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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瀚有尽
,

写意无限

—现代筝曲 层层水澜 的创作理念与风格
文 吴 莉

自 世纪 。年代以来
,

古筝艺术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喜

爱
,

当代筝曲的创作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

更多的人开始理解
、

领会
、

进而喜爱上现代筝曲
,

更多的现代筝曲成为了古筝艺术殿

堂中的经典之作
。

像王建民先生
、

王中山先生等作曲家和筝家创

作的很多乐曲
,

如 《幻想曲》
、

《溟山 》等都是现代筝曲的杰出经

典
。

这些作品的出现和成功进一步推动了现代筝曲的创作
,

更多

的现代筝曲在近些年间涌现出来
。

其中
,

陶一陌先生创作的多首

筝曲
,

诸如《层层水澜 》
、

《风之猎 》
、

《飘飘何所似
,

风起舞动时 》
、

《玲珑剔透 》等
,

都是其中影响广泛
,

且颇具代表性的佳作
。

作

为这些筝曲的首演者
,

我对作曲家的创作思维以及乐曲的风格特

征进行了深人的探讨和研究
,

在此拟以其中《层层水澜 》一曲为

文本
,

分析乐曲的创作理念特征以及探讨如何对乐曲的风格进行

把握与途释
。

写意于意会间

一般来说
,

人们将 世纪 年代以后创作的筝曲称为现代

筝曲
。

但这个概念是以时间阶段来划分的
。

而实际上
,

就乐曲的

音乐语汇
,

风格取向来看
,

这一时期内的筝曲
,

在风格含义方面

是很多样的
。

虽然习惯上
,

我们都将这一时期的乐曲理解为现代

筝曲
,

但由于不同作品在实际创作手法上体现出的多样性特征
,

因此对一首作品的理解应该首先建立在对作品创作理念的明确分

析与掌握上
。

《层层水澜 》这首作品的总体风格既有类似中国传统文曲的

雅致与端庄
,

又体现出清新而玄妙的现代气息
。

这种特征应该是

源于作曲家在创作这首乐曲时的创作理念以及相应的作曲技术思

维
。

《层层水澜 》始终贯穿着一个核心
,

那就是
“

写意
” 。

把握

住这两个字的含义
,

也就把握住了整体的创作理念的命脉了
。

写意这个概念
,

或者说是一种意念
,

应该是中国文化秉承千载

的精髓
。

正如在国画艺术中的体现
,

笔墨或浓
、

或淡
,

下笔或

重
、

或轻
,

最终所表现出的已然是完全不同的意境
。

笔墨不及

之处
,

谓以留白
,

它不觉空洞
,

反而有着不可言传的意境
。

视

觉艺术上的这份写意虽不可言传
,

但可眼观
。

而在音乐艺术当

中
,

这份写意的思维就表现得越显深邃了 —这是一种以时间

来展现的心灵体会
。

作曲家在创作当中
,

以中国文化的写意气质为根
,

逐渐摸

索
、

创立了一种独特的乐曲构成和发展的方法
,

作曲家就将其称

为
“

写意技法
” 。

他的很多作品都体现出这种鲜明而浓郁的写意

技法特征
,

而 《层层水澜 》更是这一写意思维的完整体现
。

乐曲

的陈述和发展
,

旋律的展现
,

结构的把握
,

以及调式的控制等
,

完全不是传统的作曲思维方式
,

也没有拘泥于五声音阶概念的限

定
,

同样亦不同于纯粹的西方作曲技法
。

例如在古筝的定弦方面
,

作曲家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定弦方

式
。

很多的现代筝曲都采用了非传统五声式的特殊定弦方式
。

但

一般情况下
,

这些特殊定弦都具有比较明确的调式调性思维基础

—或以地方音乐的调式特征为基础
,

或以有规律的 以八度为

循环单位 的变音处理为特点
。

而 《层层水澜 》的定弦
,

初看起

来却似乎毫无规律可言
。

见下例

《层层水澜 》的定弦

实际上这组看似无规律可寻的定弦
,

却是有着很强的形象性

的写意思维特征
。

作曲家既没有选择特定的调式依托
,

也没有刻

意遵循惯常的规律性排列方式
,

而是完全以乐曲的表现内容 —“

水
”

为
“

意
”

之所在
,

再将抽象的曲意转化为具象的定弦
,

从

而设计了一个被其称为
“

涟漪式
”

的定弦模式
。

现在我们再来看

上面的定弦表
,

假如把古筝的二十一根琴弦形容为水面
,

那么这

组定弦就像是水中泛起的涟漪 —中间是相对密集的七声式定

弦
,

再向上下两端则过渡到松缓些的五声式定弦
,

继续向两端发

展
,

则有了更大的定弦间距
,

且呈现出不规则的形式
。

恰若水中

的涟漪
,

由小至大
,

层层叠远
,

从轮廓清晰到渐释于水面当中
。

这是一个完全由意象思维而产生的定弦
,

无疑
,

它有着具体的音

高安排
,

且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其特有的规律所在
,

但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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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却又蕴涵着某种由写意理念引发的意

