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工〔编者按 〕 渡 中奖
、

砚 华
一

处
、

件 为涵 盖 我 国专业音 乐 比赛的两 大奖项
,

历 来受 声、

瞩 目 中国 音 乐 笋阮

了 巧
、

作 曲家王 中山 先生 在接受媒体 采访 时一 再 强调
“ ‘

文 华奖
’ 、 ‘

金 钟奖
’

是 我 国仅存 的两 个顶 级
洲 声

、

赛
,

含金 量
’

高
,

能夺得金 牌实属 不 易
。 ”

而 我校音乐 学院阎爱 华教授 多年指导 的学生任洁
,

居

二 本年度将这 两 项 大 奖 中的古筝比赛金 奖 同时并 收囊 中
,

由此 可 见其艺术水准确 已得 到我 国 民乐界 专
水

、

评委一 致认 同 焦金 海教授 赞扬道
“

南京 艺术 学院的古筝写 意演奏风 格
,

是全 国筝 艺教 学的一 面 旗

帜
,

对全 国有推 动作 用
”

担任
“

金 钟奖
”

主 评 委 的何 占豪教授在 听完任 洁 的决 赛演奏后 说
“

南艺 的学

生真棒 乐 曲处理
,

令我感动
· ”

其实
,

在任洁 同学这 令人 感动 的荣誉和 成绩背后 她 的指导教师阎爱

华教授
,

自然地 进 入 我 们 的视 野
。

我 们带着相 关 的古筝演奏与教学 问题
,

对 阎教授进行 了专访
。

“

有
、

准
、

妙
、

深
”

一一 阎 爱 华教授 专访 录

阎爱华 本刊编 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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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 以 卜简称编 阎教授
,

任洁同学今

年双获
“

金钟奖
” 、 “

文华奖
” ,

作为任洁的专业指

导教师
,

我们向您表示祝贺 同时
,

我们更想听听

您多年来在古筝教学上的经验和体会
。

首先想要了

解的是
,

在我国古筝表演艺术已有很大发展的今

天
,

古筝艺术的教学基础是什么

阎爱华 以
一

「简称阎 谢谢 古筝是我国古

老的弹拨乐器之一
,

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

战国时代
,

已流行于秦国
,

当时称为
“

秦筝
” 。

此后
,

流传到

各地的古筝因历史的变迁和地域文化的孕育而造成

风格
、

演奏指法不同的古筝流派 —可谓是
“

茫茫

九派流中国
” ,

产生了诸多有成就的演奏艺术家
。

应

该说
,

古筝的流派是
“

同宗同祖
,

同源分流
” 。

而

今的专业古筝教学就是在各流派传统筝曲艺术特色

基础上的发展创新
。

编 您在古筝教学上是怎样
“

发展创新
”

的

阎 如果学生在具备了节奏
、

音准
、

速度
、

力

度等基本素质并掌握了古筝的基本演奏技能后
,

要

进一步提高水平
,

演奏出感人的作品
,

我的体会是

首先要
“

从无到有
” 。

在教学中
,

与学生刚见面时
,

彼此都很轻松
、

愉悦
,

而他一坐下演奏
,

就立即摆

出一副非常
“

必然
”

的架势 其实脑子一片空白
,

尽管可能弹奏并无错音
,

但音色单一
、

毫无生气
。

我认为这是
“

躯壳
”

而无
“

内秀
” 。

针对这一问题
,

我引导学生理解读书与朗诵
、

反复与重复的确切含

义
。

精于心
,

简 于形
。

常言
“

心里有
,

手上才会

有
” ,

引导他们逐渐认识演奏之外应该思考些什

么

编 这是不是说还有一个
“

技巧之外的功夫
”

修炼问题呢

阎 是这样
。

也就是怎样才能艺术地
、

人文地

演绎出古筝曲的内涵
, “

技术在某一首曲子中是有

限的
、

而音乐表现则是无限的
”

这一句话的真实含

意就在这里
。

我认为
,

在明确整体结构的前提下
,

根据乐曲结构进行分段
、

分句
、

分乐节地研究
,

帮

助学生剖析演奏中音的连接规律
,

力求掌握音乐语

言表达的用力分寸
,

克服程式化
,

启发他们对音乐

作品的理解力
,

能为音乐作品所感动
。

这就是
,

表

演在
“

曲外
” ,

演奏在
“

心中
” 。

只有
“

形外
”

而无
“

内心
” ,

则名
“

有
”

而实
“

无
” ,

故所谓
“

从无到

有
” ,

就是从
“

心无
”

到
“

心有
” 。

编 这的确是经验之谈
。

阎
“

心有
” 一

了
,

只是第一个过程
。

还要
“

从
‘

有
’

到
‘

准 ”, 。

由于古筝各流派的演奏艺术特色

常常体现在细微的音韵变化上
,

所以准确把握演奏

中音准的概念
,

显得尤为重要
。

对古筝演奏的学生

来说
,

以十二平均律为依据训练的视唱练耳课程是

远远不够的
。

要准确掌握各流派筝曲的演奏风格
,

还需要对各流派乐曲音程的音分变化
,

音律的振幅

协调
,

作韵行腔的个性
、

强弱快慢的律动以及滑音
、

跳音的时值训练等等进行具体详尽的分析和研究
,

这既是教学的难点
,

也是体现具体音乐风格的重要

手段
。

为了使学生有较为准确的认识
,

以最新的教

材
、

技术和概念以最快的速度把音乐的具体要求传

达给学生
,

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
,

拜访了我国多位

有成就的民间古筝演奏艺术家
,

根据他们对各地方

民间音乐风格准确把握
, “

察其异而辨之
、

观其同

而通之
” ,

较为清楚的将南北筝曲进行了比较
。

继

承历史精华
,

吸取众家之长
,

勇于探索新路
,

在技

能的训练中找出了不同流派特色的共性与个性
,

通

过实践
,

我和学生都受益匪浅
。

编 我们能否将这种
“

准
” ,

理解为
“

各种筝

曲风格的准确把握
”

