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吸乐曲研究
·

大套曲概说

赵 玉 斋

〔编者按 古 曲套曲是我国民族 民间音乐宝藏中的珍品 据介绍
,

在山 东西邢地方录早流行的套

曲有
“

名曲十 大套
” 。

一 九八 年六 月
,

沈 阳音乐学院举办一 次古手
、

擂琴独 奏青乐会
,

著名 古争演

奏家赵玉 斋副教授领 奏演出 了
“

十 大套
”

名 曲 中的 第一 大套曲 合奏
,

获得成功
。

最近他在写作学

术研 究文章 《论筝的流派 艺术 》中着重介绍 了这部 套曲作品 这里发表其 中的一部分
。

每筝艺术老八板曲调源远流长
。

比较悠久的 《弦

索十三套》中部分乐曲
、

江南丝竹
、

潮州套曲弦诗
、

云南套曲八音
、

河南板头曲 以及山东
、

河南
、

潮州

等地民间用筝
、

箫
、

琵琶
、

三弦和其他多种乐器配套

成龙的大联赛等
,

皆有传统老八板体系佳品 无论从

合奏
、

联奏 重奏
、

齐奏
、

独奏
,

以及后来发展的弹

唱
、

伴唱等演出形式方面来考察
,

无叫不是突出筝的

演奏效果
。

山东古曲套曲中的第一大套曲亦属此类
。

在那里
,

民间最早流传有
“

名曲十大套
,

小曲二百首
,

书山戏

乐器有筝
、

琵琶
、

扬琴和奚琴 形似二胡
,

称为
“ 四

大件
” 。

所谓大鑫曲
,

就整体说来是不少于四首至八首乐

曲组成的
。

第一大套曲中的
“四大板

”

有头板 大板
、

二板
、

三板
、

四板之分
。

一般乐器演奏时
,

每板中仅

包括一首乐曲
,

成套合为四首叫傲
“
四合四 ” , 而唯

独筝曲在三板中包括两曲
,

四板是题为 《高山流水 》

的小套曲
,

由四首乐曲组成
,

大套合为八首
。

由此看

来
,

第一大套曲实为大套夹小套
,

曲曲相联
。

所有这

许多首乐曲各有名目
,

列衰说明如下
。

海地
,

七十二哼哼
”

之说
,

第一大套曲即是其中的一
、

沁
部

。

这种套曲演出盛行于普西地区
,

尤其是哪城
、

哪 ’

城两县
,

为山东琴书玩友班的圣地
,

因此号称
“

娜弥

筝琴之 乡
” 。

昔日大诗人 曹植 哪城王 的项筝诗章

中有
’·

弹筝奋勉响
,

新曲妙如神
”

之句
。

四十五年前
,

在山东西部地方能够完整成套演奏
,

下来的只有这一部大套曲
。 “

文革
”

前笔者存有唯一

的全部乐曲总谱 工尺谱 珍贵资料
,

后 来遭劫遗

失
。

粉碎
“ 四人帮

”后有幸于废纸堆中发现收回局部
,

才得以继续整理研究机会
。

仅将初步成果草拟如次
。

第一 大 套 曲 的 曲 体 结 构

山东古曲套曲又 名称之
‘

雅乐
” ,

可见是由宫廷

仕家转入民间并得以广泛流传的
。

第一大套曲简称
“ 四

大板
” ,

反映出这部乐曲的主要结构特点 合奏时主要

次次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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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的所有头板目同在节拍上为一板三眼形式

的大慢板
,

简称
“
三点一

”

二板又称
“
次板

” ,

速度

稍许快一些 , 三板又称
“ 正板

” ,

一板一眼 四板又

名
“

流水板
” ,

是快行板节奏进行
,

直至全曲结束
。

四项板类中的每一首乐曲都各自包括八个细小段落
,

称做八大板
,

有一至八大板之分 传说中所谓传统套

曲中的
‘’

老八板
”

