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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摹凋 匀礼泉深 斗补响
一一谈古筝大师的历音演奏技法

王 刚 强

历 音 及 其 分 类

当我们的手指在古筝上按弦序 自上而下或 自下而上地连续拨奏时
,

筝内便即刻跳出

一连串叮咚清脆的声音
,

这就是古筝的历音演奏技法
。

历音
,

是古筝弹奏中最富有特色
、

最能体现古筝特性和神韵的主要技法之一
。

它
,

有时好象涓涓细流
,

涂涂作响 有时却似深涧滴泉
,

幽渺奇幻 有时犹如大江奔腾
,

一

泻千里 , 有时仿佛波涛汹涌
,

糙鞋轰鸣
。

多姿多采
、

妙趣横生
、

色彩斑斓
、

令人神往
。

因而
,

历来的音乐家都把它视为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
,

进而广泛地采用和传播
。

他们刻

造了许多历音表现技法
,

设计了不少的历音名称和符号
。

诸如 花
、

刮奏
、

拂
、

划
、

滚二

连
、

勒弦等
,

这些历代古筝家的艺术结晶
,

大大丰富了历音技法复杂的技巧和多变的风

姿
。

「

历音可归纳如下七类
‘

一 长历音和姐历音
。

按所奏音的数额来分
,

有长历音和短历音
。

一个八度以上的历音为长历音
。

如 火

一 一 一 一 而八度以内的历音为短历音
,

如
了 夏

息之
芍

、

—
一 八

、
。

长历音好比高山之水
,

极富流动感 而短历音恰似

电光石火
,

一闪即过
,

时值虽短
,

却富有装饰性
。

二 上历音和下 历音
。

尸尸产一一 、
、

按音的进行方向来分
,

有上历音和下历音
。

如 尹尸污 由低至高为上历音
,

它

有推进
、

向上之势
,

尸尸一一
、

弓、、 由高至低为下历音
,

它有回复
、

肯定之感
。

二二二布密
‘

一万 , 一

三 袭饰性历音和旋伸性伤音
。

农乐曲的旋法来分
,

有装饰性历音和旋律性历音
。

前者有绿叶托红花之美
,

有画龙



点睛之妙
,

如

不是一带而过的经过音
。

, 为花指
。

后者必须在乐曲中处于较明显的旋律位宜
,

而
它在慢速不连用时

,

给人以进而欲止
,

止而又进之感
,

如

带一七

厂 二气

目

一

厂二 只 厂二 气

⋯ ⋯ 有一内的音为旋律性历音
,

而在快速连用时
启二留目 巴 二巴二二二二留告留留二

有一鼓作气之势
,

如 亏弓犷 一 目

弓台仓 时

四 实历奋和盛历音
。

按有无具体音高来分
,

在码右侧弹奏有具体音高的历音为实历音
,

在码左侧弹奏无

固定音高的历音为虚历音
。

实历音稳定而明确
,

虚历音显得不明确
,

有不寒而栗之悸
。

五 泛历音和自然 历音
。

如果历音用泛音来弹奏
,

则可称为泛历音 它有清越
,

宁静之效
,

若按通常的音

来弹奏
,

则可称之为自然历音
。

六 自由历音和节奏历
。

如果从节奏上考虑
,

一些新创作的乐曲中
,

常在引子中出现的散板式巧音
,

可称为

自由历音
,

而有板有眼的历音可称为节奏历音
。

七 单历奋和盆历音
。

先后发响的历音称为单历音
,

产一 、、 洲洲尸 、
、

仑

血 单历音一字一珠
,

丫下 , , ,

—
‘

一

由两个以上同时发响的历音称为复场章
一

匆
,

可比作清旅的水攀画
,

线条明晰而素摊
,
而复历音解

层迭迭
,

则可把它比作重彩的油画
,

色彩丰满而富有立体感
。

历音虽可细分为七类
,

可是
,

在许多情况下
,

一个历音又往往具有多种性质
。

屯些 此 带 既是短历音
、

下 历音
,

也是装饰性历音
。

而
遐

一

翼魏黝下赌
’

