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 年 月 日至
入日

,

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和扬州

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

中国

古筝艺术第二次学术交流会
”

在江苏省扬州市举行
。

来自全

国各地区
、

各民族
、

各流派的

筝友以及蒙古
、

香港
、

台湾等

海外筝界朋友共三 百余 人出

席了这次盛会
。

中国音乐家协

会名誉主席吕辍
、

书记处常务

书记冯光任和扬州市人 民政

府有关领导 同志王功亮
、

王

瑜
、

王成坤 等参加了这次会

议
。

本次筝会演奏交流 曲 目

百余首
,

学术论文交流七十余

篇
。

群英聚首
,

感触良多
,

录

要于下

启示一 展现了筝界在

演妾技能方面达到了一定的

高度
,

显示出力求创新
、

立异
,

向更高
、

更深层次进取的超越

意识 与会代表提交的 余

篇论文
,

内容涉及筝曲创作
、

筝史
、

筝论
、

教学以及对传统

古筝艺术的学习
、

继承和发扬

等多方面
。

围绕筝曲创作这一

热点
,

一些代表发表了独到的

学术见解
。

认为建国后的古筝

艺术
,

在普及
、

推广
、

教学
、

表

演及乐器改革等方面
,

均取得

长足的进展
。

相对而言
,

筝曲

创作
,

无论其数量
、

质量
,

均

不能与演奏技巧 的发展相适

应
,

尤其是既充分反映社会主

义时代精神
,

又能立足于古筝

传统并有机地 吸收世界文化

优秀成果的新题材
、

新作品
,

尚不多见
。

这不能不说是古筝

艺术在迅速发展 中的一个不

足之处
。

近年来虽然也出现了

一批广为流传的优秀筝曲新

作
,

但为数不多
,

还不能满足

人们的需要
。

而且
,

这些新作

品多适于高级或初 级程度的

演奏者弹奏
,

而更多的专业和

业余习筝者所需要 的中级程

度的曲目则较少
。

另一方面
,

本次交流会上演奏的新编新

创曲目约占 写
,

展现了筝界

在演奏技能方面达到 了一定

的高度
,

显示出力求创新
、

立

异
,

向更高
、

更深层次进取的

超越意识
,

受到筝界好评 但

其中也不乏新意不多
、

似曾相

识之作
。

譬如在 曲式结构方

面
,

基本超脱不 了 式的

模式
,

缺乏一种合乎发展规律

的结构逻辑 在艺术表现手法

方面
,

较多注重右手或双手弹

奏
,

追求强响
、

密集
、

快速等

喧嚣气氛及其技巧 罗列
,

而忽

视了左手按
、

颤
、

揉
、

滑等以

韵补声及声情并重 的技巧发

挥
。

作曲家何占豪比喻说
“

左

手连心 ” ,

失去左手技巧
,

也就

肖弱 了古筝特有的艺术魅 力
。

由此可见
,

如何继承传统而不

囿于传统
,

不仅需要秉赋和 勇

气
,

还需要有较高的艺术鉴赏

能力
,

更需要具备一定的作曲
技能

。

因而有的代表认为
,

由

于专业分工 导致作 曲和演 奏

之间形成
“

隔行
”
现象

,

造成

创作实践的障碍
。

据此建议
,

古筝专业学生应必修作曲课
,

作 曲专业学生也可选修 民族

乐器演奏课
,

改变过去作曲
、

演奏相分离的现象
,

无疑有利

于双方专业技能的充分发挥
,

以繁荣筝曲创作
。

启示二
“

作为一个演妾

家不搞理论研究是没有出息

的 ” 当古筝艺术盛负着优秀

的传统文化走 向 年代时
,

我国正 处在一个大转折的时

代
,

一个处在思索
、

变革
、

创

造的时代
,

文化艺术领域里许

多理论 问题
,

需果我们去思

考
、

去认识
,

以推动艺术发展

的进程
。

一位代表 在发言中

说
“

作为一个演奏家不搞理

论研究是没有出息的
” 。

这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艺术家们

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升华
,

是

演奏家对理论研究的呼唤
。

我

们的古筝专家们
,

不少是兼演

奏
、

教学
、

创作和理论研究于

一身 的
“

四 肩 挑
”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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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

者
,

也多

出自这些
“
四肩挑

”

