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音乐

发扬传统筝乐的基本理论

演讲词

陈蕾士 马来西亚

〔编者按 」本文系陈若士教授在 年 月
,

于中国江宁朝阳举办的
“

中国古

筝家传统筝曲交流研讨会
”
止的学术报告

。

作者现定居于马来西亚
,

原任香港中文大学

资料馆馆长
、

音乐教授 是著名的潮州筝演奏家
,

民族音乐学家
。

承中国音协辽宁分会

主席丁鸣同志荐约经作者欣诺在本刊发表
。

组委会主任
,

诸位古筝名家
,

诸位同道

今夭下午的筝会
,

主办当局要老一辈的古

筝家对传统筝曲作一番比较认真的介绍
,

不但

演奏
,

还要说明 我认为说明比演奏更加重要
,

所以现在我先把为什么要发扬传统筝曲的垂本

理论讲一讲
,

后来再演奏一两曲
,

请诸位指

教
。

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和诸位见面
,

有机会向

诸位请教

这一次的大会
,

很明显的
,

是为了发扬中

国传统音乐
,

肯定传统筝曲的艺术价值 研究

过中国音乐史的人
,

都明白中国传统音乐的优

点
,

希望把它发扬光大 这个大会
,

正是实现

了我一向梦寐以求的愿望
。

大会的组织委员会

给我有机会前来参加
,

·

了不的觉得非常非常的高

兴
。

在正式讲到主题之前
,

有一点需要预先说

明
,

就是我讲话所用的名词
,

多数是一般性的

名词
,

并非全部是学术性的
。

大家都知遴
,

在

研究院做研究工作的时候
,

对一个名词的定义
,

学术性和一般性是有很大差别的 比方 我们

这个 “
古筝家传统筝曲研讨会

”

这个名称
,

是

属于一般性的名称
。 “

古筝
”

和
“

传统筝曲
”
这

两个名词
,

我自己一向也是这样的讲
,

没有什

么问题
。

不过
,

当我们做研究工作的时候
,

我

们会感觉到中国两千多年来
,

从秦汉
、

魏晋
、

南

北朝
、

隋唐
、

宋元
、

明朝
、

清朝
、

所有有关音

乐的书本里头
,

就没有
“

古筝
”

这个名词
,

只

是叫
“

筝
”。

我们现在所谓的古筝
,

其实是
“

现

代筝
” ,

并不古 可能有人会讲
,

因为它的历史

很古
,

因此可以加上古字 可是
,

中国古代传

下来的东西很多很多
,

都是历史很古的 比方

说 文房四宝
,

笔墨纸砚
,

都是历史悠长的
,

我

们绝对不会叫它古笔
、

古墨
、

古纸
、

古砚
,

古

墨古纸只能在博物馆里头看到
。

真正的古筝
,

大

概只有日本奈良市正仓院里头的那几张
,

连清
朝留下来的筝也只能够叫 ,’日筝

” ,

还没有资格

加上古字
。

因为中国历史的分期
,

是太古
、

上

古
、

中古
、

近古
、

近代和现代
,

清朝列在近代

范田
,

不属于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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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名词
“

传统筝曲
” ,

其实真正的传统

筝曲是很少的 我们现在所谓的传统筝曲
,

十

分之九是
“

传统民乐曲
”

用筝弹出来的
。

传统

民乐 曲可以用琵琶来弹奏
,

用三弦来弹奏
,

就

是用古琴来弹
,

也是可以弹出来的
。

假如我们

就肯定的说 这是传统琵琶曲
,

传统三弦曲
,

传

统古琴曲
,

是有问题的
。

不过
,

我并非有愈反

对使 【
“

古筝
”
和

‘

传统筝曲
”

