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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抬来放好
。

肖邦开始构造他充满诗意的幻想
。

然而
,

在这个 夏夜里
,

光有诗意是远远不够的
,

就连 肖邦也不会满足
。

他会严肃起来
,

带给我们《军队波兰舞曲 》
,

让我们感受壮严与威武的力量
。

也会深沉起来
,

奏出《升 小调 》
,

让我们体

验刀‘种肉体与精神 司在的痛苦
。

更会浪漫起来
,

拿出《离别 》让 我们费尽心

思去想风流的肖邦是怎样同伯爵的女儿告别
。

自然在这个 夏夜里
,

还不能少了孩子们的

礼物
,

信手一 曲《小拘圆舞曲 》颇让孩子们活蹦

乱跳
。

看吧 整条街上热闹起来 了
,

阵阵掌声 让肖

邦得意忘形
。

那跳跃的音符一个个 为精灵渗

进人们的心 里
,

成
’

风
,

平 了那份 徉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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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夜里听 肖邦总有一种特别的凉意从

外向内心深处袭去
。

没有一丝 风
,

空气也好像被抽干了水

分
。

烦燥的人们开始打开了收音机
,

扭来播

去
,

蓦地一段 叮叮哨档的钢琴声 「干 净净

走出来
。

于是心里那份畅快象三伏天降雪一样

过瘾
。

刚才还赶孩子去买几支冷饮
,

现在马

上就大叫到 回来吧 听听这音乐
。

浪漫派的大师舒曼极有风度地向我们

介绍这位钢琴家 脱帽致敬吧 先生们一
位天才出现 了 虽然他是那样抬高 肖邦

,

但

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对 肖邦顶礼膜拜
,

因为

他总是无处不在地同我们约会
。

倾向贵族的肖邦也有我们所接近的一

部分
。

有人称 肖邦是钢琴诗人
,

此话不假
,

黑白键出的疥个音符都让他装饰过
。

于 是

那令人遐想的诗意便笼罩 了整个仲夏的夜

空
。

欢迎 肖邦的到来
,

儿个小伙子早把钢

夜深
、

朴 了
。

人们都酣睡起来
,

肖邦也不例外
,

两只胳膊

垫在琴板 几支着脑袋起 了拼声
。

只有天 卜的星星
,

偶肉不 小心牌 下几颗
,

砸

在琴 卜
,

发出悦 耳的儿声

夏夜听巾目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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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智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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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是我国众多民族乐器的主要发祥地和繁荣

地
。

筝是最具代表的拨弹乐器之一
。

汉末训话学家刘熙

的《释名 》
‘

朴说
“

施弦高念
、

筝筝然也
” 、

可见筝是以音响

效果而命名的 因为最早是秦地秦人弹奏秦声的唯一

弦乐器
,

所以史书 都队称秦筝
。

又 因为筝有 。。年
以上的历史

,

现代人 又俗称古筝
。

必 州府志 》‘卜说
“

乐操土风
,

而 以占德
,

柑击弹

筝
,

本秦声也
。

西睡最尚
。 ” 见焦文彬《秦腔史搞 》一书

而西睡是秦人最 啾聚居的地方
。

到 了东周时期
,

秦人入

居陕西
【

逐渐 为五霸之 一
。

在秦承丰李斯的《谏逐客

书 》里
,

还有
‘

功了释扣 击
,

弹攀搏阶
,

歌呼鸣鸣
,

快 耳者真

秦之声也
”

的记载
,

肯定 厂在 多年前
,

这种击打着

禅
,

敲着佑
,

弹着筝
,

寸亡着大 速
。

唱着
“

鸟鸣歌
” ,

既好听

又好看
,

真是地地道道的秦国音不 到 东汉末年
,

对

筝的弦制又进行了改 良
,

此后在隋街宫庭里
,

筝更发挥

了 自己的作用
。

特别是盛唐年问
,

长安是世界政 治
、

经

济
、

文化的中心
,

筝就流传到东亚诸网
。

在我国齐大石

窟的壁画
、

浮雕中
,

筝的演奏形象
,

随处可见
,

就是在陕

西兰 田水陆庵的乐俑群 , 几也有弹节的乐 丁
· 。

筝是民族乐器
‘ ‘体积员 大的弦乐器

。

少例 术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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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方形有弧度的共鸣箱
,

长约
,

顺势排列着带颜

色的弦
。

从最早的 弦
,

发展到今天的 弦
。

每根弦用

码子撑在共鸣箱面板上来传音
,

一弦一柱
,

斜列有序
。

码子象群雁
,

故又称雁柱
。

右手在码子右边拨弹刀品手

在码子左侧压弄
。

因为筝弦定音是
“

宫商角微羽
”

五声

音阶排列
,

由第 弦到第 弦
,

顺序为 一
,

共四组

音
。

常用的基本调为 调
,

用简谱明示为

警誉誉 , 子争争 , , 全含

其
“ ” 、 “ ”

两音
,

是
“ ”“ ”一街弦按变出来 ’勺

。

这石

来不象七声音阶那样方便
,

而实际上这两个按变之音
,

正是筝性能特点所在
。

正因为这两个变音
,

才有了不同

风格韵味的各个流派
。

在陕西派筝曲中
,

有人称这两个

变音为游移音
,

就是说
, “ ”