者门下
,

而

那些 只会亦步亦趋地模仿师

傅者
,

即使模仿才能出众
、

惟

妙惟 肖
,

也 只能算个演奏 匠

人
,

绝不可能成为真正的 艺术

家
。

许多代表认为
,

具有悠久

历史的占筝艺术
,

其影响远及

世界少
‘

大地区
,

并越来越为更

多的人所喜爱
。

中国占筝艺术

应当有一部系统的筝史
。

中国

筝人理 当责无旁贷地担负筝

史的建树
。

但筝 下同于 占琴那

样有其丰厚的里料积累
,

困难

较大 一些 与会代表通过艰苦

学习
,

考察
,

着手于不同角度
、

不同方法进行 了可喜的探索
,

在筝史
、

源流
、

沿革等方面
,

迈

出 了第一步 受到 同 仁的好

评
一

我们相信
,

随着
一

占筝艺术

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

在筝界有

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
, “

中国

筝史
” 面世之 日

,

是不会太久

远了
。

启示三 古事将以 其特

有的艺术魅力成为全人 类共

同享有的艺术 由 于占筝具

有音韵兼 备和演奏多声的特

点
,

给它带来了独奏
、

合奏和

伴奏兼备的地位
。

筝的传统演

奏技法 右手托
、

劈
、

撮
、

勾
、

剔
、

抹
、

挑
,

左 手按
、

颤
、

揉
、

滑 在新近三
、

四十年间得到

突破性的发展
,

形成 了较为完

备的演奏技巧 系统
。

依其种类

归分
,

计有单音技巧
、

和 音技

巧
‘

琶音技巧 花音技巧
、

刮

奏技巧
、

延长音技巧
、

颤音技

巧
、

滑音技巧 等八类
。

特别是

八十年代后期
,

右手
“

快速指

序技法
”

即拇指与食
、

中
、

名
三指交替弹奏和顺序弹奏

,

或

食
、

中
、

名三指交替弹奏和循

环弹奏法 的出现
,

为古筝右

手 弹奏技巧注 入 了新的生命

力 从而优化了延长音的表现

功能
,

较好地解决了古筝不能

弹奏密集的快速旋律的矛盾
,

使古筝演奏技能大大向前推

进 了一步
,

为古筝独奏艺术及

合奏艺术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

被古人誉为
“
苞群声以作

主
,

冠众乐而为
夕

万
”

的
“

仁智

之器
”

—古筝
,

在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的今夭
,

经过了三
、

四 十年的器制变革和演 奏 艺

术的不断发展
,

可以预言
,

不

久的将来
,

古筝将以其特有的

艺术魅力成为全人类共 同享

有的伟大艺术
。

启示 四 后继有人 后

生可畏 本届会议的代表有

来自海内外的专家
、

学者
、

也

有工厂
、

农村
、

机关
、

学校的

业余筝手 有年仅五
、

六岁的

学龄前儿童
,

也有年逾八旬的

鹤发长者
。

范围之广
,

人数之

众
,

属筝界仅有
,

堪称古筝艺

术史上一大盛事
。

试看如今传筝
、

习筝者
,

已不再是藉以谋职或就业
,

而

是作为陶冶性情
、

修养身心的

文化追求和享受
。

据悉
,

北京
、

西安
、

上海
、

扬州等城市
,

业

余学筝已蔚然成风
。

仅扬州市

内学筝者就达两千多人
,

出现

了古筝生产厂家春风得意
,

古

筝教师不足的新气象
。

本次交

流会期间
,

我们欣喜地看到
,

在扬州体育馆举行的古筝专

场公演
,

由一百二十多小筝手

表演的古筝合奏
,

以其恢宏的

气派和那奇丽的音响
,

激动着

成千上万的听众
,

令人惊叹不

已
。

感奋之余
,

我们不禁为古

筝这一传统艺术后继有人
、

后

生可畏而鼓舞
。

启示五 觅待解决的问

题 扬州筝会
,

受益匪浅
,

然

而也感到 尚有不足之处和 亚

待解决的问题
。

、

从 年第一次全国

古筝教材会至今整三十年 此

间
,

教材的变化
、

教学方法的

更新
、

教师的更换
、

风格流派

的移易等等
,

如今远非三十年

前 的景况
。

尤其教材的标准

化
、

规范化
、

系统化
、

科学化

问题
,

巫待再次召开全国古筝

教材会议
,

统一研究解决
。

、

作为一门演奏艺术
,

它

的传播及其艺术效应
,

必须通

过其载体 —作品来实现
。

为

了繁荣民族器乐艺术
、

推进筝

曲创作 艺术教育主管部门应

当重视关于 “
古筝专业学生应

必修作曲课
,

作曲专业学生也

可选修民族乐器演奏课
”
的建

议
。

、

从本次交流会情况看
,

目前对古筝艺术的理论研 究

方向尚不明确
,

力量分散
,

缺

乏一种共识和权威性 的理论

导向
。

因此
,

定期举办理论研

讨会
,

构成较为全面
、

系统
、

科

学的中国古筝艺术的理论体

系
,

是十分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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