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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 是 我 国古 老 的弹 拨 乐器
,

早 在两 千 多年 前 的

战 国 时代
,

便 流传在 秦 国 一 带 了
。

筝 在 我 国长期 的

流传 中 , 形 成 了许 多不 同地 区
、

不 同风 格的流 派
。

如 河南 筝
、

山 东筝
、

广 东 筝
、

福建 筝
、

浙 江 (武 林 )

筝
、

蒙 古 筝
、

朝鲜筝 (伽 椰 琴 )等
。

山 东 筝 以 它丰富 的 曲 目
、

刚劲 内在 的 音乐 气 质

和朴 实 流 畅 富 于抒 情 性 而 在全 国享 有 盛 名
,

是 在 全

国流传 最 广 和影 响最 大 的 流 派 之一
。

传统 的 山 东派 古 筝 主 要 流传在 鲁 西 南 的荷泽 地

区和 鲁 西 的 聊城 地 区
,

特 别是 荷 泽 地 区 的邻城
、

哪

城 一 带
,

弹筝 风气至 今 不 衰
。

筝 的演 奏
,

常 与 山东

琴书 的 演 唱 活 动结合 在 一 起
,

弹筝 的人 几乎没 有 不

会 唱琴 书 的
。

山东筝 具 有古 朴 典 雅
、

风 格 别 致
、

艺术 水 平 相

当高 的 传统 古 曲
。

这 些古 曲 的历 史 是很 久 远 的
,

但我

们现 在还 只能 知 道 距 今百 年 多 的传 艺 历 史
。

据 老 一

辈 的古 筝演奏 家赵 玉 斋
、

高 自成 等 人 的 回 忆
,

清 末

文 人 黎邦荣 是 现 知 最 早 的一 位 山 东 筝传 人
。

他 是 郸

城县 黎同庄 人
,

教 书 为生
,

擅 长 于 筝
、

洋琴 等 多 种

乐器 及 琴 书演 唱
。

据 说
,

他 的 技 艺
、

乐 谱授 自一 位

不 传名 的僧 人
,

此 外 还有 传 自黄 河 北 面 或传 自一 运

粮 船 的 不 同说 法
。

继 黎 邦荣 之 后
,

又 出现 过 张 为 泰
、

张念 胜
、

黎

连 俊
、

黄 怀 德 等 不 少 出色 的演 奏 家
,

还有 在解 放 后

曾去 艺 术院 校 任 教 的金 灼 南 先 生
、

张 为 昭先 生
,

可

惜 他 们都 未 能 留 下 完整 的录 音 而 先后 故 去 了
。

至今 仍 活 跃 在教 学 岗位 和 舞台上 的老 一 辈演 奏

家还有几位
,

各 具 不 同 的个 性 和 艺 术风 格
。

赵 玉 斋

的演 奏技 巧 全 面 而精 湛
,

既有 刚 健
、

粗 犷 的 气 派 ,

又 有 清 新优美 的 情趣
。

他 善 于 吸 收 其它筝派 的 长 处

和 新的 民间 音 乐 营养
,

在他 的 演 奏中体现 了山 东筝

的 继承 和 发 展
。

高 自成 的 演 奏 清丽 纤 秀
、

富 于 韵

味
,

由于 他 忠于 原 谱
,

使 后 人得 以 听 到 山东 筝 上一

代 的 面 貌
。

韩庭 贵 的演 奏 则 热 情奔 放
,

充 满 激 情
,

在 先辈 的传人 中
,

他 是 最 年 轻的 一 位
。

在 山东
,

聊 城 和 荷 泽 这 两 个 地 区的 古 筝 属 于不

同 的传 授 系 统
,

曲 目也 不 相 同
,

但在 演 奏 技法 上
,

并 无 多 大 差 异
。

聊城 地 区 的 传 人和 古 曲数量 较少
。

它 的十 首左 右 的传 统 乐 曲 主要 是 由临 清 县 金 郝庄 的

金 灼 南 (葵生 )先生 和 金 以埙先 生 传下 来 的
。

荷 泽 地 区 ( 主 要在郸 城县 ) 流传 的 筝 曲 数 量 大

些
,

情 况也 复杂 一 些
。

它 由二 十 首 左 右 “

八板 体” 的

传 统 古 曲 和 山东 琴书 音 乐 演变 而 来 的筝 曲 这两 部 组

成
。

传统古 曲与
“

八板体
”

