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衰炳

音 乐会奏

喜听张珊古筝独

说来也巧
,

鸡年初一
,

正想捉笔给筝苑新

秀张珊写篇短评时
,

去找其师海木兰
,

正好小

张在给老师拜年
,

笔者抓住良机
,

和她俩作了

一次长谈
。

从张珊的演奏曲目
、

技巧及艺术风格看
,

证

明她的古筝演奏已经达到较高水平
,

进入 了我

国青年演奏家的行列
。

她是怎样走向成功之路

的呢

张珊 年出生于贵阳
,

岁学筝
,

其母

陈灵芝是她的启蒙老师
。

岁时参加全国各大

城市少年儿童音乐表演
,

获纪念奖
。

年考

入中央民族学院音乐舞蹈系附中古筝专业
,

师

从海木兰
。

年参加贵州省第一届
“

苗岭之

声
”

音乐节
,

获古筝优秀演奏奖
。

年参加全

, 青少年儿童民族器乐比赛
,

获铜牌
。

年

月
,

毕业成绩优异
,

保送入该系本科深造
。

在

年多的时间里
,

她的老师海木兰给她传授各

种流派的筝曲
,

较熟练地掌握了传统音乐风格

的演奏技巧
,

开阔了艺术视野
,

打下了扎实的

基本功
。

海木兰说
,

张珊不仅古筝学习成绩优

秀
,

所有的文化课均不低于 分
。

她认为学生

不能只学一个老师的技艺
,

在广泛吸收他人所

长
,

才能一代更比一代强
。

年张珊师从古

筝演奏家范士娥
,

学习浙江
、

潮州及其他流派

的传统筝曲和近年创作的优秀作品
。

她虚心好

学
,

刻苦钻研演奏技艺有显著进步
。

年在
“
山城杯

”

全国电视大奖赛上获优秀演奏奖
。

同

年 月
,

参加
“ ”

杯中国乐器国际比赛
,

获

青年古筝专业组二等奖
。

年 月她由于成

绩突出
,

毕业留校
。

曾随中国艺术团赴马来西

亚等国访问演出
。

张珊古筝独奏音乐会
,

是她十多年来学习

成绩的全面展示
。

独奏会的第一个特点是曲目

古今中外并呈
,

演出形式不拘一格
,

体现了张

珊勇于探索
、

善于涉猎各种流派作品的精神
。

古

曲有《春江花月夜 》
、

《寒鸦戏水 》
、

《将军令 》
,

新

作有《伊犁河畔 》
、

《山魅 》
、

《古道沧桑 》
、

《孔雀

东南飞 》等 外国乐 曲有 日本作曲家三木捻近

作《萌芽 》
。

作为一个独奏音乐会
,

为使演奏富

有色彩变化
,

取得圆满的艺术效果
,

演奏形式

上
,

《伊犁河畔 》和《寒鸦戏水 》采用小型民乐队

伴奏 《孔雀东南飞 》和《古道沧桑 》采用
“

筝与

弦乐队
”

协作
。

这种尝试
,

使音乐会舞台调度有

所变动
,

乐队的助奏
,

不仅在音乐上而且在舞



近些年来
,

民乐很不景气
,

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
,

是属于

客观性的
。

但从 民乐界本身进

行回顾和反思
,

我们在创作和

演奏两方面都缺乏创新精神也

是造成民乐萧条的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
。

时代在前进
,

生活在

不断改变
,

人们不仅要求有能

够反映新时代
、

新生活
、

新思

想
、

新感受的可听性较强的新

作品问世
,

而且渴望在传统曲

目的演奏方面有新的突破
,

希

望演奏家们能根据 自己对传统

乐曲新的理解
,

创造出新的意

境
,

表现出新的风貌
。

振兴民

族音乐
,

离开了
“
创新

”

就成为

一句空话
,

攀登艺术高峰
,

更

需要有创新精神
。

对一个民族

器乐演奏家来说
,

所谓
“
创新

”

即是与众不同
,

具有鲜明的个

性和独特的风格
。

不仅能够花

工夫去雕琢好的新作品
,

把它

们介绍给广大听众
,

在演奏传

统曲目时
,

也要能奏出新的意

趣
。

十年八年
,

没有新作
,

总

是一张节 目单
,

很难为广大听

众所欢迎
。

人云亦云
,

墨守成

规
,

缺乏见解和个性
,

没有新

意的演奏也是不会有艺术生命

力的
。

年元旦
,

昊红非在北

京音乐厅举行的二胡独奏音乐

会是成功的
。

她在这次音乐会

上演出的有传统曲 目《二泉映

月 》
、

《江河水 》
、

《秦腔主题随

想 曲》等
,

还 向 听 众 介 绍 了

《忆 》
、

《秋韵 》
、

《沙祭》等新作

品
。

曲目虽然不多
,

但表演极

富创新精神
,

每首乐曲都表现

得很认真
,

音乐形象的表达亦

记吴红非的二胡独奏音乐会攀登者的足迹

杜亚雄

台画面上起到绿叶衬红花的艺术效果
。

特别是

筝与弦乐队演奏的两个作品
,

作曲家注意突出

筝在演奏中的主导地位
,

力避乐队
“

喧宾夺主
” ,

弦乐队在间奏和该它发挥的时候
,

也显示 了它

的风彩
,

但总的来说仍突出了一个
“

衬
”

字
。

音乐会的第二个特点是
,

独奏者技术全面
,

重视对乐曲内容的深入理解
, “

情动于 中而形于

外
” ,

各种风格流派的乐曲都得到恰如其分的表

现
。

较轻松地完成了全部曲目的演奏
。

音乐会

表演的八个作品中
, 《将军令 》

、

《春江花月夜 》
、

《山魅 》和《古道沧桑 》等曲目演奏得尤为出色
。

哪军令 》是浙江筝派代表性曲目之一 该派的

演奏特色
,

擅于应用双手弹筝的技法
,

奏出复

调音乐
。

张珊有多年演奏此曲的实践经验
,

虽

然难度较大
,

但她却得心应手
。

古筝演奏慢板重左手功夫
,

快板重右手技

巧
。

陈灵芝改编的《春江花月夜 》
,

有散板
、

慢

板和快板
,

速度
、

力度
、

强弱变换频繁
,

演奏

者左手按
、

滑
、

揉
、

颇
,

右手的弹摇等技巧都

发挥得很好
,

段落间的过渡
,

情绪的转换
,

都

十分 自然
,

清澈的泛音及乐音模拟水声
,

引人

入情入境
。

模进
、

变奏乐段
,

华丽样美
。

《山魅 》是一首新作
,

曲作者大胆借鉴了无

调性
、

节奏任意性等现代音乐手段
,

塑造了屈

原《山鬼 》的形象
。

张珊为了弹好这首乐曲
,

练
习过程中

,

读了屈原的《九歌 》,

对楚文化有一

定的了解
。

她演奏的《山魅 》具有强烈的艺术感

染力
,

扣人心弦
。

另外
,

《古道沧桑 》
、

《伊犁河畔 》两个曲子

是用藏族
、

维吾尔族民间音乐素材创作的多段

体乐曲
。

张珊用古筝技法表现少数民族音乐风

格方面的探索也是很有意义的
。

采访将结束时
,

我问张珊今后有何打算

她说
,

独奏会是我的新起点
,

道路还长哩 以

后想作传统音乐与爵士乐
、

摇滚乐相结合的尝

试
。

她认为这样做
,

也许能使古筝艺术更好地

走向世界
,

我预祝她在不断的探索中作出新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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