这两个名词
,

我

自己一向也是这样用的
。

我只是说明
,

一般性

的说法和学术性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大家每天

都会在马路上行走
,

其实马路上就很少看到
“

马
” ,

还是叫马路
。

我们说太阳出来了
,

太阳

下去了
,

其实是地球转过去了
。

所以我在使用

一般性的名词的时候
,

希望学者们不要用学术

性的眼光来看
。

传统筝曲是传统音乐
。

我们要发扬传统音

乐
,

必须先对传统音乐的价值
,

作一价彻底的

研讨 似如没有先把传统音乐价值的荃本理论

建立起来
,

我们就无法说服那些喜新厌旧
、

崇

拜西洋
、

藐视传统的人
。

我们知 直
,

文化是有来源的
,

是逐渐累积

资料
,

费了多少人力
,

经过多少年代而慢慢产

生出来的
。

文化程度的高低
,

决定于资料
、

年

代
、

人力的多少
。

无根的树
,

无源的水必定成

了死树死水
。

所以音乐艺术
,

必须重视文化传

统
。

现在很多人喜欢走西洋路线
,

向西洋人学

习
。

幻李看 吹美的音乐学者如何安排大学的音乐

课程 两百年前的巴哈
、

贝多芬
、

莫札特
、

海

顿等人的作钻都是必修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的新音乐
,

并没有资洛代替古典音乐
。

欧州传

统音乐
,

在各大学音乐系中很受重视
。

中国音

乐教育家
,

有没有把中国古代的传统音乐
,

尤

七是店朝的音乐
,

还有大量的宋元明清的音乐
,

作一价彻底的研究
,

评定它的价值呢 假如没

有经过彻底研究就随便的抹煞掉
,

这不是学者

的态度
。

有一个非常普遍的观念
,

以为一切事物都

在逐渐进步之中 今天的比昨天的好
,

将来的

比现在的好
。

因此就武断 勺抹煞 前代文化的

一 一

价值 可是研究历史的人
,

知道这种观念并不

是正确的
。

世界上的事物
,

固然很多在进步中
,

但有很多却在衰退之中
,

也有一些达到
“

饱和

点
”

停在那边不进不退 举例来说 科学
、

技

术
、

工业
、

商业
,

真的是越来越进步 但是盗

贼抢劫的技术一进步
,

社会的治安就退步了 色

情事件
、

投机取巧是进步了
,

同时伦理道德就

退步了
。

西班牙
、

葡萄牙
、

荷兰
、

英
、

法的殖

民地政治比一百多年前是退步了
。

古代很多优

美的文化现在已经失传了
,

文化那里一定是进

步的 连天空的星球有的也逐渐退化
,

最后是

散开消减了
,

为什么可以说从前必定比不及现

在呢 再谈
“
饱和点

”二比方我们拿起笔来想画

一个正圆的圆圈
,

最初总是画不回
,

慢慢进步
、

越画越圆
,

等到功夫到家了
,

一画就成为正圆

形
,

用一架圆规测量一下完全正圆
,

到了这个

地步就不能再进步了
,

再进步又变成不圆了 这

就是饱和点
。

我们使用收音机的时候
,

旋转着

指明波长的标针
,

当未达到正确度数的时候
,

听

不大清楚
。

再稍为转动
,

瑟渐进步
,

到了听得

完全清晰的时候
,

就不可再进步了
。

所以孔子
说 “ 过犹不及

”

由皿向见新事物不一定比过

去的都好 音乐传统文化的价值
,

就是由这种

迸理而确定的
“

革故鼎新
”