《八板 》又 称 《老八 板 》
,

是 流 行在全 国各地 的 一

首 民 间 曲牌 (因 此也 有 些 地 方称 它 为《天 下 同》或《天

下 大 同 》)
。

在 漫 长 的 民 间音 乐 活 动 中
,

从 《/ 又板 》这

一 曲牌 演变 衍 生 出了 大量 的标题 性器 乐 曲
,

如 琵 琶

独 奏 曲《阳春 白雪》
、

河南 曲子板 头 曲 中 的 《高 山流

水 》
、

广 东 音 乐 《雨 打芭 蕉》等
,

山 东派 筝 曲中 的 三

十 首 左 右传统 古 曲全 都是 属 于 这 一类型 的器 乐 曲
。

这 些器 乐 曲 都 由八个 乐 句组 成
,

每句 的典型长

度 为 八板
,

仅 第 五 乐 句扩 展 四 板
。

这 样 八 八 六 十

四
,

加 上第 五 句 多 出 的 四 板
,

一 共六十 八 板
,

当 地

民 间 艺 人把 这 类六 十八板结构的各 种标题性 乐 曲
,

统 称 为“ 六八板 ” ,

民族 音 乐 学 学者 们 则 称其 为 “

八

板 体 ” 曲式 的 器乐 曲
。

山东 派 筝曲 中的传统 古曲部分
,

有的 在结构 上

与 八板 原型 完 全一样
,

仅在旋律上有 较小的 装饰和

变 化
,

如《单板 》
、

《红 娘巧辩 》
、

《鸿雁捎 书》等
。

大

奋



部 分
“ 八板 体

”

筝 曲在各 乐 句 长 度
、

落 音
、

旋律 等 方

面 与《八 板》曲 牌 原 型有 不 同 程 度 的差 别
,

在 欣 赏 一

些 离得 较 远 的 筝 曲 时
,

己 很 难 听 出 它是 由《八 板 》曲

牌 变 来 的 了
。

但 是
,

它们 的 乐 曲长 度
、

调 式 总 是 与

《八 板》原 型 一 样 的
,

各 乐 句 的长 度
、

落音 及 在 全 曲

中 的结 构 功 能
,

大 致 也 是相 当 的
,

如 《月 夜 清 》
、

《摆 静 风 》
、

《翠鉴 弄 》等
。

这 类 远 离 八 板 曲 牌 的 “ 八

板 体” 筝 曲
,

在 山 东 筝传 统 古 曲 中 的比 例 很 大
。

古筝 艺 人 们 世 代 转 抄相 传 的 工 尺 谱
,

每 一 大 板

(一 个 乐 句 ) 写 一 直 行
,

并在 句 首 注 明板 数 ; 第 五 板

时 通常 多 出 四 板 左 右
,

这 一 行 总 是 显 得 长 一

些
。

在 写谱 格 式 上
,

反 映 了 这 些 “ 八 板 体 ”筝 曲的 曲

式 结 构
:

