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至 于小 诺字
“ ” ”“ 占的时位问 题

,

从上例 处 不计 第一
、

二 陈氏所认 为的正好 相 咬 可 能是一 种前 音 短 后
·

音 长的附 点 节

曲的两处 来看
,

它和其它小 诺 字一 样
,

其出现 并不 破坏六诸字或 奏型
。

八诺字的均拍原则
。

也就是说 出 ’叱一 个小 诺字 毅 协减少一 个大语 根据上 面 所述
,

现再重新把全部乐曲的小诺宇运用作一 纯计
。

字
,

它是以 小讲字替代大 讲字
,

总的均柏借 字数 不 变 不过
,

上 面 孰嫂 乐讲 曲
,

共 运 用 小 诺 字 个 不 计 第三 曲 烦 杯 乐中两

例 中唯有一 处例外
,

就 毛第六 曲 急曲子 中的 ① 本为六 谱字拍 个
,

带音 占 个
,

打音 占 个 带音 中食指运用最多 包括 子弦

式
,

这里 仅五语字
。

但是联 系到该 曲 整个均拍的状无
,

本身是有差 个
,

中弦 个
,

老弦 个
,

共计 个
,

占全部带
、

打 音 的 一 半

异的
。

如 两
“ 口 ’

之 问六诺 字
,

也 育五诸字
,

更有七 诸字 包括
“ ”所 以 上

。

食指不 用打音
。

中指带寺为 个
,

打音为 个
,

无名指带

占一语字在内
,

不知是混 合排式
,

还是漏抄
、

多妙双点错
“ 口 “

号
。

音 为 个
,

打 音为 个 小 指带音 为 个
,

打青 为 个
。

以 弦数

另外
,
小语 字作为一 仲左 手的带音或打音 的指法运 用 是否 导致 节 计

,

子弦 为
、

中弦为 ‘
、

老弦为
、

缠弦 为
。

奏上 的一定变化
,

逻 必 须育待
一

于在“ 口 ”

与
“ 、 ”的 总的节拍解 泽基 笔者以 往论 文及译滋中涉及 到对 “七, ”

的解法现 均以 此 文 为

础上进 行研充
。 ,

然而
,

笔 者首先 不 同意叶栋根据
“

拍眼说
”

把它泽解 准
。

力一 种装片涛音
。

门题例不 在子装饰价音 本身
,

而 在千这 种 解法从

—
根本土 玻坏 了乐曲均拍的原则

。

其次
,

陈应时根据“

卑 自说
“

把它解 ①《论教嗅乐潜中的
“

」
、

潜字
”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 》卿 年第一期

成一 种前 青 长后 音 短 的附点 节
一

奏型
。

如果 作为一种 带音或打 “仑敦煌乐潜中的
“ “

符号》《音乐艺术 》 年第一期

音
,

其问两者的 节奏是趁 紧还是趋松
,

仅从指法技术上讲
,

似 乎和

今 》 今 , 心弓叹乏卜 合 。叮卜 》之合 合 , 办 , 含之 , 》令 介 扮之合 , 》之,
, 卜 》 之 ,

》 乏 , , 佗卜。, 、叮卜 》 , 卜 , 》, 卜 》, 产 》 。
,

护卜 》 含 , 今 , 亡 , 今 , 卜 》 卜 ,

侠 西 秦 拳学会《秦 筝》学刊 十 周年喜庆活动 犯 实

任之琦

六 月底
,

陕 西 的西 安
,

已是温度 高达 ℃度的天 气了
。

真象

是羊这个 古老乐器降生时的西 部气温
“
显灵

”

吧
。

因为
,

在两千多

年前
, “
千亩 竹 ’就 出现 在侠 西 一 带

,

竹子
,

正是 筝最早的 作材

并
。

今天
,

在 子的诞生地举行盛大 的喜庆活动
,

确是民族音乐文上

的一件大 事
。

孚
,

在历史上都叫秦羊 叫成古 筝
,

也 不过 才几十年
。

十 年前
,

陕 西成立 了秦事学会
,

当时以 秦事名
,

又 创办《秦筝 》杂志
,

都是毕

重历史的习惯称谓
。 “

学会
”

成立 时
,

著名 事教授 曹正
,

题蹭 了
“

羊

沐本源
”

