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筝独奏曲《幻想曲》的创作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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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幻想曲)是以西南苗族地区民歌为素材而创作的一首古筝独奏曲。作者在充分挖掘苗族民族歌之来的 

基础上。展开想象。以现代创作手法构思作品，其中人工调式、拍弦、敲击琴板等手法都是苗族民歌音乐行为在 

作品中的具体体现。这种现代创作思维在古筝奏中的运用，也极大地拓宽了古筝的表现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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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曲 是南京艺术学院教授、作曲家王建 

民以西南苗族地区民歌为素材，选取一些富有特 

点的节奏，经加工提炼创作而成的一首古筝独奏 

曲，曾获文化部95东方杯全国古筝大赛优秀作品 

奖。乐曲时而静谧、时而激扬，充满了生命的活 

力，其中人工调式、拍弦、敲击琴板等新颖的表现 

手法，可算是古筝现代作品的开山之作。该作品 

在近年来的各类比赛和音乐会中经常被演奏，以 

新奇独特又极富苗族风情的音响，全新的听觉感 

受，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深受广大听众的 

喜爱。 

作者在充分挖掘苗族民歌元素的基础上，展 

开想象，以现代创作材料构思作品，运用人工调 

式、拍弦、敲击琴板等手法，使苗族民歌音乐行为 

在该曲中得以较为本原性地体现，同时也极大地 

拓宽了传统古筝的表现手法，本文仅从苗族民歌 

音乐元素在该曲中的本原性运用以及传统古筝表 

现手法的拓宽两个方面来阐述该曲的创作特征： 

一

、 苗族民歌音乐元素在《幻想曲：》 

中本原性地运用 

创作作品对于素材的运用大致有以下几种用 

法：(1)以原素材的音调为主题；(2)以原素材的 

某些元素发展为主题而创作；(3)以对原素材的 

整体印象为乐思而创作，其中第一、二种方法可以 

说是一种坚持本原的方法，古筝独奏曲<幻想曲=》 

正在这样一种思维模式下而创作的。 

1．音阶与调式 

苗族音阶产生于五度相生律制，是中国五声 

音阶体系的一个支系。由于历史上频繁的迁徙， 

许多族群长期分散居住在半封闭或全封闭的小块 

山区村落中，音乐文化的发展也逐渐演化为具有 

区域特征的多种调式类型，每一种调式类型流传 

的村落运用一种传统的调式音阶，在音乐史学和 

文化人类学中都具有很高的价值。这些调式音阶 

根据音阶组成者的多少，可分为窄、中、宽三个调 
． ． I． L． 

式类别。①5 6 1 2 _3是苗族音阶宽调 

式中生 出偏 音与 变音 的六声 调 式音 阶， 

2 3 5吣q6 q7是苗族宽调式中的七声调式 

音阶，经过曲作者的整合，以上两种音阶以一个全 

新的面貌出现，构成《幻想曲 既有苗族音乐风格 

又 有 新 音 乐 特 点 的 的 特 色 音 

阶： 2 l-3．’3．5 

2．声部织体 

《幻想曲》中能看到苗族民歌多声部织体的 

影子。苗族男女对唱的游方歌中，通常在最后的 

“加声”部分，运用模仿、衬腔等方式形成织体，主 

要有同度或四度自由模仿式、含逆行因素的起合 

式、由八度起声和同度模仿与自由对位的混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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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含和声因素上下声部持续长音衬腔式。《幻想 部织体的体现： 

曲》中“如歌的慢板”九至十二小节就是混合式声 

． 二．。 ≮喳 

一  
这样的例子在“激动的广板”中还能找到，不 

再一一赘述。 

3．曲调构成 

苗族民歌的构成大多采用第一乐句的主要乐 

节作为全歌的“核心音调”和发展基础，并通过前 

I 皇1—2 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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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乐旬的呼应对仗，在声势的起涨与退落中产生 

音区、力度的对比，来创造一种完美丰厚的音响。 

②在《幻想曲》“活泼的快板”中，这种特点表现得 

较为充分。以下一、二小节便是“核心音调”： 

0 1 I 3 5~2321 l 3 5 0 5 l1 5 353#2 一l一 一 l——_—— I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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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两个乐句中，该音调共出现四次，构成了 