“ 大板 第三 ,’( 有 《鸿 雁 捎 书》
、

《莺 哄 黄 鹏》 两 曲 ) ,

“ 大板 第 四 ,’( 有《红 娘 巧 辩 》
、

《琴 韵 》
、

《风 摆 翠 竹 》
、

《夜静 鉴 铃 》
、

《书 韵》等 十 多 曲 )
。

实 际 演奏 的 效果
,

前两 种 较 慢 的 速度 相 差 不 大
,

后 两 种较 快 的 速 度 也

较 为 接 近
。

还 有些 曲 目 是 现 代 从 当 地流 传 的 “ 八板

体” 琵 琶 曲 移植 改 编 (并 常 常 易 名 ) 而 来
,

但 数 量 不

多
,

也 不 应 算 作 固有 的传 统 筝 曲
。

荷 泽 地 区 的 由琴 书 音 乐 演 变而 来 的 古 筝 曲都 不

属于 “ 八 板 体 ” 类型
,

情 况 也 较 复 杂
。

筝 是 琴 书 的 伴

奏 乐 器 之 一
,

琴 书音 乐 的 曲牌
、

唱 腔 自然 可 以 在 筝

上演 奏
,

有 些 在筝 上演 奏 的 琴 书 音 乐经 过 久 远 的 年

代和 长 期 磨 炼
,

被 古 筝 器 乐 化 了
,

变成 了古 筝 可 以

独奏 的精致 小 品
。

如高 自成 演 奏 的 《凤 阳 歌》 (曾 易

名 为 《凤 翔歌 》) 早 在 少 年 家 传时 就 是现 在 这 个 而 貌

( 自然还 有 不 同 的传 谱 )
。

这 类 乐 曲 事实 上 已 成 为 古

筝艺 术 的 传统 保 留 曲 目
。

但 是
,

其 数量 是 很 有 限

的
,

如 : 从 曲 牌演 变而 来 的 筝曲 有 《降 香 牌 入 《大

八 板 》等
。

从 唱 牌 演 变 而 来 的筝 曲有《凤 阳 歌》
、

《叠

断 桥》等
。

其 它 大 量 的可 以在古 筝上 演奏 的琴 书音 乐
,

篇

幅短 小
、

指 法简易
,

尚不 具 备 可 以 独 立 表 演 的 水

平
,

它们 都 还 处 在琴 书 音 乐 向古筝 音乐 演 变 的 过程

之 中
,

还 不 能 人 为和 勉强 地将 它 们 划入 作 为 器乐独

奏 艺术而 存在的 山 东古 筝 的传统 乐 曲范 畴 之 中
。

但

它们 常 常 成 为 我们 今天 编 创古 筝 新 曲丰 富的 素 材 来

源
,

是 山 东 筝发展 中 的宝 贵 财 富
。

解 放 以 来
,

不 少

山东 筝的 演 奏 家 不 断 的对这 些 小 曲在 指 法和 曲调 上

进 一 步 加 工 改 编
,

用联 奏的形 式把 它们 编 制成 可 以

独奏 的 中型 乐 曲
。

如赵 玉 斋 的 《巧 十三 》
、

《牌 子 曲

联奏 》; 高 自成的《凤 翔 歌 变奏 曲》
、

《琴 书 唱腔 曲牌

联奏 》等
。

责板式板奏板肆板伍板睦板染板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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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 城 地 区 的传 统 古 曲 有 《单 板》
、

《双板 》
、

《三

箭定 天 山 》
、

《叹 颜 回 》等
。

其 中《单 板 》又 演 变 出《孤

雁 出群 》
、

《玉 连环 》
、

《百 鸟朝凤 》三 曲 , 《双板 》 又

演 变 出 《三环 套 日》
、

《流 水击 石 》 二 曲 (据 姜 宝 海

198 1 年 收 集 整理 情 况 )
,

它 们 全 部 属 于“ 八板 体 ” 结

构 的 标 题 性器 乐 曲
。

荷 泽 地 区 的 “ 八 板 体” 筝 曲按其 演 奏速 度 的 不

同
,

被 分 为 由慢 到 快 的 四 种 类 型
。

艺 人 们称 之 为
:

“ 大板第 一 ,’( 有 《汉 宫 秋月》
、

《隐公 自叹 》 两 曲 ) ;

“ 大 板 第 一 ” (有 《美 女 思 乡》
、

《鸿雁 夜 啼 》 两 曲 ) ;

旋律节奏的风格和 特点

前 面 谈过
,

从琴 书 音 乐 转 化而 来 的筝 曲 中的 大

部 分 都 还 没 有 脱离 对 琴 书 音 乐 的依 附和 伴 奏 性质
。

优 美
、

朴 实往 往带 一 点 叙事 性 的琴 书 音 乐 风 格便是

它 们 的 风 格
。

属“ 八 板 体
” 的传统 古 曲部 份

,

是 山 东 筝 曲 的 主

体
。

它 们 有相 对 独 立 的 体 系 和 独特 的风 格 韵 味
,

在

旋 律 节 奏 上
,

大 致 有 以 下 的一 些 特 点
:

( 一 ) 大都 以 某一 种 旋 律
、

节 奏型 贯 穿 全 曲 (通

常 为 两 小 节 )
,

并 在乐 曲一 开 始即 显示 出来
。

如 :

.

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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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一 特 点 也 正是 造 成 这 些筝 曲只 能 刻 画 单一 音

乐 形象 的主 要原 因
。

( 二 ) 旋 律 中 的大 跳 较 多 (特别 是 上
、

下 四 度 的

大跳 )
,

这在 活 泼 的快板 筝 曲中 更 为 明显
。

请 看《鸿 雁 捎书 》的 前 四 小 节 (张 为 昭 演 奏 谱 ) :

卜 -

一
侧 i 尸 , r , 门 尸 ,

门
.