名称
,

即是由这种八大板形式以及

每个大板段落中的更细小乐句节拍数 相应而得
,

但

不同地区处理
,

有细小之差
。

这部大套曲在演奏时比较灵活
,

既可按整个曲体

结构全郎一气呵成
,

也可根据需要分章分段单独采纳

其中某一首或几首另外安排不同长短结构
。

至于在民

间演奏中
,

临时对某一段或几段予以反复
,

更是常有

的事情
。

正是这种灵活取舍的结果
,

造成曲体结构变

化的丰富多彩
。

独
。

上述合奏形式中的
“ 四 大件

”
乐器皆可

独奏
,

各自常用乐曲旋律也可任愈选择
,

但比较特别

突出的则是筝的独奏曲目
。

这四种演奏形式中除独奏外
,

由于四种乐器在相

互配合演奏时
, “ 以筝为首

,

各守其律
” ,

结果自然

形成不同程度的和声效果
。

比较最为复杂的
,

当然是

乐器最多的合奏形式了
。

例如这部第一大套曲第四板

中的一个片断

第一 大套 曲的演奏形 式

根据递减乐器特点
,

第一大套曲的演奏形式分为

四种
。

合典
。

除用筝
、

扬琴
、

琵琶
、

奚琴
“
四大件

”

外
,

加以铃
、

板
、

碟三种器具掌握节奏
,

形似指挥
。

演赛过程中
,

以筝为
“
主

”

奏
,

以扬琴为
“

领
”

奏
,

以琵琶为
’

配
”

奏
,

奚琴则侧重于
“

合
”

字
。

打板敲

碟很为 , 要
,

如同戏曲乐队的
“

鼓佬
” ,

对整个乐曲

的快慢强弱和喜怒哀乐的情感表现起决定性作用
。

。

三 ,
。

有筝
、

扬琴和琵琶三种乐器演奏形

式
,

又名
‘

三联奏
” ,

当地称作
“
一锅清

”

这是那

里一位授业很深
、

专门表演套曲合奏的琵琶 演奏家石

登岩老先生所传教的一句话
,

所谓
“一锅清

, ’

即是要求

具有同样拨弹特点的乐器
,

一律相互灵活配合演奏
。

二盆安
。

有筝与扬琴或筝与琵琶等多种形式
。

扬琴演奏者在前述两种演奏场合中
,

必须是 熟通 多种

路子 的老手才行 乐曲的临时变换板头或者突然刀截

一声终
,

全凭他
“

领
”

到那里
,

大家就跟到那里
。

但在

此种二 吸必中 只须和节密切配合便 以 了

厂少甲几 尸 , 卜

砂 卜‘ 峡

退 口叫 砚州 二

斗
一 ‘ 居 于

一 刁,

犷

户 , 肠 玛月
一 , 番子 协 签

’

具
一

户通

拳
、

衍琴
、

琵琶
、

二胡 代奚琴 第一 大 套曲合 奏

这其中筝部曲目名称是 《风摆翠竹 》,

扬琴为 《流

水 》 ,

琵琶为 《双风齐鸣 》 ,

奚琴为 《追舟 》 。

前方

四小节是第一大板
,

后四小节是第二大板
。

它们在同

时结合演奏中
,

有以下几个特点

筝曲开板第一小节采用
“

花奏
”

即花音奏

法
,

以拇指连托突出这种乐器五声音阶空弦的风格

特性
,

效果清脆灵俐
。

奋筝的此种奏法较全国其他地

区不同流派适用最多
,

本地区把它叫做 一招鲜
,, 。

另外
,

在第五小节中也是以拇指做由下而上的
“ 反花

音
”

处理
,

比之开板焕然一新
,

同属花奏之类
。

扬琴开板时用
“ 沪 音

,
·

同筝的
“ ”

音形

成小三度
。

尤其是同筝的较弱部位多次出现的
“

’
’

音

相结合时
,

扬琴不时用
’‘

’’音和
‘ ”

音
,

颇有 丰富

的分解和弦意味
。

另外
,

扬琴每拍中都有持续的
‘·

’’

音出现
,

充分发挥 了性能特点
。

琵琶一方面于第六
、

七小 节在节奏上同筝紧

密配合
,

而在第四和第八小节的强拍上则更富有个性
。

在第三和第七小节强拍的后半拍上
,

由于采用短促的
·

’’音
,

使整个织体部位构成完整的属功能
,

效果

很丰满
。

它在两处 ’’ 音上做轮指拱托
,

更是发挥

了乐器本身特点
。



奚琴做 为拉弦乐器
,

其旋律和琵琶大致相同
,

但也有不少显著差异地方
,

如第五小节弱拍
,

琵琶 为
“ 一 ”

