形式因，形式是构成美的第一个特征。

文艺复兴时期，学者们从人的感官对美的形式的心理感觉

角度上来审视形象问题，威廉•贺加斯认为美是在“精细的蛇形

曲线”，从艺术创作的角度上看待形式问题。发展到十八世纪晚

期，康德提出了形式主义美学，他认为：“一个不受刺激和激

动的任何影响(不管它们与美的愉悦是否能结合)、因而只以形

式的合目的性作为规定根据的鉴赏判断，就是一个纯粹的鉴赏

判断。”[3]由形式引发的美是自由的；具体到艺术的门类，他认

为：“在绘画、雕刻、乃至在一切造型艺术中，在建筑艺术和园

林艺术中，就它们作为美的艺术来说，素描都是根本性的东西，

在素描中，并不是那通过感觉而使人快乐的东西，而只是通过其

形式才使人喜欢的东西，才构成了鉴赏的一切素质的基础。”[4]

在欣赏艺术作品时，不能受作品本身的主题内容影响，应只关注

于作品的形式因素。康德的这种美学观点，被认为是现代形式主

义美学观念之源，罗杰•弗莱艺术批评理论受其影响。

弗莱认为一切艺术都是建立在“纯形式”基础之上的，面对

一幅艺术品，它的主题内容所包含的社会因素、经济条件、历史

问题以及文化背景都很容易获知，可以根据所受的生活经验的影

响理解，或者现实中积累出来的惯有审美经验来分析，相对都很

容易；但是面对艺术品中它的一些画面构成因素如色彩、线条、

透视关系、构图等等因素的时候，分析它就不是那么的容易，读

不懂它便无法领会到“纯形式”语言的内涵，体悟不到蕴藏的

美感，从而无法和作品达到共鸣。他认为艺术家如果要具备独特

的审美情感，就必须不受社会经验的干扰，心中必须拥有一种高

度，创作时应专注于形式关系的处理上，这样才能创作出具有独

特美感形式并有艺术价值的作品出来。他的这种艺术理论更多的

倾向于绘画和雕塑的形式问题分析，带有更多的经验性和技术

性。

三、理论观点和美学思想

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弗莱的理论也不断深化。弗莱的美术

评论是一种纯审美的评论，完全排除了社会的含义。

首先他反对“模仿说”，认为传统绘画的“叙事性”因素对

艺术创作具有局限性，反对艺术再现论的观点。他认为艺术不是

【摘 要】本文通过对罗杰•弗莱形式主义美术批评理论的分析，提炼出他的美学理论观点：即作品本身形式上的美以及艺术本身自律性体现

出的本质内涵。艺术应摆脱西方传统写实绘画的束缚，排除社会的含义，强调艺术家主观情感的宣泄和纯审美的艺术形式方面的探索与创新。

【关键词】形式主义；现代艺术；有意味的形式；后印象主义

蒋  丹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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