这部分的主题。之后，这个欢快的舞蹈主题在第 

二十八小节处第二次出现，经过大段的发展和三 

次转调后，在一百八十一小节处再次出现，充分体 

现出这个主题音调作为“核心”的地位。 

4．曲式结构 

《幻想曲》由散板、如歌的慢板、活泼的快板、 

激动的广板四部分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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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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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乐曲主题(见下文“民族特性音调”中第二 

个谱例)在“如歌的慢板”中第一次呈示后，经过 
一 个八小节的乐段展开，就有一次重复(改变织 

体)，第四部分“激动的广板”也是由这个主题再 

现(改变织体)加后缀构成。再如以上提到的舞 

蹈主题，除有三次变化重复外，更多是这个主题的 

展开与衍变，如“活泼的快板”五十四至六十一 

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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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泼的快板”七十四至八十八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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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曲式结构特征，与苗族音乐重复式的 

或变化重复式的各种简单乐段与乐段扩充的曲式 

结构特征基本一致，尽管这些重复变化有一定的 

区别，但总的是以开始乐句为核心音调，运用重复 

的手法，改变尾腔，形成“一头两尾”式的呼应结 

构，有时或是分句重复，有时或是连续重复，有时 

或是缩小核心音调的音值而在节奏上变化了的 

重复。 

争 ，．挈争 争 

这样，不但符合音乐旋律的风格特征，变化音 

可由右手直接弹出，也使左手得到解放，用于其它 

效果的演奏。升 re降la两个变化音在乐曲中频 

频出现，使乐曲音阶具有了鲜明的个性色彩，形成 

了极富特色的旋律音调。除以上两个变化音外， 

曲中还频繁使用了降mi音，这个变化音不但使民 

族风格得到凸显，使乐曲的发展有了更强的动力， 

还十分巧妙地在弹奏上正好与升re共用一根弦， 

充分利用了这个二十一弦乐器的音域空间，弹奏 

也更加简单便捷。同时，克服了传统演奏中，凡遇 

' 

二、传统的古筝表现手法的拓宽 

1．升 re降la变化音定弦 

作者在乐曲创作中，没有依照常规，将 D调 

音阶定弦为 ．1．⋯⋯2⋯⋯．3⋯⋯5⋯一6 ，而是 

按音乐需要把re升高，la降低，将定弦调整为： 

1．2 3 5 1 6 I 

变化音都须通过左手按弦得到，临时变音和转调 

都较为不便的弱点。 

2、民族特性音调 

乐曲开始是一段自由的散板，第一小节中就 

通过降mi与还原 mi，造就了大三和弦与小三和 

弦的强烈对比，呈现出典型的苗族音乐特点，之 

后，升re降 la特色音出现，它们所构成的音程使 

曲调极富少数民族风情，一下就把人们带人了新 

奇神秘的意境，仿佛揭开了崇山峻岭中与世隔绝 

的神秘王国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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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曲主题在“如歌的慢板”中呈示出来，其中 

大量应用的民族特性音乐素材，勾勒出一幅美妙 

宁静的图画，仿佛看见古树掩映的吊脚楼，袅袅升 

，曩—t●0●l板  

起的山寨炊烟，身着短裙、梳着发髻的苗家妇女， 

怡然 自得的古朴风俗⋯⋯ 

I_}篙} ：：： =： ‘。 。’。 。‘：。‘ ：； === ：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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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调中，构成旋律特点的因素，就是升 re、降 