四 个大字
。

十年 来
,

陕 西 羊人辛勤耕耘
,

在政府的大 力支

鹅下
,

继承和发扬 秦地音乐文 化
,

使秦筝陕 西 流派得到 了振兴
,

在

理论研 究才面
,

在事泊挖掘
、

整理
、

编 方面
,

在演奏方面
,

在乐器

研制方面
,

都取 得了显芳的成绩
。

这次纪念活 动
,

正是
“

学会
“
十 年

来工作的总回 硕
、

大检 阅
。

三 天 的时问
,

举行 了三 台内容和 格调层

次不 同的事音乐会
,

两次学术报 告会
,

两次学术交流会
,

一 个展览

会
,

可说是内容充实
,

形 式多样
。

吸引了本市
、

本省 和 全国近两 千

人
。

学会邀请 了 求自北 京
、

上海 等十 多个城市的 多位教授名

家
,

一 些 乐器厂 家也应邀到会
。

曹正 长授
、

焦文 彬教授作 了学术报

告
,

华龄 的上海苹会会长那鹰老 充生登台助兴
,

著名事家林毛

根
、

赵登山 在交流会上作 了示 范演奏
。

盛况空前
,

苹乐宏鸣
,

真秦

之声
,

响彻 古城
。

第一 场音乐会 叫作
“

仁 智之器 ” ,

这是根据 西 晋年代决 西 的一

位文学家傅玄 付苹的举称而 题名的
。

古人说
“

筝乃 仁智之器 ” ,

就

是说
,

手是仁义道德和 智葱的象征
,

拿个天的话说
,

就是社会主 义

猜神文明建设的工具
。

从这场音乐会的 第一个 百人少儿合奏的 节
目 ,

就可 看出贯穿这次纪 念活 动 的 主 线 继 承 和 发扬 秦筝艺术传

统 屯天下大 同 》说的是民问的八板 曲休大致相 同
,

蕴含着
“
天下 筝

人是一 家
”

的意思
,

《绣金 匾 》是陕 西 流派筝曲
,

虽是民歌 改编
,

但

揭示 了奉声的独特旋律
。

这 台音 乐会
,

不 仅有手独奏
、

齐奏
、

合奏
,

而且有羊与舞蹈
、

羊和打击 乐
、

羊和 声歌等多种 形式
。

尤其秦手流

派 的带头人周延 甲 自己演奏和 创作的侠 西 流派代表曲 目《秦桑

曲 》和著名演奏家高自成的演奏
,

受到 了特别 热
‘

狱的欢迩
。

第二场演出是奉筝学会会 员
、

西 安音乐学院应属硕 士 毕亚 研

究生 笑艺风 独奏音 乐会
,

她在独 奏了九首中外古今名 曲后
,

又演

奏 了筝与管弦 乐《骊 宫怨 》
。

这是著名 作曲 家饶余燕板授 专为她写

的
, 由 著名指挥家刘大冬教授担任指挥

。

第三 场是以音 乐学院附 中学生为 的专业 音 乐会
,

节目的难

度
,

技巧 的丰富
,

起 到 了示 范性
、

提 高性 的作用
,

专业 作曲家的析

作
,

使大 家耳 目一 新
。

题示 了苹乐的发展
,

应该 向更纯更高的方 向

迈进
。

青年作曲家帐晓峰的民族 乐队与羊曲《潮 》
,

书青乐会推向

了高潮
。

在学术报告会 上
,

北 京古 筝研 究会会 长曹正 教授以 仁甘之

器 》为题
,

纵横牌阂
,

谈 笑风生
,

引起大 家的 极大兴趁 陕 西 坏范大

学焦文 彬 长授 以盆纵 论“

秦苹归秦
”

及 其青 乐实践 》为题
,

从 “

秦筝

归秦
“
的提 出

、

历史依 据
、

理论基拙以 及艰 苦的音乐实践 等方面
,

从于
“

秦筝归秦
”以 新的 内容

,

书研 究提 到新的高度
。

他说
, “

秦羊

归秦
”
是一次运动

,

不 能单此地看成是个回 归问题
。 “

中国文化说

到底是周 秦汉唐文化
,

周秦汉磨文化说到底是长安文化
,

而 苹就

是长安文化的组成部分
,

是秦人的伟大创过 ”

他在谈到
“

秦筝奏

西音
”

时
,

提 出子产生年代可 能早得多
,

决不 是 年 以前
” 。

他

把
“
秦筝归 秦”的音 乐实践分成四个时期

,

才取得 了今 天 理论
、

教

学
、

演奏
、

创作等方面的丰项成果
。

在演奏艺术和理论研讨交流会上
,

与会代表就大 家关心的考

级问题
、

演奏实践问题
、

创作问题交换 了意见
。

并参观 了西 安音 乐

学院 乐耸厂
。

三 天会议
,

紧张 而 热烈
,

条件简陋 而情神充实
,

大 家一致认为

秦筝学会是务实的纽 织
,

一 个群众社 团
,

搞这 么 大规模的纪念会
,

演奏和 理论如此丰富
,

在全国尚属首次
。

大会收 到来 自海内外的

贺电
、

贺信
、

贫礼共 多件
。

著名音 乐家李焕之题蹭
“

秦声天 地

广阔
,

秦筝流派振兴 ” ,

羊家们题蜡“ 创新声学会名扬四 海
,

奋逸响

秦筝流韵 干秋 ” ,

正是对这次纪念会的概括 和鼓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