这个成语
,

时常用在社会制度
方而

,

尤其是政治方而
,

在艺术的领域中
,

这

句话用不到
。

假如新的艺术产生旧的艺术就要

打倒
,

只存下一种形式的艺术
,

好像一座花园

只准开一种花
,

一座动物园只准养一种动物
,

有

什么趣味 现代式的玻璃花瓶尽管大量制造
,

为

什么一定要把宋朝哥窑定窑的花瓶 明朝的青
花瓶

,

清朝的粉彩花瓶都打破呢 现在的青山

绿水
、

花卉树木
、

飞禽走兽
,

和几千万年前是

相同的
。

旧的有什么不好 商朝的甲骨文
,

周

朝的钟鼎文石鼓文
,

汉朝的隶书
,

魏晋的草书
,

卜没有失去书法艺术的价值
。

一千年前王羲之

的字比现代人的字还要好看 所以
,

在艺术领

域中
,

鼎新可以尽量的鼎新
,

革旧就要批判的

革旧
,

不应该逢旧就革
,

才能够构成一个多姿
多采的世界

。

音乐传统文化的价值
,

就是由这



种道理而确定的

近两三百年来
,

亚洲多少国家被西洋人所

征服
,

音乐西化
,

势所必然
。

也有多少国家
,

并

未给西洋人征服
,

只以为向西洋人看齐就能够

使国家富强 音乐也就跟着西化了
,

这是自动

的 无论自动被动 ,
都是违背学术理论的 须

知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
,

是不同范畴的
。

科学
、

技术
、

农业
、

工业
,

目的在于 “

功利
” ,

西化确

有补于国计民生
。

艺术的功用在于 “修养
” ,

西

化反而有损民族稍神
。

科技非东方人之所长
,

不

得不向西洋学习
。

艺术早有东方的优良传统
,

何

妨独树一帜 今天多少西洋人喜爱东方艺术
,

这

是我们东方人足以自豪的事情
,

为什么要放弃

传统文化跟着西洋人走

仁儿从事学术工作而论
,

摹仿人家
、

抄袭人

家
,

万万比不上拿出别人所没有的东西来贡献

世界
。

中国音乐具备很多特点
,

国际乐坛正需

要不同类型的音乐
。

以今天国际情况来看
,

大

同主义并没有多大的成就
,

世界的一切正在分

途发展之中
。

虽然耶稣说
“
人类都是上帝的子

女 ” ,

释迎牟尼说 “
众生平等

” ,

孔子的学生子

夏说
“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 ,

可是
,

这些话
,

只

是一种崇高的理想 欧洲过去多少同是信仰基

督教的国家互相残杀
,

现在也有同是信仰回教

的国家在互相敌对
。

形式化的社会组织
,

尚且

无法达到大同
,

从不同的民族特性产生出来的

艺术
,

从不同文化系统产生出来的音乐
,

如何

能达到大同的地步 音乐传统文化的价值
,

就

是由这种道理而确定的
。

科技是理智方面的
,

艺术是情感方面的 科

技需要机械化
,

艺术最怕机械化
,

一机械化就

失去了艺术价值
。

物理学只有一种
,

假如有两

种必定有一种是错误的
。

艺术却是千变万化的
,

千千万万篇的诗词
,

内容各有不同
,

都是美妙

的 千千万万幅的图画
,

景物各不相同
,

都是

好看的 东方音乐与西方音乐尽管不同
,

都是

能够感动人心的
。

音乐传统文化的价值
,

就是

由这种道理而确定的

东方的语言相当复杂
,

音乐也随之而复杂
。

因为歌唱是音乐
,

歌唱也是语言
,

是拉长声音

的语言
,

就是 《书经
,

舜典 》所谓
“

歌咏言 ” ,

是故音乐与语言有直接关系
。

歌唱的音色
、

方

式不同
,

伴奏乐器的音色
、

技法也就不同
,

这

是音乐与语言的间接关系
。

所以语言不同音乐

也不同
· ,

是很自然的现象
。

民族性不同
,

情感

的表现方式
,

如粗豪与文雅
、

爽直与含蓄各有

不同
,

因此表达情感的音乐也就不同了
。

各民
族音乐传统文化的价值

,

就墓由这种进理而确

定的
。

儒
、

释
、

遒三大宗派的学术思想
,

长期支

配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

儒家学说讲
“
忠孝仁

爱
,

信义和平
” ,

所以中国的古典音乐就循规蹈

矩
、

一板三眼
、

温柔和平了 道家学说讲
“
归

依自然
,

清朴无为
” ,

所以中国的古典音乐就多

数描写自然
、

高山流水
,

注重闲雅清幽了
。

佛

家学说讲
“
万法唯心

,

明心见性
” ,

所以中国文

人音乐家就以古琴作为修心养性
,

直抒性灵的

工具了
。

中国古典音乐多数是和平的
,

宁朴的
,

是用来修心养性
、

陶治性情
,

是有教育作用的

现代西方的
“披头士

、

猫王 ”
的音乐

,

是热闹

的
,

兴奋的
,

是用来刺激神经的
。

作用不同
,

风

格当然不同
。

这就是所谓
“

本色
”。

如书生有书

生的本色
,

英雄有英雄的本色 糖的本色是甜

的
,

盐的本色是咸的
。

批评盐不甜的人是不知

味
,

批评中国古典音乐不够刺激的人
,

一定是

不知音的
。

一个雕刻家
、

画家
、

诗人
、

音乐家
,

当他

创作的进行达到顶峰的凌界时
,

是把全部生命

都贯注在他的作品之中的 因此
,

民族的特性
,

个人的个性
,

都融化在里头 只有形式而没有

生命的作品不算艺术
,

作者最多是一个技术家
,

而不是艺术家 东方人大量接受西洋文化已经

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

有的音乐家对于西洋音

乐理论及技术的修养
,

并不输于西洋人
。

在国

际音乐比赛的评判表格上
,

东方人的技术分数

有时高过西洋人
,

但是风格韵味
、

情感表现就

没在达到理想境界 奏贝多芬的乐曲
,

奏不出

德国人的情感
,

东方气味太重 奏莫扎特的乐

曲
,

奏不出奥国人的情感
,

东方气味太重
。

这

也难怪
,

东方人的生命就是东方的
,

怎么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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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德国人
、