律性历音
、

节奏历音
、

复历音等性质
,

可见
,

历音既是迷人的
,

同样也是复杂的
。

对 古 筝 大 师 的 历 音 技 法 分 析

题下的筝曲
,

他仍主张 “ 以清弹为主
,

切忌繁闹手法
,

盖重在抒情述志
,

非徒以模

然景物取胜也 ” 。

他在 《高山流水 》一曲中
,

只有九处用了装饰性短历音
。

峪 扮热良
充满但他在充

诗情画意的 《渔舟唱晚 》一 曲中
,

则频繁地用了七士五次妙性界音

计算
,

使乐曲辱得活泼而华丽
, 可见 ,

他并非一味清弹
,

厚对毋音
,

再秘以戛复三次

而最琳吹场萍
,



该角则用
,

不该用则坚决不用
。

山东聊城金灼南先生对掐筝要求 “ 重而不躁
,

轻而不浮 急而不促
,

徐而不驰 硫
而有味

,

断而似连 刚柔相济
,

清浊协调 ” 。

因而他的演奏风格是优雅
、

古朴
,

以情感

人
。

虽然他设计了连
、

历
、

拂
、

滚等许多历音手法
,

而 实际上却用得很少而有分寸
。

一

舞只偶尔用点装饰性历音
,

并穿插有旋律性历音
。

如他创作 的《渔舟唱晚 》中
,

装饰性历

音一般出现在后半拍
,

且多为三个音
,

象 一 一
,

一户瞿乡 ‘举早过
·

丝 鲤 纱吵
而旋律性历音的出现

,

不但装饰了曲调的美感和流畅性
,

而且也增加了乐曲的 活 跃 愉
厂二 二 二二气

一
几

脚 象哩 仑些 尸
厂二二

一
飞厂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匀

乏后弓 《渔舟唱晚 》第三段是

描写天老地阔莺飞鱼跃仰视俯察的触景生情
、

有兴致勃勃的景象
。

金仍然没有用华丽的

装饰性历音
,

还是以清弹为主
,

只是速度有所加快
,

在尾声处用了一个旋律性历音

厕育
‘

卜来结束全曲
。

这 与曹正先生演奏娄树华的 《渔舟唱晚 》在情趣上是多

么的不同 可以说 娄谱以景见强
,

金谱则以情感人
。

齐鲁筝演奏家赵玉斋先生的演奏风格是纯朴热情
,

刚中有柔
,

具有粗犷而又浓郁的

乡土气息
。

他在各种历音的运用上显得丰富多变
,

表达了各种不同的思想感情
,

而在旋

律性历音的运用上更有其独到之处
。

如 他在 《汉宫秋月 》的开头用了缓慢而带有叹息

八 八
性 的下行旋律性历音 的仓 把人们即刻引入了缠绵凄凉

,

悲郁哀诉的乐曲中去
。

而

将该历音用到 《风翔歌 》开头
,

加快逮度 , 却又 显得热烈而欢快
。

在 《四段锦 》 之 一

《清风弄竹 》的开头
,

同样用了个下行的旋律性历音 弓么州
,

却把人们引进了一幅清

界律来
,

绿林椅琦的 诗情画意中去
。

而在 《普天 同庆 》一段中
,

他在每分钟 拍的速度
下使用了每拍多至 八个旋律性历音的同时

,

又结合用了频繁的装饰性历音
,

使乐曲显得
欢诛流 畅

,

富于激情
,

描绘了人们喜庆佳节的欢乐气氛
。

乐曲终止处则用了一个犹如排
产一一 一 一一 、

山倒海
、

势如破竹的长旋律性历音 峰鹦 掣里绝丝 理些 后
,

再结束在一个强奏的

主和弦中
,

使乐曲得到圆满的终结
。

赵先生在其创作的 《庆丰年 》中
,

一方面将旋律性历音充分地得到发挥
,

另
‘

一方面

又创造性地设计了复历音
。

如 进一步地丰富了古筝的表现力
。

留 二 二二二 , 二 目

‘‘一内一一一
‘

牙

以演奏 《寒鸭戏水 》而闻名的潮州筝家郭鹰先生的演奏以流畅
、

优美
、

华丽
、

委娜
动听而独树一帜

。

“ 潮州筝上的历音称为
‘

勒弦 ’ ,

它对曲调起装饰和润色作用
,

偶尔也用 于 消 除
‘

逆指 ’ 和寻找乐音
。 ‘

勒弦 ’ 可长可短
,

演奏者根据需要而 自由发挥
,

但不可滥用
。 ”



“勒弦 ”