尸 “
、 飞 ,

. _

刁

里县望鬓里牲 !里 裂鬓
尹

!粤飞叠!星2 晶 -

再 看《夜静鉴铃 》
,

大 跳 音 程 布及 全 曲
,

且 以 上
、

下 四 度 大跳 为主
,

下 面是 它的 开 始 数小 节 (为 简 明

起 见
,

已将 “ 花奏 ” 部 份删 去
,

只 记 留旋 律 音 )
:

尸 一 , r - I l

es
, r es l Ies ,】- - , les 州 】一 ,

; 兮}旦警} 全令 }? 鱼}粤兮}旦警1旦号 l兮兮}臀兮 l尽 令l一

独《琴 韵》一 曲
,

以 几 乎 是 通篇 级进 的 音 程 和 缓

慢 的 滑 奏
,

巧妙 地描 绘 古 琴 音 乐 的典 雅 和 平 风格
,

和 左手 演奏 中细 腻 的“ 吟 揉绰 注 ” 指 法
,

这 在 传统 筝

曲 中是 少 见 和 不 典型 的
,

( 三 ) 没 有悠 长
、

婉 转 的拖 腔式 乐 句 (有 异 于 当

地其 它 民 间 音 乐 的旋律 特 征 )
。

这 与 筝 曲较 为规整 的
“ 八 板 体” 式 结构 有 关

。

传统的运指技法 及其特点

(一 ) 大 指 的运 用

( 1 ) 大指 触 弦 刚 健 有力
,

乐 曲 的旋 律主 要 用 大

指 奏 出
,

而 以 中 食两 指 作为 配 合
。

( 2 ) 由连 续 快 速 “ 擎 托 ”构 成 的 大指 “ 摇 ” ( 或称
“ 轮” ,

符 号为 “

曰
” ) 是 大 指 主 要运 指 方 式 之 一

。

其

节 奏 型 为“ x % x x ”或 “ K x x x x 火 x x ” ,

与 浙

江 筝 摇 指 的震 音 效果 不 同
,

也 和河 南筝 的摇 指奏 法

不 一 样
。

传统 的 卓肺翔笋( 伽椰琴 )根 本 就 不 用摇 指
。

山 东筝 摇 指 时一 般 都 为 先“ 擎 ”后 “ 托” ,

这是 为

了 取 其摇 指 中重 要 的 第 一声音 质干净 而 形 成 的 习

惯
, “ 孽 ” 由大 指 由 外 向 内使 用 光滑 的指 甲背 触弦 发

音 纯 净
.

不像 指 甲的 另一 面 “ 托” 弦 时 音 色 略 为 发

“ 毛” 。

在传 统 慢 板 筝 曲 中
,

大 指 无 快 速“ 擎 托” ,

因 而

实 际 上并 不存 在 摇 指奏 法
。

在 传统 快 板 筝 曲中
.

摇

指 奏 出 清脆 明快 的 音 响
,

如 珠 落玉 盘
,

如 清 泉 叮

咚
,

左哎风 摆 翌 竹 》
、

《清 风弄 竹 》
、

《山 鸣 谷应 》等 曲

中 均 有 绝妙 的 效果
。

( 3 ) 由于 大指 使 用 多
,

它与 众 不 同的 以 灵活 而

方 便 的 小 关 节 作 为 活动 部 位
。

其 它 筝 派 一 般为 手 腕

关节
、

姆 指 大 关节 为 活 动 关节
,

或 是 它们 与 小 关节

的结 合 使 用
。

( 4 ) 大 指“ 花奏
” 指 法使 用频 繁 (或称

“ 花 指 ” ,

以

大 指 连 “ 托 ” 数弦构成的 “下 花 指 ” 为 主 )
。

其 它 筝派

相 对 少 用 一些
。

因之
,

大指 的 功 夫往往成 为 山 东 派古 筝技 艺水

平 的 一 个 重要 标 旨
。

( 二 ) 中 指 的运 用

在 大指 奏 旋 律 时
,

大 中两 指 常 以 “ 勾搭
” (符 号

为 “ 八 。 ” 和 它的 变 化 “ 。 。 ,’) 或 “ 大撮 ” (符 号为
“ O勺 的 奏 法变 换 音 色 或 加 强旋 律 的 重 音

。

中指 通 常 不 独立 弹奏 旋律
,

即使 旋 律 处 于低音

区
,

也 由大 指 弹 奏
。

但 《夜静赛 铃 》一 曲
,

旋律 完全

由中指 担 任
,

大 指 则不 断 地 在旋 律 音 的 后 半拍 作模

拟蛮 铃 声 的 “花 ”奏
。

这 是 中 指独 立 奏 旋 律 的唯 一 例

外
。

河 南 筝
,

广 东 筝 及伽 椰 琴 等 都善 于使 用 右 手大
、

中指 捂 住 / 又度音 ( 或 单音 )余 音 的 手 法
,

使 音乐 出 现

明显 的 休 止
,

而 山 东 筝 中 并没 有 这 种 奏 法
。

( 三 ) 食 指 的 运 用

食 指 的 触 弦 力 度 最小
,

偶尔协 助 大 指 弹奏 旋 律
,

在 大
、

食
、

中 三指 中
,

食 指 运 用 得 最 少
。

这 与 这 一 流

派 刚健 浑厚 的风 格 气 质不 无 关 系
,

试举 一 个 传 统 的

指 法 组合 “ 四 点 ,’( 浙 江 筝称 法 )
,

以 观 各 筝 派 中食 指

的 “ 处 境 ,’:

山 木拳
、

河南筝
:

浙 江擎
、

潮州 筝:

朝鲜等“如娜知
:

沪气 、 J 沙 , , J

邑 旦 互
~

互 ( 书火
、

丸太
,

大柑 为主
、

钊 旨胡 刁

产、 , J 、 、J

巨互 巨』 (书 大
、

食
、

大
,

三 指亚 用
。

)

尹、 , 、

尹 、

巨
~

旦 旦』 ( 中
、

食
、

称食
,

食才旨薄乌翔泊耗 办

不 过《书 韵 》一 曲
,

是 以 大
、

食 两 指 配合 主 奏 旋

律
,

是 山 东 筝 中大
、

食 两 指 同处 主 要 地 位 的唯 一 例

子
。

在 以 清 丽
、

纤 细 风 格 见
.

长 的 山 东 筝 演奏 家 高 自

成 的演 奏 中
,

触弦 力 度 较 小 的食 指 使 用 机会 比 别 人

稍 多一 些
,

它 反 映 了 不 同 个性 的艺 术 情 趣 的演 奏 家

在运 指 技 法 上 的“ 偏 爱” 。

( 四 ) 左 手 按 弦技 术 及 其特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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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流派 筝 都 以 左 手 的 “ 按
、

滑
、

揉
、

额” (或谓
“

按
、

沿
、

吟
、

揉
”

) 寿手法 来 润 饰 和变 化 音 色
。

但

在 具 体 应 用这 些 手 法 时
,

却又 有 种 种 细微 的 区 别
,

成 为 造 成 不 同流 振 风格 韵 味的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

左 手指 法 虽 然 名 目繁 多
,

但 实 际 上都 是 “滑 奏 ”

和 “ 揉 弦” 两 种 技 术 的变 体
,

如 “ _

L 滑 音 ”
、

“ 下 滑

开
” 、 “

按 音 ,’( 或 称 “ 实 ,’) 等 属 于 “ 滑 奏” 技 术 一 类 ;

“ 吟” “ 揉
”

(或 称
“

虚
”

)等 均 为幅 度
、

频 率 不 同 的 “ 揉

弦
” , . `

点
” 、 “

走 ” 则 为沿
、

揉 技 术 结合 而 产 生
。

山

东 筝 的 滑奏 使 用 较 多
,

其 上 滑 音 多 于下 滑 音
,

滑 奏

勺过 程 也 校快
,

这 些 与 其 传 绮 乐 曲 中 大部 份 为 活 泼

次 决 的 山 情 有关
。

探 弦 时 的辐 度大 小
、

频率 快 慢 在

水 曲进 行 中更 是 千 变万 化
,

表 现 出无 穷 的韵 味 !

还 有左 右 手 结 合 奏 出 的 “ 双擎 ,’( 符 号 为 “ 口 ” )
,

K之托 ” (
. `

目
”

)
、 “

双 勾
”