奥国人的生命呢 所以不如老老实

实搞自己的传统音乐
,

充分发挥自己的民族精

神
。

独挡一面
,

好过依人篱下
。

何况多少西洋

人到中国来
,

原是想尝尝北京的填鸭
,

松江的

妒鱼
,

广州的烧烤
,

潮州的鱼翅
,

我们偏偏拿

出不大标准的西餐来招待他们
,

不免令人失望

拿出进地的中国名菜
,

才是聪明的办法 音乐

传统文化的价值
,

就是山这种道理而确定的

上而说中国的民族性
、

学术思想
、

语言等

造成中国音乐的特殊形式
,

其实中国的文学
、

美

术
、

风格
、

习似
、

地理环境等等都 有关系
,

在

这里没有充分时问可以逐项详细讨论 总而言

之
,

中国传统音乐可以在国际乐坛上独树一帜

是不容否认的 何况中国先代遗留给我们的音

乐遗产非常丰富
,

乐书方面
,

音乐专书及与音

乐有关的书籍
,

只就清朝同治 公元 一

以前而言就有一千四百多种 同治以后

到现在出版的音乐书很多
,

没有统计 乐器方

面
,

有两百六十多种
,

现在还在应用的有一百

多种 十三年前湖北曾侯乙墓又发现一大批周

朝乐器
,

分属金
、

石
、

丝
、

竹
、

饱
、

土
、

革
、

木

八大类
。

乐 咨方面
,

只以谱式 记谱符号 而

论
,

也有二十左右种
。

而各类乐 告
,

如古筝 普
、

古琴谱
、

词 普
、

戏曲 普
、

民歌谱
、

一般器乐 普

等等
,

其数业之多
,

亨反难统计 试想广州一地

的器乐谱已有几百曲
,

中国几多省
,

一省几多

市
,

一共有多少曲
,

实在无从想象
。

我们把这

一笔丰富的音乐财产
,

加以整理运用
,

何必一

定要跟着西洋人走
。

我请问一下
,

为什么中国的语言
,

可以保

留民族的特色
,

不用酉化 为什么中国的文学
,

可以保留中国的特色
,

不用西化 为什么中国

的哲学
,

可以保留中国的特色
,

不用西化 为

什么中国的文学
,

可以保留中国的特色
,

不用

西化 为什么中困的图书
,

可以保留民族的特

色
,

不用西化 为什么中国的宗教
、

风俗等等

都可以保留民族的特色
,

不用西化 那
,

为什
么偏偏音乐就一定要它西化呢

前几年我在德国
,

听一位德国的音乐批评

家说 他听了中国乐团演出之后
,

觉得中国音

一 一

乐和他们的差不多
。

作曲方法
、

指挥
、

配器
,

一

切制度
,

都是差不多的
。

不过
,

还没有达到他

们那边的音乐水平
。

当然
,

德国的音乐水准是

相当高的 山这几句评语
,

可见中国西化音乐

在国际上的地位
。

就以演奏古筝而言
,

我们采用一些西洋音
乐的演奏技巧

,

在古筝曲里头加上一些西洋方

式的和声
、

对位
,

在我们国内的人听起来是蛮

好听的
。

可是
,

在德国
,

在西洋音乐有高度成

就的地区
,

他们会偷偷地说 你这几步功夫
,

是

我们这边小学生做的事寸青
。

他们听惯了钢琴曲

那洋复杂的和声对位
,

难怪他们会这样讲
。

所以
,

我们发扬传统音乐
,

不走西洋路线
,

不但不是跟不上时代
,

其实反而对世界乐坛
,

作

出特殊的贡献
。

上面所讲的话
,

虽然只是说明中国传统音

乐的价值
,

其实
“

传统筝乐
”