而奚琴
“

反其道而行之
” ,

结果临时帮

助构成完整的属和弦
,

造成丰满和声效果
。

这种乐器

用当地话说是
“ 以韵代色

,

混合找平
” ,

确实从中起

到 了
“

红娘拉线
,

成人之美
”

的作用
。

三 重奏的例子
,

如第四板中的另一种第一
、

二大

板组合
例

第一大套曲的乐曲 内容

峥奢厂币
,

代
一

洲忿
一

福

尸口吧
︸二

沿

刁
︸

门哎
·

沟一一户

阵哈哈

二刃梦 宜‘ 尸叫

弃公
二 ‘

‘ ,

子

甚

月
一

乌
甘

几 广 户户三

欢井于急宪三〕

户歹匆争劝每
户勺 月 夕

二
一

层

‘

用九 屯
澳异老

这其中筝部旋律有很大变化
,

曲目是《夜静妾铃 》,

做到
“ 以筝为首

” ,

扬琴和琵琶曲目名称则同前例
,

旋律也基本上是
“

各守其律
” 。

比较复杂的是琵琶在第

五至第七小节所造成的通盘变化和对比
。

二重奏的例子
,

如第三板中的开头第一
、

二大板

汉宫秋月

相传系根据东汉文人班彪之女
、

班固之 妹班昭 约

—约 的一篇歌赋而作
。

他们三人受命于 朝廷
,

先后撰写过历史名著
。

班彪初稿 《史记后传 》
,

班固

继而修成 《汉书 》
,

最后班昭续做补充
。

由于班昭经

常出入 宫廷
,

持奉皇后妃缤
,

对帝王生活比较 了解
,

曾作 《团扇赋 》 ,

抒发宫女们的哀怨
。

后来在此基础

上改题为 《汉宫秋》
,

并把为它所作乐曲命 名为 《汉

宫秋月 》
。

这首乐曲位居山东传统筝曲之首
,

可谓曲中之王
,

为本地筝曲学者必修曲目
,

属 于第一大慢板板头范围

之内的乐曲之一
。

几 十年 来 全国 各大 小流派 所演

奏的及工尺谱资料现存的约一千二百余首筝曲中
,

还

没有发现与它在标题
、

音调
、

手法
、

速度等方面相似

的作品
,

所以实在是曲意深远
,

技法高强的佳作
。

乐曲开头用
“

花奏
”

手法描绘宫女们的凄惨寂寞

处境
,

以每分钟六十余拍速度的徐徐慢板
,

奏出低沉

优思的音调旋律
,

随后进入第二大板
。

在这里
,

她们

望月思乡的内在感情是用上下八度双音正反扣弦和左

手按滑轻揉配合等技法来表现的
。

直到进入三
、

四大

板
,

旋律由低沉向高潮进展
,

使用了花指
、

按托
、

揉

滑等独特技法
,

表现反抗精神
。

五
、

六
、

七大板都属

于曲情高潮阶段
,

特别是第七大板
,

速度突快
,

情绪

激昂
,

是对封建王朝的强烈控诉和斗争
。

曲终的第八

大板由先前的起承到结尾的转合
,

又 归于凄凄切切的

断肠声
,

指滑音揉万种情的伤感
。

夜景引人深思
。

全曲

演宕浅
‘

魂士七声入上外夕,‘卜今个二冷比。,’二、,心人几止‘伙
·﹄‘今护人尺‘‘口上口今今天

,

’,’令今么冬人土人,,口名上二叹走上从人、人抓今、‘个夺,弄‘夕勺·小口卜口今卜士
,

、、人弋人毒奋至、落今杏人‘气姜专攀枷,占护个全几人人个弄‘全‘名劣肠
。口盆思兮口个口合补式孟口孟人二卜二人‘上个份人人人名冷久仁兮人叹凡上

·

、名上‘
·

、儿心二户成洛个卜,口上‘价今咨权圣‘卜人人占全
‘

例

山东筝家黎连俊先生手稿﹁汉宫秋月﹂

嚷
⋯

牌吮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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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弓