带

乙 父

也用花指符号 “ 来 ” 标记
。

郭先生在历音的运用上
,

更多地采用如
来 朱 带

二 于
、 火 米 、 带 、

王 等装饰性的短历音
,

而且出现的次数较

频繁
。

如 《一点金 》全 曲出现 “ 带 ” 三十三次
, 《蝶恋花 》中出现四十二次

,

《寒鸭

戏水 》出现五十六次
,

而 《过江龙 》出现多达六十次 根据范上娥编著的 《郭鹰演奏的

潮州筝曲选 》计算
,

而长历音
,

旋律性历音在全书十五首筝曲中
,

总共才出现了九次

一 一七次
‘

兰生垫二竺三圣
,

二次还里上
二

里
二

垫里里
三

些』
,

因此
,

郭频繁地 运用装饰性短历音
,

对乐 曲起到了点缀
、

润色和点铁成金的作用
,

使得他的演奏风格显得更加优美和华丽
。

已故著名客家筝演奏家罗九香先生演奏的汉乐很是动人
。 “ 罗先生的演奏 特 点 是

‘

缓而不怠
,

紧而有序
,

古朴淡雅
,

重在写意 , 。

因此
, ‘

古雅 , 是他的演奏风格
, ‘

写

意 ’ 则是他的音乐灵魂 ” 。

为了使技巧和风格的统一
,

在拂弦加花手法上
,

也是要求以

古朴淡雅为上
,

很少使用 华丽的长拂弦
,

而一带即过的
,

似有若无的装饰性短 拂 弦 居
二

多
。 ” 如 《崖山哀 》开头只用一个历音毛

, 《出水莲 》开头用了二个历音笔勺
,

乏
《过江龙 》用了三个历音 笼

,

这 已算是多的了
。

有的装饰性历音通过滑 音 来 完

小 , ,

月 。 , , 。 、
、、

山土
、

。 ,

二
。。

二
、

、 二 、 小 , ,
、 , 、 ,田 、 山 卜

成
,

如 《翡翠登潭 》中节卫卫
一 ,

此 音用滑音一带而过
。

在罗先生的筝谱中
,

偶尔也出

现旋 律性历音
。

已故曹东扶先生是河南筝派演奏家
,

曹派大调曲的创始人
。

他的演奏具有浓郁的民

间音乐色彩
。

他在历音的使用上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

他在一些低沉
,

哀怨如诉 的 筝 曲

电 一般不用或少用历音
。

如 《苏武思乡 》
、 亡《闺中怨 》等

。

而在一些轻盈喜悦
、

跳跃

活泼
、

模仿禽鸟的鸣叫声 的乐曲中
,

他用较多的短下历音
。

如 《百鸟凤 》
,

《打秋千 》

等
。

特别是 《高山流水 》 河南极头曲 一曲
,

他与曹正先生的处理有所不 同
,

为了表

现祖国名山大川的壮丽景 色
,

为了表现流水的奔腾飞泻
,

他采用了左手弹奏低音及大幅

度历音来配合右手的旋律
,

壮大了气势
。

他创作的 《闹元宵 》中
,

为了使乐曲一开始就将 “ 闹 ” 的意境体现出来
,

他在引子

里就采用了一个
一

长的上历音 于‘洲 亏
。

而到乐曲最后一段高潮处
,

为了表现出热烈

欢腾的情绪
,

一方面右手采用较多的历音
,

穿插在旋律中
。

另一方面左手又采用上
、

下

长历音
,

进行配合
。

接着
,

将历音改转用扫弦
,

使乐曲推向高潮
,

一浪推一浪
,

展示出

人们在元宵佳节的喜悦心情
。

以王哭之先生为代表的浙江派古筝
,

以演奏传统套曲和民间器乐曲为其特 点
。

由于

其右手用了较多的 “快四 点 ” 技法
,

因而形成了多用装饰性历音而几乎不用旋律性历音

的情况
,

使其演奏风格变得华丽而流畅
。

装饰性历音可出现在板前或前半拍或后半拍
,

这在 《月儿高 》
、

《云庆 》中可见
。

又由于浙派筝多用右手指作长音摇指
,

左手指作历

音 或旋律 手法演奏
,

因而形成了具有复调性的音乐效果
,

这几乎成了古筝曲新创作