的价值
,

就包含

在里头
,

不需要再多讲了
。

现在
,

我们再进‘步讨论有关发扬传统筝

乐的一些问题
。

我想到有两句成语
“
承先启后

” 、 “

继往开

来
” 。

继往
,

是继承先人的遗产
。

开来呢
,

就是

发展自己的新事业
,

同时替后代作开路先锋

我想我们了解传统音乐的价值
,

爱护传

统是理所当然的
· 、

可是
,

也不应该
“

食古不

化
” ,

抱残守缺
”。

最近几年
,

我有兴趣研究古

琴 木来
,

很多人把古琴看成老古董
,

古琴曲

都是和出土文物差不多
。

但是
,

我发觉一千多

年前的琴曲
“
幽兰

” 、 “ 广陵
”

直到近代清朝的
“

梧叶
” ,

清末民初的
“

忆故
” ,

这些不同内涵的

古琴曲
,

足以证明每一个时代
,

各有不同的新

创作
。

古代的古琴家井不抱残守缺 同样的
,

发

扬传统筝乐
,

应该先从继承传统入手
。

最后
,

还

是要开辟新途径的
。

不过
,

我理想中的新途径
,

绝对不是
“

中乐西化 ”

现在
,

让我们先讨论继承传统方面的事情
。

我认为继承传统
,

并非把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

些民乐曲在古筝上弹弹就算数
。

这些近代流行

的民乐曲
,

没有资格代表有两千多年辉煌历史

的中国音乐
。

中国古筝
,

在南北朝时候传入高



丽
,

隋唐时代的九部伎
、

十部伎里头的高丽伎
,

就用到古筝
。

到了唐朝
,

古筝又传入 日本
,

现

在东京日本天皇主宫里的
“

宫女乐
” ,

还保留一

些唐朝的古筝谱
。

我们到韩国汉城的国乐院
,

也

可以看到宋朝时
一

七传过去的古曲
,

例如 《步虚

子 》
、

《洛阳春 》等等
。

我们知道
,

唐宋时代中

国音乐的成就是非常伟大的
。

以后的元朝
、

明

朝
、

清朝
,

有很多很多的乐谱流传下来
,

我们

把它改编为古筝曲
,

其规模之宏大
,

我们现在

所用的一些小调是比不上的
。

所以
,

继承传统
,

第一要尽量搜罗古代好听的乐曲
,

所谓
“

考古

致用
”。

继承传统的第二点 现在中国各省的地方

音乐
,

旋律美妙的很多很多
,

无论是曲牌
、

词

牌
、

丝竹乐谱和其他专门的器乐谱
,

如琵琶谱

之类
,

都可以改编成为古筝曲
。

在改编的时候
,

虽然是小调
,

也可以改编成为大曲
, ‘

有三种方

法 第一
,

用
“

变奏
”

的方法
,

运诩不同的指

法
,

把小曲回环往复多次
,

使之成为大曲
。

第

二
,

我们看看
,

流行中国各省的
“

老八板
” ,

本

来是很简短的
,

加添花指之后就成为
“

花八

板 ”。

潮州的
“
大八板

” ,

就是由
“
花八板

”
再

踵事增华
,

加添花样而成的 把将
“

大八板
” 、

“
了仑、板 ”、 “

老八板 ” 以不同速度连贯演奏变成

大曲
。

一切的小曲
,

都可以锌照这种办法处理
。

第三
,

从很多传统小曲中
,

找出风格相近的
,

拼

合成大曲
。

清朝李芳园琵琶谱中的 《青莲乐

府 》
,

就是由几首独立的小曲拼合而成的
。

继承传统的第三点 我们在古代文献之中
,

发现 “
琴

” 、 “

瑟
” 、 “

筝
, ,

这三种乐器的联带关

系
。

中国原始的筝
,

是用大竹筒做的
,

我在 日

本天理大学的博物馆就看到很象小筝的竹筒乐

器
。

南洋群岛如婆罗洲
、

爪吐等地也能够看到

这类东西
。

到了周朝末朝后秦朝
,

摹仿瑟的造

型
,

改用木板制造
。

《说文通训定声 》这一部书

里头说
“

古筝五弦
,

施于竹如筑
,

秦蒙恬改为
’