厂不‘杯祠
减 获 ‘ 刁 尸 带

砂

不

, 勺翻 , ,

寻 万 哥 不

渗凤
二

拜节 , , 二 二

奋 ‘ 刁 侧 一公 」

寻
沪口口

月 一 ‘ 曰

赵竺 三
‘二‘舀二‘口 衬

勺 , 一
」

门

口 一 一
子 甘 甘

这其中筝部曲目是 《莺琳黄峭 》 ,

扬琴是 《天 下

同 》
。

两者比较突出的对比变化是在第六
、

七小节上
。



在表现如泣如诉的同时
,

要求以韵带声
,

声情并茂
。

美女思 乡

又 名《思 乡 》
、

《昭君 怨 》
。

乐曲描写 汉 元帝时
,

王昭

君 为汉匈和好远嫁匈 奴后
,

于异邦怀念祖国
,

思恋家

乡的情致
。

演奏速度每分钟约七十拍到八十拍左右
。

乐曲开始头板用前滑音
,

压揉点扣等手法的配合
,

表现怀国思 乡的感情
。

曲中有不少地方以重按压弦升

高小三度 如第三大板 中有 两 处 由
“ ’

音压升为
· ”

音 和大二度 如第四和第五大板中各有两处

由
’“

’
’

音压升为
‘’

’’音 的音程变化手法
,

,

突出

了鲁筝流派风格特点
。

另外某些地方的揉滑连续及抹

托五度和音的传统手法
,

也是其他流派筝曲中少 见的
。

尤其是激情高吭的压升手法
,

用以右手食指指尖强力

抹弦
,

拇指由主转副
,

配合食指
,

取之音乐焦燥骚思忐

忑的情促声
,

声韵并举的 惊人效果
,

深刻表现 了王昭

君的高大气节
。

鸿雁捎书

此 曲以浪没主义 手法描写 汉元帝时
,

王墙 恨 王

昭君 于定配匈奴和亲途中迁到鸿雁
,

乃托鸿雁捎书

汉朝的故事
,

刻划她的高节忠贞形象
。

其中迄用 了
‘ ·

邻

弦同音
” ,

抹弦花奏与托弦花奏的特殊技巧
,

以及 上下

滑音模拟雁叫声
,

来表达音乐思想感情
。

乐曲采用一板一眼 省拍形式
。

开始时用邻弦同音

的压顺劈指手法
,

这在筝上很有特色
。

尤其第二小 节双

附点节奏音型 参看例 第二小节
,

为其他流派筝曲

所罕见
。

在第三大板后两小 节中有一处于弱拍的
‘ ·

日

音上做 竹奏揉顺
,

此拍音型只用一根弦拇指托劈新取

的特殊效果
,

单指奏一弦
,

叫做
“

双弹
”

指法
,

手势

强调左手压
、

揉
、

滑
、

点技巧
,

有效的配合拇指托劈摇

刮技巧
,

取之音乐情趣别致
,

独创一格
。

当年鲁 筝老

前辈
、

先师黎连俊先生常说
“‘

《鸿雁捎书 》的演奏是最

能考验一个人的
。 ”

这说明此 曲的表现难度很大
。

莺嗽黄鹉

此 曲旋律连贯紧凑
,

活泼跳跃
,

刻划 了黄鹏歌唱
,

表现它安适自在的美好生活
。

和前述 《鸿雁捎书 》 在

结构上同是三十四小节
,

六十八板
。

乐曲开板用拇指肢关节
,

托劈密摇
,

这种鲁筝的

独特手法奏出的音乐效果清脆咪亮
,

意晚深刻
。

有时

三小节一气呵成 参见前述例 第六
、

七小 节
,

在

技巧上要求干净利落
,

稳重求实
。

紧接着从低音
“‘ ”

到高音
“

的两个八度的跨弦跳度演奏出
“

激弦无

俗响
,

高节未难音
”