la、降nli与它们前后音级所形成的小二度、增二 

度、减四度、增五度等个性鲜明的音程，以及主音 

上下大小三度的转换带来的调性上的对比。这些 

个性音程通常在旋律进行中是极少使用的，可在 

这，曲作者却大胆运用，让这些不协和音程成为本 

a---~毒詈 
一 3 I 5 一3 I 5 

1 0 I l 

曲的鲜明特点，并营造出了新奇独特的效果。这 

样的大胆组合和调式音程的交替运动，其实并非 

来自曲作者的凭空想象，其灵感源于丰富的民族 

音乐素材。下面是贵州黔东南苗族地区广为流传 

的飞歌，是青年男女互相邀请出寨游方时唱的 

歌曲： 

一 I 一 争l 乜 ．I 

⋯ o⋯{_．． ⋯3⋯}．-．5_⋯⋯}．．．i：童⋯ ⋯I．o ⋯王盆．．{ 

盎 I 蛊 Ï 一 I基囊． 1 

分析以上曲例不难发现，除升re音外，《幻想 

曲》与其旋律的音阶构成非常相似，调式音程的 

转换来源于此，音乐动机也隐藏其中。但曲作者 

对这首民歌没有简单的效仿，而是对其进行了艺 

术的加工提炼，升re音的运用，产生了减四、增五 

等特色音程，衍生出既有浓郁民族特色又有全新 

韵味的音调，成为旋律进行的亮点，让乐曲在原始 

风貌中透出强烈的现代气息。 

3．击琴技法 

在“活泼的快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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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欢快活泼，且具有了新意。以下是一个纯粹 

模仿鼓点的乐句： 

l_=III=： ：：：：二上 ：：：：：：：幂 
这里在演奏上运用了掌击琴弦低音区、握拳 

叩击琴板、拍击琴板这几种新的手法，模仿苗族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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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了苗族人民一边击鼓一边舞蹈的欢庆场面。随 

着力度的增强，热烈欢腾的气氛达到高潮，最后， 

鼓点渐慢渐弱，为新一轮高潮的到来积蓄力量。 

下面是几种典型的苗族鼓舞节奏，从中我们 

可以看出它与以上乐句的关系： 

0 0：l= 0 0：I： 0：I 0．1 0：I oAo~o：1 
0．D 0 x x：1 0 o xx：l=0 x oxx：|oxo x x=l=oxo x x'一t)xxx x x：I 

其中×是击鼓面，：=c是击鼓边。又是鼓槌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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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转调 

筝曲中，转调一般都要依靠移码调弦来完成， 

但此曲的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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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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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乐曲的开始定弦时，就为后来转调准备了 

条件，三次转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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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调转到F调，我们先来看看这 

两个调的音阶： 

!．2争 1 I2 3 5 i §6 ； 

1=F 

6～{⋯ 2··9··4··6··1⋯ 2·-3—4·-6·-{⋯ 2··3-·4·-6--1⋯ 2··3··4··6 
l l l t t l 。 。 ‘ 。 ‘ 

F调中本该是s0l音的地方用了fa音，正好使 

转调前80l至降la的小二度与转调后mi至fa的 

小二度相对应，从以下谱例中看出，音阶中的re 

l I 6 e 3 3 l 呵 H l 

I 亭}警亭 I}{锝 ? 

音没有用，而这恰又避开了转调前后 re音及其前 

后音级音程不符的矛盾。fa音的反复使用，强调 

了新调性的调式特征。 

强 I 孵 譬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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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从F调转到降B调，我们还是来对 比一下这两个调的音阶： 

事 ，．．．掌．． ．．4．．9．．}．．擘．．争．．9．．9．．1⋯2．．a．．4．．o．．i‘-．．套．．每．．44 4‘．．6 9～，‘一掌一 ～ 一9一}～擘一争一9—9～l⋯2一a·’4一o·。 一空一每一‘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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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发现，转调后的降B调改变了正常的mi 

s0l la d0 re mi的音阶排列，而与上列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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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了苗族人民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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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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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是从降B调转到 D调，这两个调的音 阶正好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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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作者很好利用了调式三音，采用同音转调 到D调。 

的方法，在急速的十六分音符和激昂的情绪中回 
≈建撼 艟 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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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曲调粗犷豪放，强有力的律动引出了舞 

蹈主题。随后，音乐一路狂奔，在不可遏止的激情 

中进入了“激动的广板”。 

作者大胆运用原生态的苗族音乐元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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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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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uzheng Solo‘‘Fantasia’’ 

Uu Fang 

(Mm／c College， ￡‘Normal ，Gu／yang，G~zhou，550001，China) 

Abstract：“Fantasia”is a Guzheng solo created with folk songs as source materials in the Mao district of 

Southwest China．Based on the sub—excavation ofthe folk songs ofthe Miao nationality，the author used his i— 

magination，designed the work with modern creative method．The techniques of manual adjusting，beating the 

strings and beating the instrument are the concrete expression of the folk music actions in the work．Guzheng~ 

techniques of expression are greatly wid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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