十二弦
,

变形如瑟
,

易竹以木
” 。

《风俗通义 》说
“

今并凉二州
,

筝形如瑟
,

不知谁改也
” 。

朱载

靖的《乐律全书
·

律吕精义内篇 》说
“

造瑟只

照筝样最妙
,

盖瑟与筝
,

大小虽异
,

而样制相

同也 ” 根据这些古书资料
,

我们相信筝和瑟是

同类的东西 唐朝颜师古的《急就篇 》说
“

筝

亦瑟类也
,

本十二弦
,

今则十三
” ,

可以证明
。

现在再谈琴瑟的关系
。

《诗经 》“

窈窕淑女
,

琴瑟友之
” 、 “

我有嘉宾
,

鼓瑟鼓琴 ” 、 “

与子偕

老
,

琴瑟在御
” 、 “

妻子好合
,

如鼓瑟琴
” ,

我们

祝贺新婚夫妇
“

琴瑟和鸣 ” ,

因为琴和瑟是最适

合一齐演奏的乐器
,

由此可知琴瑟同曲
,

琴曲

就是瑟曲
。

现在既然知道筝和瑟是同类
,

那末
,

瑟曲也就成为筝曲了 琴曲瑟曲筝曲
,

那不是

同样的吗

古代的瑟
,

种类很多
,

大瑟五十弦
,

李商

隐诗
“
锦瑟无端五十弦 ”。

也有四十五弦
,

三十

五弦
,

最通用的是二十五弦
,

也有二十三弦
,

十

九
、

十七弦
,

小瑟只是十五弦
。

清朝张鹤的

《琴学入门 》一书
,

最后一篇是
“

弹瑟论
”
说

“
考瑟制

,

颂瑟二十五弦
,

小瑟十五弦 ”。

我们

现在所用的筝不止十五弦
,

比小瑟的弦数还多

呢
再查考弹瑟的指法

,

有熊朋来的 《瑟谱 》
、

朱载崎的《瑟谱 》和 《操级古乐谱 》
,

段子文的
《拟瑟谱 》,

程雄的 《琴瑟谱 》
,

庆辉山的 欢琴瑟

合谱 》,

朱棠的《抬遗瑟谱 》不外运用琴法中的

齐
、

撮
、

勾
、

托
、

抹
、

挑等指法
,

我们现在弹

筝的指法
,

已经很够用的了

这样一来
, 《琴曲集成 》中很多很好听的古

曲
,

大部分是唐宋的东西
,

为什么不想办法在

筝上弹出来呢 这不只是一种偶然的理想
。

我

这十多年来
,

用筝弹琴曲
,

觉得毫无问题 有

的琴曲
,

在筝上更能发挥它的音乐效果
。

而且

有一些大曲
,

其结构的伟大
,

令人惊叹 《秋

鸿 》三十六段
,

等于三十六首小调联贯在一起
“

广陵四十四段
” 。

这些名曲
,

都是古代的知识

分子
,

用他们灵敏的头脑
,

挤细的心思
,

老练

的功夫而创造出来的
。

比一般简短的民歌民乐
,

更有高度的艺术价值
。

除此之外
,

有不少古书
,

其中有很多音乐

的历史
,

理论的资料
,

特别是属于 “
音乐美

学 ”方面的文章
,

能提高我们弹筝的艺术凌界
,

我们应该尽量接受
。



这样一来
,

我们继承传统的音乐财产
,

就

扩展到一千多年的历史范困
,

有很多大曲可以

演奏
,

比我们现在进步得多了
,

谁能够说古代

比不上现代呢

现在
,

我们来谈谈第二个问题
“

开来 ”

开辟新途径 谈到创作新曲
,

很容易就想到在

大学音乐系主修作曲学时候
,

天天接触到的那
些教材 其实二我们现在需要的

,

只是那些教

材的一小部分
,

大部分是用不到的
。

我认为
“
民族音乐

”

的产生
,

是由整个民

族的音乐家
,

包括从古到今的音乐家
,

集体创

作出来的
。

并不是作曲家一个人创作的
。

作曲

家只是把多少年代以来
,

多少人所贡献的音乐

财产
,

用自己的手法
,

加以处理
,

重新布置 形

式上虽然不同
,

精神上却是一贯的
。

所以我们

才能够运用
“
曲式分析法

” , “
风格辨认法

” ,

根

据惯用的
“ 乐语

”、 “

句法
” 、 “

乐段
,

乐章结

构
”、 “

特殊风格
”

来辨别哪一曲是
“
广东小

曲
” ,

哪一曲是
“

福建南管
” ,

哪一曲是 “意大

利音乐
” ,

哪一曲是
“
日本音乐

”