的急奏昂扬
,

表现黄鹉展翅飞翔
,

高歌欢唱的 自由生活
。

本曲在节奏规范 六十八板 之内
,

按照音阶格调

可以变奏
,

如用变奏加花
,

琉密音符
,

用以勾托指法
,

左手打弦点指等手法
,

巧 妙明朗的声调发挥 了筝的效

果
,

形拟黄叭鸣叫的 仁由自在
。

本曲中也有儿处双附点

音型 参看例
,

但和《鸿雁捎书 》所用部位不同
。

高山流水

为山东流派著名古筝小套曲
,

全曲由 《琴韵 》
、

《风摆翠竹 》
、

《夜静蜜铃 》 和 《书韵 》 四 首乐曲组

成
,

每首乐曲均为六十八板 三十四小节 》 。

这些乐

曲既可独奏又可四曲联奏
。

此 曲相传是描写春秋时期的 琴家俞伯牙与钟 子期

以 琴声借高山流水抒情咏志结 为知音的故事
。

乐曲恬

峥淡雅
,

风格浓郁
,

音调 柔美
,

含苗活泼
,

谐合流畅

于山东郸哪筝琴之 乡有
“

筝琴之母
”

称号 为深造节

艺者必修之 曲
。

琴 韵

此中
‘·

琴
’

字可能有两种含义
, 一

种是泛指
‘

扣华民

族所有乐器综合之称 另一种是专指筝的音调而言 要

求奏之雅致优美
,

声色园韵
,

给人 一 种清新愉快之 感
。

乐曲表现效果恬静淡雅 富有浓郁的地方风味
。

四十年前演奏其头板四小 ,’时全用右手拇指与食指一

勾
”

一
’‘

搭
”

处理
,

又 名
‘’

小勾搭
”

后来演化 为

以中指代替食指
,

增加 了由
‘ · ”

音 压 升 为
“

的大二度特点奏法
。

由 于在此压升之前乐句要求从弱

到强再转弱
,

所以很讲究软
、

硬
、

柔
、

滑
。

若想演奏洽

到好处
,

全凭筝手的艺术修养程度 了
。

第三板中有在
’

音上按出
“

’’ 音
,

继而再升到
‘ ”

的 由

滑转为下滑顺音配合
,

最后还原为
‘ ’

音 同时又

有拇指和食指托抹的五度挟弹奏法等
。

所有这些
,

造

成效果浑厚雅致
,

韵味 自如
。

本曲中又有由于变 竹奏

山东争家黎连俊先生手稿﹃高山流水﹂,
,

司少吓
,

,’

,欢,从矽,令口上户叨公争,,、
,

人价。价口八
,口烤少必二兮几、冷友

·

人砖又二风工上沙吸八铃上八天入
,

今止孟二多友岭凡玲几凡铃又口礼比夸极
,

人从工工’铃又,花甲口
,

犷庄
,

人
,

打
,

火
,

、人今冬凡上一丁
、。二又、工

,

、匀﹄,人功凡几



处理出现的前弱后强
,

地方称之 为
‘“

粗如牛角
,

细如

牛毛
” ,

以及
‘

仙翁式
”

八度和音技法等
,

也都是鲁

筝特有的
。

此曲是典型的以韵代声
,

声情并茂的佳曲
,

一般演奏于中音区
,

但熟能生巧
,

也可灵活的在低
、

中
、

高音区交替变换演奏
。

风摆翠竹

此曲以右手大
、

中
、

食指交替挥发的手法
,

很有

地方特色
,

强调左手揉颐相助
,

右手花抹撮轮等技法
,

生动地描绘表现出清风徐来
,

翠竹摇甩
,

风戏竹动的

喜悦景象
,

特别逼真
。

乐曲
’‘

花奏开始
‘

一招鲜
’ ,

按揉吟滑赛珠联
” ,

着重在演奏
“ ,,

音上的多变 参见前述例 第一
、

二
、

三和第五
、

六
、

七小节
。

曲中有以十六分音符

配之勾托压揉的八分音符
,

称之为顺粒式音型
,

演奏

时要求力度平衡
,

各个音型清晰透明
。

结尾有食指连

抹和压升三度
、 二

临弦同音
”

等技法 表现
‘ ·

流水击石

叮咚作响
,

风摆翠竹
,

起伏绿浪
”