会感知
。

定弦仅是一个具体化基础例子
,

而写

意思维的创作主旨始终
“

浸透
“

在 《层层

水澜 》整首乐曲当中
。

在这里对乐曲的所

有创作细节进行分析显然是篇幅所无法承

受的
,

但仅以乐曲不同段落间的发展及对

比关系的技法处理为例
,

相信就可以明确

地体会到作曲家
“

写意技法
”

的精妙 —
乐曲的第一大部分与中间快板部分

,

两处

实际上都是以十六分音符为基础的织体形

式
,

且并没有传统概念上的鲜明的主题发

展
、

调性对比等因素
,

乐曲的发展及对比

的形成
,

完全如同中国绘画上的笔墨浓淡

处理方式 —第一部分如
“

水墨清染
” ,

而

中间快板部分则仿佛
“

笔墨充浓
” 。

这里没

有调性的转换
,

却以相似类型的织体方式

营造出不同的情绪与意境
,

写意思维的独

特艺术效果跃然耳畔
。

浪漫于情怀中

《层层水澜 》
,

乐曲的名字已经清楚地

告诉我们
,

乐曲所要描写的是
“

水面层层

涟漪
,

波澜无尽的悠然景致
” 。

但显然这份

景致不仅仅是水波景色的描绘
,

因为既然

写意
,

那么这里的
“

意
”

必然也带有心境
。

这是中国几千年文化所特有的情怀
,

它深

深地刻印在中国艺术家的心灵当中
。

借景

抒情
,

这正是写意理念的真正精髓
。

而这

一精髓带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浪漫
,

这也正

是这首乐曲的风格神韵所在
。

对于演奏者来说
,

把握住这一神韵
,

对于真正掌握和出色地演绎这首乐曲是最

为重要的因素
。

这种写意与浪漫情怀的表

现
,

在乐曲处理上为演奏者增大了更大的

自由度
。

比如很多节奏
、

节拍的处理
,

速

度
、

力度的处理
,

还有渐慢幅度等
,

都可

以有更大的弹性
。

但这种弹性又不是完全

随意的
,

它的度
,

需要通过对乐曲意境的

一理解和把握程度来具体控制
。

例如乐曲当中的诸如 十 等很

一多复杂性节拍
,

其拍子的复杂意义恰恰是

一为了体现摇曳的水波与由此体会的微伏的

心绪
。

因此
,

演奏时就需先掌握音乐的律

一动感觉
,

并逐渐从中体会其音乐形象
,

尤

一其是所表现的音乐情绪
。

这样
,

我们就不

一会把这些复杂节拍演奏得过于死板
、

生

一硬
,

而是通过理解此处乐曲的风格含义
,

一把节拍律动处理的既清晰明确
,

又能够自

一由而感性
,

同时也使得对难度较大的复杂

⋯性节拍的技术掌握更显容易了
·

一 此外乐曲中的一些重音处理
,

尤其是

⋯复合节拍处的不规则重音
,

如果以一板一

一
目的方式去演奏

,

虽然节奏处理并没有问

一题
,

而且相信重音位置也会很清晰
,

但却

一显然是背离了乐曲的风格意境
。

复合节拍

一的运用
,

虽然节奏写法表现得、卜常精密
,

一但实际上其创作主旨恰恰是要通过精准的

一复合节奏来表现 自由而飘然的情绪
。

同

一时
,

重音所刻画的是水面上
‘。

闪烁着的波

一光
” ,

并由此抒发
“

微漾的心情 ,’ 因此重

一音显然不能演奏得过于突出
,

而节拍上也

一应赋予其
“

情感的变化
, 。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
,

对于 《层层

一水澜 》这首乐曲的把握
,

无论从乐曲的内

一容
,

还是从演奏技术的层面
,

都应抓住其

一’旬蕴涵的浪漫飘逸的风格印‘己
。

这样才可

一以真正准确而又哈如其分地把乐曲整体的

一风格特色
“

勾画
’

出来
。

一 《层层水澜 》以写意为基石
,

同样
,

它

一又散发着无限的浪漫心境 —
“

情
”

借
“

景
”

而抒
, “

景
”

又随
“

情
”

而变
。

不同段落
,

对

一水的不同描写
,

同时也带出了不同的心绪
。

一水 。交融
、

层层叠绕一就让音乐的目光

卜

在释然中抚摸着音乐的景色
,

让音乐的心

灵自己去体会写意中的那份冥想
、

那份激

情
,

那份浪漫
,

既清晰
,

又朦胧
,

既宛若触

一手可及
,

又仿佛拥有无限的距离
。

清未咭括 至面面 矛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