假如缺乏传

统的独特风格
,

缺乏民族精神
,

只是由作曲家

凭空创作出来的
,

或是用从西洋学来的方法创

作出来的
,

虽然很好听
,

虽然用的是民族乐器
,

也不能算是民族音乐
。

用美国钢笔写中国字
,

是

中国字 用中国毛笔写英文
,

不是中国字

所以创作新筝曲
,

应该以中国传统音乐为

基础
,

好像老树头长出新芽
。

我们希望长出一

棵美丽的牡丹花
,

就必须有一棵牡丹花的树头
,

别种花的树头
,

怎么会长出牡丹来呢 比方我

们写文章
,

不先精读中国古今名家的文章
,

只

是念熟一本英文文法
,

英文文章作法
,

就想运

用书中所教的方法来写一篇中国文章
,

是不容

易有良好成绩的
。

我举一个文学革命的例子
,

几十年前
,

陈

独秀
、

钱玄同
、

胡适之他们想提倡新文学
,

替

代旧文学
,

高呼文学革命的口号
。

可是
, “

文

学
”
和

“

革命
”
这两个名词

,

就是两千年前所

用的
。

《论语 》说 “
文学子游子夏

, ,

《易经 》说
“汤武革命

,

顺乎天而应乎人 ”
因为天子受命

于天
,

天命他做夭子
,

他做得不好
,

我们只好

一 一

把天命改革了
,

所以叫做革命
。

提倡新文学的
口号

,

还是不得不用旧文学的名词 文学革命
以后

,

新文学建立起来
,

白话文流行 白话文

并非从西洋人学来的
,

中国宋朝儒家讲学的
“

语录
” ,

和尚说法的 “语录
” ,

明朝
、

清朝的小

说
,

很多是用白话文写成的 创新哪里一定要

西化

以诗歌一门而论
,

周朝的诗多数是四言的
,

到了汉朝新的诗体创造出来
,

五言诗大为流行
。

到了南北朝
,

尤其是唐朝
,

流行七言诗 宋朝

的长短句的词
,

元朝的曲
,

都是自己创新
,

不

需要摹仿西洋
,

甚至抄袭西洋来冒充创新
。

古人不但有自己创新的能力
,

还有吸收外

来的东西
,

化成自己东西的能力
。

印度佛教的

经典
,

记载释迩牟尼手上拿一朵花
,

·

摩诃迎叶

看了微笑
,

这个印度佛教宗教上的微妙含义
,

渗
入中国的老庄哲学而化成中国的

“

禅宗
”。

甚至

宋朝的陆划祠
,

明朝的王阳明
,

也把它化入儒

家的理学里面 连印摩传来的佛教教堂
,

也完

全中国化
,

采用中国朝廷光禄寺太常寺的名称

叫做寺
“

姑苏城外寒山寺
,

夜半钟声到客船 ” ,

哪里有一点印度的味道

在音乐方面
,

南北朝时代
,

大量的胡乐流

入中国
,

汉族音乐家把它化成自己的东西
,

在

音乐史上叫做
“

胡乐汉化
” ,

哪里会像今夭的
“ 中乐西化

”

呢 有人说是一样的
,

哪里是一样

一个是娶媳妇
,

一个是嫁女儿
,

结婚当然一样

是结婚啦
,

一个是进来
,

一个是出去
。

谈到这里
,

一定有人会提出疑问
,

当这个

世界上一切事物互相影响文化交流的时代
,

如

何能够维持民族音乐的特色呢 答案是肯定的
“

体
”

和
“

用
”

要分清楚
,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

用
”

这一句老话
,

现在还是可以用到的
。

希望

牡丹花开得好
,

牡丹树头是不能够缺少的
,

这

就是刚才所说的
“

体
” 。

加上一点西洋化学肥料
,

牡丹花开得更加漂亮
,

这说是刚才所 肋勺
“ 用

”