(
“

众 ” )
、

“ 双 抹” ( “ 今 ” )是

山 东 筝 具有 特 色 的 指法 (赵 玉斋 曾把 它 们 归 纳为 “邻

弦 向 青
’,

萝李法 )
,

它 不仅 加 强
、

突 出 了 重青
,

而 往往

使 流 畅 的旋 律 进 行 中 出 现 棱 角
、

出 现节 奏 和 音 量 上

的 跌 宕
、

】
,

贝挫
。

山 东筝 对 左手 的技 法 是 很重视 的 (相 对 而 言
,

浙 江
、

蒙古 等 流 派筝 对 左 手 的 运 用并 不很 注 重 )
。

有

个不 常 用 的 手 法 叫
“

空
” ,

意 为左 手 闲 置 不 功
,

只 以

右 手 井 公
。

偶 尔 不 用左 手 抚 按 都 要特 意注 明
,

可见

左 手 在 乐 曲进 行 中 是何 等 繁 忙
。

在 双手 有 机 配 合 的 前 提 下
,

慢板 筝 曲着 重左手

的 功 夫 ; 快 板 筝 曲 着重 右 手 的 技 巧
。

沉 思 吟 诵
、

富

于韵 味 的“ 按
、

刹
、

揉
、

颤” 和促 弦繁 响
、

波 澜起 伏

的
“

花
、

;习
、

报
、

摇 ” ,

使 得 慢 板筝 曲有 古 朴 淡 雅
,

内在 凝重 和 快 板筝 曲有 声 繁 激 越
、

热 情 奔 放 的 音乐

风 {若
。

汇青 乐 风 格
、

运 指 技 法
_

匕 山 东 筝 与 其 它 流派

筝 的 区 别 是 明 显 的
。

由于 山 东筝 的 流 传 地 区 正与 河

南省 接址
,

两 省 音 乐文 化 必 然会 相 互 影 响 和有 所 交

流
。

所 以
,

山 东筝 与其 它 流 派 筝 中
,

以 与 河 南 筝最

为 按 近
,

因 ! llj 在 近 现代
,

人 们 已 习 惯 把 这 两 个 筝派

统称 为 “ 北刁及
,, 。

山东派 古筝 的创 新 和 发展

早 丫` 三 十 年 代 的 北 方 筝 坛
_

匕 出 现 了 一首 不 同

卜1
`

响 的 改 编 曲《渔 舟 唱 晓 入 它 是 立 胜 于 北 汇 古筝 的

传统 技 法 和 青 识d垂越础 上 发 展 起来 的 具 有 高度 艺 术 水

平 的古 典 风 俗作 品
,

在 曲式 结 构 上 冲破 了 六 十 八板

传 统 古 曲 的 单一 曲式
,

通 过 不 同的 段落体 现 了 音 乐

形 象 的变 化 和 发 展
,

使 用 了 大 篇 幅 的 音 型模 进 手 法

右i华 彩性 质 的 段 落
,

比 之传 统 的 六 十 八 板 的 古 筝

曲
,

大大 地 跨 进 了 一 步
。

但是 在 《渔 舟 唱 晚 》中
,

双

乎 弹 筝还 未 出 现
。

到 五 十年 代
,

以 双 乎 弹筝 为 特 点 的 古 筝 折 作

《庆 丰年 》问 世 了
,

山 东 筝 的 而貌 开 始 了 新 的变 化
。

明 作 者赵 玉斋 是 出 生 于 山 东郭 城 农 村 的 民 间 艺 人

之现 为沈 阳 音 乐 学 院副 教 授 )
,

解 放 后 在 党和 人 民 政

府的 关怀 下 结 束 了 颠 沛 流离 的 卖 艺 生 沉
。

赵 玉 斋 不

仅 有 着 深 厚 的 山 东 民 间 音乐 功 底
,

又 具 有对 周 田 新

鲜事 物 的敏 锐 感觉 和 改 革 创 新 的 如气
。

他 首先就 对

联 奏 的传 统快 板 筝 曲《四 段 娜 》( 由《清 风 弄竹 》
、

《山

鸣谷 应》
、

《小 溪 流 水》
、

《普 天 同庆 》四 首 小 曲组 成 )