既不是还原
,

也不是升
,

而是微升
,

微升到什么 程度
,

就很难记清楚
“ ” ,

既

不是还原
,

也不是降 而是微降
,

微降到 了什么程

度也很难记出来
。

加 颤和滑的手法
,

其音更游移不

定
,

变化难测
。

有人试图用平均音律的钢琴来记录筝

谱
,

这无论如何也不会准确的
。

二变之音
,

是筝魂
,

是民

族风格丰厚底蕴之所在
。

右手拨弦发声
,

左手按弦成

韵
,

声韵结合
,

发韵补声
,

婉转悠然
,

勾人心弦
。

此外
,

由

于筝属繁弦乐器
,

表现江河湖海
,

尤为见 长
。

概括起来

说
,

筝的弹奏技法
,

大致有摇
、

轮
、

刮
、

琶
、

颤
、

揉
、

按
、

滑

等八种
。

筝的变调是通过移动码子进行的
,

往右则音高
,

往

左则音低
,

拜组音包括三个大二度
、

两个小三度

大全 准 系 花 茶
筝的变调

,

就是要符合 述音程关系
。

这与七声音

阶的变调规律相反
。

七声音阶的变调
,

由原调转上属调

需升高原调的第四音
,

而在筝上恰恰是降低原调的主

音 七声音阶
,

由原调转下属调需降低原调的第七音
,

而在筝上恰恰是升高原调的第三音作主音 这里说的

升与降都只是半音
。

建国后
,

虽然有各种改良的转调

筝
,

但因其原理
、

机械等问题
,

尚未推广使用
。

近些年

来
,

筝乐创作有了很大的繁荣
,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

特别注重旋律的出新和可听性
,

技法的多样性
。

虽是五

声排列
,

但非一成不变的传统五音 根据音乐需要
,

或

增减音程
,

或左右手指并用
,

从和声复调到表现技法
,

都 卜拭 厂筝的农现 力 石
一

现代的彩视 音乐中
,

筝 已 是常

用的 灯飞器 在汀 乐 苍
、

衬 ” ,

际 之化交流活动中
,

不的胡奏

是不 冲决少的 节 州为丫术 身的独特性能
,

独 ‘、
效 淤

倍受人 们的欢迎
,

民族 乐器从来是依附于某一乐种而生存发展的
,

其演奏技巧和风格也是弹奏地 方 音乐高度升华的 什
、

现

和演奏者代代 传的结果 筝流传神州大地和 异卜 他

乡
,

与当地 人民相结合
,

而形 技法风格各异的 众 多 杠

派
,

如河南派
、

山东派
、

潮州派
、

客家派
、

浙江派 ⋯ ⋯ 次

西派在建国后数 卜年来也得到振兴和繁荣
。

在陕酉秦

筝学 会同仁们的努力 ‘ ,

人批陕西筝曲流传海外
,

受到

了 人们的 喜爱
。

如《秦桑 曲 》
、

《香山射鼓 》
、

《姜女泪 》
、

《百花引 》等
,

已收入古筝名曲书谱
。

秦声独特的风韵
,

于情和歌唱性的旋律
,

使用左手大指的各种按弦技 法
,

都恰到 好处地表现 筝的性能
。

海内外唯
·

的专业性

刊物《秦筝 》
,

为筝的理 论建设起到 厂有力的推动作 川

榆林竿乐也得到 ’继承和发扬
。

著名筝理论家
、

教 育家

曹 厂教授说
,

筝乐 已是
“

茫茫九派流中国
” 。

竿是我囚音乐文化宝库中 一 颗璀灿 的明珠
,

万代

文人的诗
, ,歌赋中

,

咏筝佳句
,

比比皆是
。 “

上感大地
,

「动 鬼神
,

享祀利 宗
,

酬 阵嘉宾
,

移风易俗
,

棍 刁少 伦
,

莫了尚 卜筝者矣
”

汉
·

侯瑾
“

筝之奇妙
,

极力 片之 幽

微
、

苞 徉, 打 以 乍 卜
,

冠众 乐而 为师
” 。

魏
·

沉须
“

弹筝

奋逸响
,

新
, ‘

妙 人 帅
” 「

曹植
“

秦筝吐绝调
,

井 扬洁

曲
’

龚
·

沈约 厂
· ·

⋯

今少
、

的神州大地
、

海外不少囚家和地 区
,

丫内 州

为 午及的乐器 在新加坡 带
,

华人誉筝为
“
炎苗 孙

的信物
,

华夏后裔的标识
” ,

在我 川台湾
,

弹筝 者达 几 几
·

万人
,

在 。。万人 门 的香港就有弹筝者四
、

五万人之

多
。

随着改 探‘开放形势的发展
,

物质文明建设的同 寸
,

精神文明建设也要重视起来
,

学习筝的青少年儿童
,

遍

及全国各地
,

他们把学习古筝视为开发智力
、

益培美育

的手段
。

在江南
,

不少老年人也抚筝为乐
,

延年益寿
。

西

晋年干七的陕西耀 县文学家傅玄说
,

筝乃仁智之器
。

仁者

乐水
,

智者乐山
,

料者乐
,

仁者寿
,

筝又是最美于表现高

山流水的 乐器
。

拿现在的话说
,

筝就是建设精神文明的

川 工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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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就象那火种
,

那怕在黑夜和寒冬也不会惶恐 爱是那样汹涌
,

冲出困惑的迷宫
,

冲破心中所有的苦与痛

—郑俊海
,

武警上海指挥学校内卫三队九班 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