上接第 灭



竟公布了改革经济机制的三十七项原则 ,

保加利亚宣布经济组织实行全面 自治 波

兰公布了《第二阶段经济改革实施纲要 》,

在全民公决讨论未通过后
,

政府正着手对

《纲要 》进行修改
。

就 目前形 势 来 看 ,

波
、

南
、

匈经济状况虽有较大改善
,

但都

没有能从经济危机的阴影下解脱出来
,

物

价腾涨
,

供不应求成了这些国家难以解决

的头痛问题
。

罗马尼亚
、

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改革的动作不大
,

对苏联的改革还持保

留观望的态度
。

巴尔干半岛上的阿尔巴尼

亚仍固守斯大林僵化模式
,

但闭关锁国的

闸门毕竟打开了一线缝隙
。

当前各个社会主义 国家所进 行 的 经

济
、

政治体制的改革
,

是在总结前一历史

阶段痛苦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

目

标大休上是一致的
,

即通过改革克服体制

上的缺陷
,

扬弃原有的弊端
,

消除斯大林

模式的消极影响
,

探索社会主义道路
,

创

新社会主义模式
,

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

善
,

把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所具有的历

史优越性最充分地发挥出来
, 促使社会主

义事业能够健康迅速地发展
。

没有改革
,

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胜利
。

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和人民命运之

所系
,

是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必然
,

也是提高社会主义声誉
,

完美社会主义形

象的重要途径
,

这是历史的客观需要
。

我

们的前途是美好的
、

光明的
。

试看未来
,

一个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新高潮即将

来临
。

我们坚信社会主义一定能够战胜资

本主义
,

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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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常用手法
。

建国后
,

古筝艺术发展很快
,

历音演奏技法更丰富了
。

继赵王斋创造设计了复历音

之后
,

王昌元在 《战台风 》
、

张燕在 《草原英雄小姐妹 》中都创造性地设计了在琴码左

侧无固定音高的柱外刮奏 本文称之为虚厉音
,

来表现暴风的形象
,

获得了很好的效

果
。

蕉金海在 《苗岭的草晨 》中
,

利用古筝的前
、

后岳山外的弦序进行刮奏
,

也是一种

可喜的尝试
。

总之
,

历音仅仅是古筝上多种演奏技法之一
,

它却有如此之丰富和变化
。

各大师因

在历音的不同运用上而形成了各自的演奏风格
。

因此
,

历音和风格是休戚相关的
,

需要
加以研究

。

特别是对老一辈所传留下来的宝贵财富
,

更有必要去总结
、

借鉴以便进一步

发展和提高
。

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