的优美景象
。

古代 夯歌

及 其 风 格 流 派

方 萌

夜静妾铃

此曲是奋筝快速乐曲的佳作
,

旋律优美柔和轻巧
,

别具一格的发挥 了奋筝特性
,

为整个套曲中难度最大

的一首乐曲
,

有以下几个特点

所用花指奏法是任何乐器无法比拟的
,

其中

有强
、

弱
、

激
、

缓
、

大
、

小
、

长
、

短
、

轻
、

重
、

远
、

近等十二种之多的花奏要求 ‘参见前述例 在许多

拍节的后半拍上都有花奏

切分音出现较多
,

花音加切分
,

表现山润小

溪清做流水
,

其声音如同安铃
,

使人感到美好的大 自

然如此多娇

用轻指花奏时
,

传统奏法中一向是左手伴同

右手大指托弦
,

但在此曲中却是配合中指
,

这在其他

流派筝技中
,

又是一大突出

用强弱对比的花奏手法
,

演奏出的效果实在

是紧凑连贯
,

浑厚新颖
,

显示 了花指揉 弦
,

是鲁筝的

独到之处
。

书 韵

根据山东地方语言发音特点
,

运用大指托
,

食指

勾为主的演奏手法 小勾搭 构成全曲
。

乐曲始初用

食指开音
,

由下而上抹奏
,

老前辈称这种手法为
‘ ’

海

底捞月
” 。

乐 曲主要效果是描绘古色古香的读书声韵
,

具有

浓郁的地方语言特点
。

值得注 目的主要是它的音调特

征
,

醇厚激昂
,

唯妙唯肖
,

显著地区别于其他流派风格
。

此文于整理过程中
,

承蒙本院张富岩同志给以协

助
,

谨表谢忱
。

劳动号子 产生于集体 生产劳动过程之 中
,

它作为

民歌的一 个组成部分广泛流传在民问
。

不 同方式的劳

动便产生不 同形 式的劳动号子
,

如 长江 船夫的川江 号

子
、

海边渔 民的拉 网号子
、

码头工 人的搬运号子
、

水

田农民的插狭号子 ⋯ ⋯
。

夯歌就是劳动号子中的一 种
,

它伴随着建筑工 程 中夯土 坚基的劳动而发展起来
,

并

且有着极其漫长 的历史
。

我 国古代夯歌 的发展同当时的历 史环 境有密切关

系
,

特别应当提到的是春秋 战国时期
。

随肴生产力的

不断发展
,

统治者患 意享乐
,

以及诸侯争翻和外族内

侵 引起频繁的战争
,

各国便急于大规模修筑城垣
,

营

建宫室
。

历史上 见于记载的
,

如 卫 宣公 的新台
、

楚灵

王 的幸华之 台
、

晋 平公 的硬祁之 台以及 秦始皇 的阿房

宫等
,

均为极其豪华的大型建筑
。

至 于诸多城垣建筑

的记载
,

如始 于 战国的北 方长城
、

各诸侯 国的都城
,

更是屡 见不鲜
。

由于统治者大兴 土木
,

大批奴隶便被

驱 赶到建筑工地参加 沉重的劳动
。

营建宫室 坚实墓础

要打夯
,

修筑城垣也要一 层层地把松土夯实
、

加 高
。

夯歌 便随着大规模的打夯劳动不断发展起来
。

《诗经
·

大雅
·

绵 》 中有
“

筑之 登登
”

句
,

这是

对打夯绘形 绘声的形 象描写
。

《左传
·

宣公 二 年 》 记

载这样一 段故事

宋城
,

华元 为植
,

巡功
。

城者讴 曰 “ 呼

其 目
,

略其腹
,

弃甲而 复 于思
、

于思
,

弃

甲复来
。 ”

⋯ ⋯

公 元前 年
,

宋国被郑国打败
,

便修筑城垣
。

国相华元亲 自监 工 并检查工程质
,

这就免不 了要责

罚那 些干得不好的役夫
。

因此
,

有的领夯人就借领唱

夯歌的机会
,

把华元 被郑国打得丢盔卸甲
、

当 了俘虏

又单身逃 归这段不 光彩的往事
,

编成歌子来唱
,

以此

讥讽他
。

这首歌 为三
、

四字的短句
,

读之 上 口 ,

很可

能就是领夯人即兴编唱的一 首夯歌
。

近见 《韩非子
·

外储说左上 篇 》 中一 段 关于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