进 行 演奏 上新 的 处 理
,

充 分 挖 掘 了 这 些 古 曲 中优 美

动 人 而变 化 多 样 的 情 趣
。

重 新 处 理 演 奏 的《四 段 锦》

体 现 了对 传统 艺 术 的 继承 和发 展
,

面 貌 为之 一新
。

此 后
,

赵 玉斋 即 以 传 统 的 山 东 筝 技 法
、

山 东 民 间音

凋为 基础
,

创 作 了 以 双手弹 筝 为 特 点 的 新作 《庆 丰

年》
。

传 统 的古 筝 中
,

只 有浙 江 的武林 筝 广 泛 的 运

用 双 手 弹筝 的 技 法 (如 传 统 古 曲《将军 令》
、

《灯 月 交

辉》等 )
( ,

而《庆丰 年》的双 手 弹 竿 却 是 作者 受 到钢 琴

演 奏 的 启发
。

双 手 弹 筝 提供 了 古 事 演 奏 多 声 部音 乐

的 可 能性
,

丰 畜 了 表 现 力
。

所 以 在 《庆 丰年 》 间 世

后
,

人量 的 表 现 现 实 生 活题 材 的 古 筝 新 作 中
,

儿 乎

无例 外地 使 用 了 双 手 弹筝 的 表 现 手 段
。

具 有 较 高 水

平 的新 作 有 李 祖 基 的 牵卜收 沙鼓李
、

韩 庭 贵 的 《包 楞

调 》 等
,

它 们 都 用 山 东 民 间音 调 作 为 素材
,

立 足 于

山 东 筝派 的传 统 技 法风 格 而 有 所 创 新
。

近一
、

二 十 年 来
,

由于 各 个古 筝 流派 之 问 的 广

泛 交 流和 其 它 音 乐 文化 的形 响
,

就全 国 范 围 内
,

许

多 青
、

中年 筝 手 的 演奏 和 古 筝 的 新 作 中
,

不 再 像 五

十年 代那样 较 多 地保 留 了各 流 派 在技 法和 音 调 上 的

特 点
,

而 趋 向于 一 种合 流各 派 之 长 的“ 综 合” 型 的 演

奏技 巧 和 风 格
,

借 茶 于 钢 琴
、

竖 琴 的 多声 部织 体 手

法也 在 古 筝 上 得 到大 量 的运 用
。

左手 的弹 奏
,

不仅

仅 限于 双 手 弹 筝早 期 的 加 强 右手 旋 律 声 部 作 用
,

进

而 演 奏 相 对 独 立 的 伴 奏 声 部 或 副旋 律 声 部 ; 右手 的

快速 技 巧 得 到 很大 划又
:

左 石 手 的无 名 指 渐 渐开 始

使用 为 了 加 强 力 度 和 街色 的 变 化
, “ 扫 摇

” 、 卜 、

污
一

l

弦
” 、

“ 泛 音
”

等折 手 法 也 不 断增 加
·

一
。

这些 演 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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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听 众 提 示 了 特 定 的 意境
,

而 且 有鲜 明 的 音 乐形 象

( 乐 队 间 奏 也 是如 此 )
。

配 器 的 构 思 注 意到 了 总 体 的

设 计 和布 局
,

手 法 细腻而 有 层 次
。

在塑 造 主体 形象

方 面
,

乐队 在 第 三 乐章 中所 起 的积 极 作用
,

尤 为 明

显
。

在 描写 性的 引子 中
,

乐 队 或 单线 平 涂
,

或 浓 墨

重 彩
,

用 富 于戏 剧性 对 比 的 造 型手 法
,

将 带 有几 分

神秘感 的 森 林 景象
,

如 迷檬 的 雾纱
、

沉 思 的 老 树

等
,

象 电影 画 面 似地 逐 一 推 出
,

使 人 有 如 亲 临 其

境
。

合 唱 开始 以 后
,

乐 队 由 弦 乐而 木 管
、

打 击乐
、

铜 管
,

一 直发 展到全 奏
,

音 响 和 力 度 不 断 加强
,

把

浑厚 的 男 声合唱 一 步 一 步推 上去
。

然 后
,

乐 队脱 颖

而 出
,

小 号和 长 号 相 隔 一个 八 度
,

在 另 一 个调 性 上

吹 出了 悲壮 有力 的
、

表现 英 雄 性 格 的 对位 旋 律
,

再

一次 形 成 合唱 与 乐 队 在 主
、

属 两个 调 性 上 的叠 架
,

使合 唱 部分 的 感 情 高 潮
,

得 到 充 分 的 渲染
。

乐 队 和

人 声 所组 成 的 交 响性 发 展
,

在 这 个 乐章 中获 得 很大

的 效果
。

另 外
,

第 五 乐章 的 结 尾 部 分
,

合唱 与 乐 队

以 名
/

: 与 “八 的 复 合 节拍 相 对 应
,

在宽 广 浩 大 的 气

势 中包 含 着 活跃 欢 快 的激 情
,

使“ 苍 山长 青
,

碧 水长

流 ⋯ ⋯ ” 这 一体现 作 品主 题 思 想 的音 乐 段落更 为感

人
。

“我 们 的创 作 ⋯ ⋯ 应 该 是 音 乐
,

是 诗
。

写 出 人 民

内心 深 处的感 情 来
,

然 后才 能 真 正 打动 人 民 的心
。 ”

