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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筝操鳗艺术
‘

陈 澄
江苏教育学院音乐系

,

江苏 南京 加

摘 要 欲修得精湛深邃的筝艺
,

必须拜明师访高友
,

并在至人的指导下
,

读心 中之名 文
,

攻本真之妙 曲
,

师诸百 家
,

溶为一 炉
,

汇万法为一
,

衍一 法为万
,

始悟
“

入之愈深
,

进愈难
,

而 其见愈奇
”

及
“

荟萃群芳殊艺风
,

精妙化绝夺天工
,

亘古筝家勤为本
,

能文善武苦中生
”

之筝道至理矣
。

是故
,

道业双全的古 筝大 师
,

必须 具备钻 坚求通
,

钩深曲极
,

完

粹有法
,

精 当得体之艺术追求
,

并朝着树德立 言
,

自成体 系的 目标去终身奋斗

关键词 古筝 操鳗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卓有成就的古筝艺术家
,

总是依靠毕生的勤学苦练精益求精地进行艺术积累
。

兹就操鳗古筝艺术之管见
,

试论如次
,

以

求专家们的指正
。

练筝的程序

默读曲谱 在默读时不单要掌握曲谱的外在因素
,

如音的高低
、

长短
、

快慢
、

强弱
、

谱中所标注的各种符号 筝演奏符号
、

音乐表情术语
,

而且对筝曲的内涵 意象
、

意境
、

意趣
、

意念等
、

布局
、

风格韵味
、

技术技巧的要求等都要进行分析领会
。

这就

是所谓
“

要练手
,

先练心
”

的
“

默练
” 。

初步试奏 初练时用最慢速度
,

以进行浏览性的试奏为好
。

这样可借以更为确切地熟悉作品
,

达到心手合一
。

此际
,

要

注意时值和节奏的准确
。

克服难点 在默读曲谱
、

初步试奏的基础上
,

使速度逐渐达到应有的程度
,

要使演奏时没有吃力的感觉
,

并要注意演奏器

官的柔韧性
。

遇到困难的乐句要反复练习
,

直到完全掌握为止
。

艺术加工 在纯熟的基础上
,

深一层结合作品的主题思想与情感气质的表现
,

对音乐中的各种变化 意象
、

意境
、

意趣
、

意

念
、

节奏
、

音势
、

力度和层次上的对比
,

都要进行精雕细刻的二度创造
,

以达到
“

音有意
,

意动音随
,

则众妙归
。

故重而不虚
,

轻

而不浮
,

急而不促
,

缓而不弛 ⋯⋯
”

明
·

冷仙《琴声十六法 》
,

以及
“

弹欲断弦方人妙
,

按令人木始为奇
”

的美学境界
。

不断提高 在练习
、

排练
、

演奏中
,

要 自始至终贯彻不断思索
、

精益求精的精神
,

使自己的古筝表演艺术不断地向深一层
、

高一层发展
。

,合里有与贵有神

对练筝习艺
,

要高标准严要求
,

不断地提高丰富美学境界
,

从内心理解
、

分析作品的思想感情
,

使古筝演奏艺术在时间
、

空

间方面达到声情并茂
。

古筝演奏形象的创造责在有神
。

神就是指演奏者要聚精会神地深人到音乐所表达的内容中去
。

引人人胜
、

出神人化
,

要

在
“

引
”

字上狠下功夫
。

演奏要有气概
、

气魄和气势
,

要有鲜明的艺术风格和音乐演奏形象
。

俗话说
“

装龙像龙
,

装虎像虎
” ,

而

且要达到
“

像极了
”

的程度
,

这就是有了神采
。

艺术的神采来源于生活和感情
。

另外
,

筝人要从诗
、

歌
、

文
、

艺中摄取艺术营养
,

提高理解能力
,

对所奏乐曲作细致深刻的分析
,

由表及里
、

由生而熟
、

由熟而巧
、

由巧而妙
、

由妙而人神 ⋯ ⋯
。

心气与旨趣

心气指音乐的气质
。

演奏者的音乐呼吸
,

与听众的生理呼吸相默契
,

从而达到
“

台上
” 、 “

台下
”

息息相关
、

脉脉相通
,

同呼吸

, 收稿日期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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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脉博的理想境地 先动已
、

后动人
,

演员是听众的
“

知心人
” ,

听众是演员的
“

知音
” 。

趣就是指发人深思
、

引人人胜
、

扣人心弦
、

摄人心魄的艺术情趣
。

不仅在演出中有
“

味里香
”

的感觉
,

即事隔多年
,

仍有
“

回

味香
”

之余地
。

趣是在板
、

眼
、

声
、

色
、

举
、

动
、

思
、

感等方面
,

以声情并茂的音乐形象来抒发丰富的含意
。

要
“

寓意深远
”