古琴的体不变
,

换上一 钢丝尼龙弦
,

增

大音量
,

减少噪音
,

这就是用
。

古筝的体不变
,

在大庭广众演奏的时候
,

配上一副扩音器
,

声

音大了几倍
,

这就是用 中国文学家用西洋的



标点符号加在自己的文章上而
,

文章的内容也

谈到世界各地的事情
,

还是一篇中国文章
,

不

会变成外国文 中国菜馆的大师傅
,

懂得用中

国标准的烹饪方法
,

这个烹饪方法就是体
,

如

何配料
,

如何控制火候
,

这就是体
。

虽然采用

法国的蘑茹
,

非洲的鱼翅
,

日本的芦笛
,

墨西

哥的鲍鱼
,

并没有丧失中国菜的特色
,

不会变

成外国菜
。

休是不能变的
,

用就可以较为灵活

了
。

所以我们对创作新筝曲这件事
,

只要站好

民族立场
,

在传统音乐的基础上
,

用自己的手

法编写出新筝曲
,

注意传统
“
乐语

”

的运用
,

乐

曲旋律的句法
、

乐段
、

乐章的结构
,

保留传统

风格
,

表现民族精神
,

处处顾到 “
中学为体

”。

有些地方也不妨
“
西学为用

” ,

只要坚守
“

胡乐

汉化
”

的原则
。

这样
,

就好像利用祖先留给我

们的遗产
,

在现代的社会中
,

发展自己的事业
。

又好像父母生子女
,

子女虽然是新的
,

还是继

承先人的血统
。

这样做法
,

虽然说是
“

创新
” ,

其实还是
“

继承传统
” 。

和那些一面倒
,

全部西

化的音乐
,

完全是两回事情
。

同时
,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

不少作曲家

喜欢迎合潮流
,

赶时绝
,

往往陷入低级趣味的

圈套
。

我记得在香港
,

有一次有 场几千人爆

满的流行歌曲演唱会
,

门票票价高达港币两百

块钱一张
,

问问那位创那几首歌曲的先生
,

你

自己是不是觉得你的音乐真的是世界上最好听

的 为什么这徉值钱 他只是笑笑
,

不敢回答
。

所以我们要创作实在有艺术价值的音乐
,

不能

只顾流行
、

才髦
,

陷入短期性趣味的圈套之中
,

要跳出这个范困
,

不受蒙蔽
,

才能够看到艺术

的真而 目
,

才能够有永恒价值的音乐产生出来
。

苏东坡说
“

不识庐山真面 目
,

只缘身在此山

中
”
就是这个道理

同时
,

还要处处看到艺术的目标是美的表

现
“

音乐美学
”

这一门学问
,

现在已经成为一

科热门的学问
。

美是有很多方面的
,

有复杂的
,

美
,

有简单的美
,

有大的美
,

有 , 钱 有暴

露的美
,

有含蓄的美 有固定的美
,

有变化的

美 有外表的美
,

有内在的美 有刚强的美 有

温柔的美 有实的美
,

有虚的美 , 有通俗的美
,

有高雅的美 有时髦的美
,

有古典的美 有科

技性的美
,

有文哲性的美
。

目前有一些弹筝家
,

把筝弹得很热闹
,

技

巧花样很多
,

以为这是唯一的关
。

研究美学的

人知道
,

这只是很多美中的一种
,

并不是唯一

的
,

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美
。

以乐器而论
,

构

造简单的乐器
,

未必就输过复杂的 我们看
,

演

奏钢琴
,

技法非常复杂
,

两只手按键
,

十个指

头都用到
。

演奏小提琴
,

只是一只手按弦
,

只

用四个指头
,

简单得多了 演奏钢琴两手同时

可以按出很多音的和声
,

演奏小提琴最多只有

两个音的和声 钢琴的共鸣箱装上几百个钢弦
,

小提琴只有四条弦
。

钢琴那样的大而复杂
,

小

提琴那样的小而简单
。

可是
,

小提琴在西洋音

乐中的地位
,

被称为音乐之王
。

所以不要单单

注重复杂的美
,

热闹的美
,

暴露的美 夕法的

美
。

我们有时候也无妨采用简单的美
,

含蓄的

美
,

内在的美
,

余音缥渺的美
,

甚至于 “
此时

无声胜有声
”

的美
。

好
,

很对不起
,

花费诸位很多宝贵时间听

我讲一些不合潮流的话
。

不过
,

我想
,

我很多

年都在外地生活
,

最近十多年也常到欧美各国

我虽然不敢说我真的认识庐山真而目
,

好在我

不是身在此山中
,

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客观的看

法 不赞成中乐西化
,

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
,

反而是一些外国人
,

外国的音乐批评家提出来

的
“
当局者迷

,

旁观者清
” ,

也许有一点道理

值得我们考虑考虑的
,

希望在座诸位专家多多

指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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