(贺 绿汀 《论 音乐 的创 作 与 批评》) 《森 林 日记 》基本 上

做 到 了这 一 点
。

它 在 初演 后
,

经 多 方 听取意 见
,

作

者作 了 一些 修 改
、

调 整 , 并 在 第 四 乐 章之 后
,

补 写 了

《护林人 的 小 屋》 (女 高音独 唱 及 男 声合 唱 )
、

《春 天

的 脚 步》 ( 混声 合 唱 ) 两个 乐 章
,

其 中
,

《护林人 的 小

屋》已 用 在 新录 制 的 同 名 电视 音 乐 片 中 了
。

大合 唱 原 是 外来 的音 乐体 裁
,

从黄 自的 清 唱 剧

《长 恨 歌》算 起
,

在 我 国 不 过 五 十 年 历史
。

由于 它 可

以 包含 的感 情容 量和 可 以 表 现 的感 情幅 度 远 远超 过

一般 的 小 型 声 乐体 裁
,

能 在 更 广 阔 的背 景 上 去 反 映

社会 生 活 ; 同 时
,

又 由于 它 盲田借助 于歌 词
,

比 一 般

的 大 型 器 乐体裁 更 易 于 为 群 众所 理 解
,

因 而 在 我 国

曾得 到 相 当大 的发 展
,

并 产生 过象 《黄 河 大 合 唱 》这

样 的反 映 了 一个 时代
、

又 深受 群 众欢 迎 的 不 朽 名

作
。

但 是 近年 来
,

大 合唱 的创 作 却 似 乎 处在 一 个 令

人 担 忧 的 萧条 时 期
。

这 就是 大 家 常 常 谈 到 的所 谓 合

唱 “ 危 机” 。

形 成这 个 “ 危 机 ” 的原 因 固然 是复 杂 的
,

多方 面 的
,

但 是 单 就 作 曲 家主 观 方 面 而 言
,

最 根 本

之 点还是 由 于 不 同程 度 地脱离 生 活
、

脱 离群 众
,

以

及 受 某 些 固有 的概 念 和 现 成 的 模 式 的束 缚
,

打 不 开

自己 的 创作 思 路
。

如何 克 服 这 个 “ 危 机
” ,

作 曲家 们正 在 进 行 探

索
。

在这 方 面
,

《森 林 日 记》以 它 的实 践
,

为 克服 这

个“ 危 机 ” 找 到 了 一条 通 向八 十 年 代群 众 的 心 灵 的路

子
。

因 此
,

我 们有 理 由欢 迎 这部 作 品 的 问 世
。

同时

也热 切 地 期 待 诗 人和 作 曲家 们亲 密 合 作
,

继承 和 发

扬 我 国 大 合 唱 创作 的优 良传 统
,

在新 的 起 点 上
,

为

我 们 的 时 代
、

我们 的 人 民 谱 写 出 更 多 的 合 唱佳 作
。

合 唱 艺术 振 兴 有 期
,

它 的前 途 是 光 明 的 !

(本 文 题 字
:

刘 炳森 题 图 : 陆 洋 )

砂

(上 接 第 50 面 ) 技 术 的 发展 无疑 加 强 了 这件 古 老 乐

器 的 表 现力
,

也 涌 现 了一 批表砚 时 代 风貌 的各 有所

长 的 新 作
。

但 是
,

与 此 同 时
,

也 出现 了 忽视 传统 技

法 和 风 格 的倾 向
,

不 少 作 品单 纯 追 术 速度 和 多 声 部

的 双手 弹筝 技 巧 而 几 乎废 弃 了左 手 的按 滑 技 术 ; 过

于 频繁 的刮 奏 所 带 来 的廉 价 的华丽 音 响反 而 使 人 厌

倦 ; 有 的新 作 往 往 给 人一 阵 快 速而喧 闹的 印 象 而 留

不 下更 多的 艺 术享 受
。

还 由于 作 品 在 风 格 和 曲式 上

的雷 同 ( A B A 三 段体 并 冠 以 刮 奏 所 构 成 的 冗 长 引

子 )
,

使 得一
、

二十 年 来 产 生 的大 量 作 品中 能 成 为保

留 曲 目 的 却 并 不多 得
。

音 乐 艺术 活动 的 现 实 告诉 我 们
,

墨 守 成 规
、

故

步 自封 固 然会使 艺 术 发 展 带 来落 后
、

僵化 而 缺 乏 生

命 力 ; 而 忽视 传 统 技 法 基 础 和风 格 特 点 的倾 向也 同

样 会导致 艺 术 上 的 单 调
、

雷 同 而 缺 乏 生 命 力
。

革

新
、

创 造应 在 传 统 的 基础 上进 行
,

它 们之 间并 不 矛

盾
。

人 们喜 欢 在 筝 上 奏 出 丰 富 的 多 声 部音 乐 和 新 的

音 色
、

技 巧
,

也 希望 在创 新 中 更 多 地保 持 浓 郁 地方

风 格 和 流派 特点
。

创 作多 年 的 山 东 筝 的《庆 丰年 》
、

《丰 收 锣 鼓》; 河 南筝 的《闹 元宵 》
、

《幸 福 渠》; 广 东

筝 的 《纺 织忙 》⋯ ⋯
,

它们 至 今 仍 然 受 到欢 迎 也 正在

于 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