而又
“

明

白如话
” 。

其妙在化千万笔为三五笔
,

既要缩龙成寸
,

又须纤毫毕现
,

一清二楚
,

令人醒目了然
,

余味深长
。

趣是一层深一层
,

没有止境的
,

是生活中的美好气质的升华
,

在群众喜闻乐见中产生
。

刚柔相生
,

张弛有节
这是指关于力的使用

,

要明确弹筝时刚柔
、

张弛
、

虚实的辩证关系
。

一张一弛
,

一紧一松
,

紧的时间短用力
,

松的时间长用

力
,

用力
、

放松
,

再用力
、

再放松
,

蓄发相变
,

刚柔相济
。

要做到动中有静
、

动中求静
、

有劳有逸
、

劳逸结合
,

甚至以逸待劳
、

偷巧借

力
、

忙中偷闲
。

筝人必须知道
“

用力
”

与
“

缓劲
”

的道理
,

明乎维持生命的呼与吸
,

相等于演奏力学的
“

用力
”

与
“

缓劲
”

的交替关

系
,

才能更好地发挥才华和延长艺术生命
。

在演奏中所用的力
,

是一股
“

寸劲
”

也可以理解为巧劲 —有准备的
,

先蓄后发的突如其来的爆发力量
。

其特点是精力

集中
,

气足力猛
。

筝人要了解人体生理解剖知识和人体运动力学原理
,

把分力
、

合力
、

杠杆
、

圆轴
、

角位移等力学原理
,

及
“

紧了要绷
,

慢了要

松
,

又紧又慢才出功
”

的变换关系
,

融会贯通在操筝艺术生涯之中
,

于开放收合之际
,

力求处处均有
“ 四两拨千斤

”

的作用
。

并培

养自我监督的能力
。

李树堂教授讲学时说
“

由松人柔
,

积柔成刚 刚浮于柔
,

柔寓于刚
。

柔缓似抽丝
,

刚速似放箭
。

刚柔相济

棉里针
,

极柔软后极坚刚
。 ”

从细打基础
,

从苦下功夫

练筝时关节松柔 自然舒展
,

演奏时方能由
“

蓄劲运指
”

自然而然地达到
“

着弦成刚
” 。

切忌僵硬
、

软弱
。

俗语说
“

曲弹千遍

自然熟
,

曲演万遍神理现
” , “

千手拳
,

一手溜
” , “

学时一大片
,

用时一条线
” ,

这可以理解为
,

从舞台艺术实践出发
,

必须从难
、

从

严
、

从细打基础
,

从苦下功夫
,

愈练而愈精巧纯熟
。

不断深化与借鉴创新

轻奏求清 这是指用最小的消耗
,

获得尽可能大的艺术效果
。

它有利于净化技术技巧运用的纯度
,

防止盲 目地滥用激情

及不合逻辑的表现
,

力求保持头脑的清醒
,

思维不紊
,

达到虚实分明
、

动静相依的境界
。

变中求精 练琴 指小提琴 贵在弓法
、

指法
、

节奏
、

速度
、

色彩
、

对比等方面有所变化
,

如此方能提高艺术效果
。

捷 舍夫

契克所著小提琴教程
,

仅弓法的变化就多达四千多种
,

可见变中求精的天地是非常广阔的
。

勇于借鉴 艺术旨趣相通
,

筝者需从社会生活及各种姐妹艺术中吸取营养
,

并从艺术名家的实践中学习好的方法
。 “

艺

术学习博而不深
,

势必流于平庸短见
,

但深而不博却会 目光偏促于一隙
。

必须在深钻本门艺术而外
,

做到广览博收
,

无一不

学 培养 自己多方面的爱好与兴趣
”

马连良
。

筝人要做到博采众长
,

融会贯通
,

而后才能独出心裁
。

溶化创新 筝人要多学
、

多练
、

多听
、

多看
、

多想
、

多走
、

多琢磨
、

多积累
、

多动笔 ⋯⋯但最后要根据 自己的条件和时代要

求
,

加以发展和创新
。

单纯的模仿
,

必然导致照猫画虎
,

最多只能是形似而已
。

艺术贵在创新
,

模仿虽易见功
,

但格调不高
。

要

做到继承而不保守
,

创新而不脱离传统
,

借鉴而不生搬硬套是不容易的
。

梅兰芳先生谈到学戏过程时说
“

由不像到像
,

再由

像到不像
” 。

我认为这是学习
、

深人
、

创造
,

再学习
、

再深人
、

再创造的过程
。

第一个不像是初学
,

像是由模仿到圆熟
。

第二个不

像则是艺术创新阶段了

业精于勤 学筝者如牛毛
,

成者若麟角
。

只因筝艺之得
,

贵在绳锯木断
,

水滴石穿
,

要锐意精进
,

持之以恒
。

我国已故民族音乐家
、

古筝艺术家
、

教育家曹公东扶大师的筝经是笔者的座右铭
,

兹转抄于后
,

以飨读者
。

曹东扶筝经 民间传统艺术
,

必须弹唱结合
。

手下有功夫
,

唱中有味道
。

心灵手巧
,

融会贯通
。

钩深取极
,

久久为功
。

会好

精绝
,

独树门庭
。

树德立言
,

济世传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