和
“

不同风格筝曲的共性把握
”

这两个层面呢

阎 对
。

在聆听各流派的筝曲中
,

我们既发现

了不同地区的演奏家在演奏同一首作品时
,

演奏风

格和音韵的差异 又发现了他们演奏不同作品时
,

演奏风格和音韵的共性
。

今天
,

当学生千姿百态地

在我面前展现其演奏个性时
,

我感悟到 一个人的

演奏与他的经历素养
、

音乐天赋
,

直接相关
。

应该

鼓励学生充分展示自己的艺术个性
,

丰富和提高其

古筝演奏水平
。

灵活的教学
,

使一些学生在全国大

赛上取得很好的名次
,

即在意料之外
、

又在情理之

中
。

当然
, “

准
”

也是一个艺术创造的过程
。



此外
,

我觉得还应当做到
“

妙
”

和
“

深
” 。

编 很有意思
。

就请您再说说
“

妙
”

和
“

深
” 。

阎
“

从准到妙
” ,

就是在较为准确地把握了筝

曲的地方风格及韵味后
,

还有另一个重要标准 就

是其音乐是否美妙动听
。

而
“

妙
” ,

我认为体现在两个方面
。 、

音的质

量
。

每件乐器都有独特的音色
,

是不 可改变的
,

但

音的质量是可以在演奏中改善的
。

首先抓住基本音

色 一实
、

润
、

亮与平衡的到位
,

然后力求变化音

色的张力对比
。 、

音的组合
。

在传统流派筝曲中
,

音的组合是理顺旋律的骨干音与过渡音
、

装饰音的

关系
。

在新创筝曲中
,

随着现代演奏技术的发展
,

特别是快速指序的出现
,

使得乐音的组合形式更为

丰富多彩
。

同样的组合形式可以奏出不同的旋律效

果 而同样的旋律也可以使用不同的组合来演奏
。

这样
,

就可以使我们有可能用便捷和更有效的方法

取得内心听觉所想象的美妙音乐设 卜
,

这就是所谓

的
“

妙
” 。

“

妙
”

仍然不是表演艺术演绎的终点
,

还需要
“

从妙到深
” 。

苏轼 《琴诗 》说
“

若言琴上有琴声
,

放在匣中何不鸣
。

若言声在指头上
,

何不于君指上

听
。 ”

这首哲理性的
“

格言诗
”

意在申明一个道理

只有深人人心的音乐
,

才是真正的音乐
。

人是主体
,

琴是客体 艺是道
,

琴是器
。

琴本身不产生音乐
,

是人用手演奏才有了音乐
。

演奏音乐
,

手技也是一

种工具
,

只有演奏者支配了音乐的灵性和魂魄
,

才

是音乐的至深之处
。

由此可见
,

演奏人才的灵感和

音乐天赋是何等重要
。

因而
,

加深学生鲜活的心灵

感悟培养
,

加强挖掘学生理解乐曲的情感深度
,

科

学的教学程序自然即会顺势导人相对完善的艺术境

界
。

只有学生艺术境界提高了
,

对乐曲的意境才可

能会有深邃的理解
,

其演奏的神韵和感染力才可能

展显无遗
,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索的课题
。

编 那么
,

我们如何通过具体的教学去达到这
一 “

深度
”

目的呢

阎 在这方面
,

我首先要求学生在大量的中国

器乐和中国戏曲中去揣摩
、

汲取音乐巧妙运用的规

律和法则
,

把中国音乐文化的精
、

气
、

神 气韵

牢牢地把握住
。

无论文曲
、

武曲都能得心应手地表

达到位
。

我个人认为
,

任何一个国家
、

民族的音乐

文化发展
,

都不应当是音乐艺术个性的削弱而应当

是大大的加强
,

注重本民族音乐风格的树立和传

播
,

是对世界音乐文化多元共存的应有贡献
。

古筝

演奏艺术也不例外
。

由于社会和时代的变化
,

古老

韵味也须要与时代气息相结合
,

这就要求我们更新

一些观念
,

主动吸收东
、

西方各种乐器演奏艺术精

髓
,

并予以借鉴和开拓
,

把握其既不丧失个性又能

对其它艺术派别 自然融合的艺术关系
。

这样的知识

结构才能愈加完善
, “

得心应手
” ,

才会越来越丰满
。

编 希望您能进一步谈谈具体的作法
。

阎 针对如何更方便
、

更客观
、

更智慧
、

更合

理地拓展知识结构
,

我尝试编写了 《筝艺新探 —线谱古筝教程 》
,

而后又编写了 《古筝现代技法训

练 》
,

将习筝与识谱结合进行
, 一

与世界通用音乐识

谱法同步
,

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在传统古筝教学

与世界各地音乐艺术教育融合方面
,

做了有益尝

试
,

得到 海音乐学院何占豪先生的赞扬和支持
,

他说
“

线谱古筝教材编的好 做 了一件开创性的

大好事
。 ”

并指出 目前作曲家大都用五线谱进行

创作
,

不少演奏者及团体仍沿用简谱视奏
,

其识谱

的速度与乐队的配合较难达到要求
,

古筝率先编写

了五线谱教程
,

可扩大古筝的演奏范围
。

这些评价

对我是很大的鼓励
。

编 近年来
,

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古筝音乐创作

作品
。

你的教学 与科研显现出很强的针对性
。

是

吗

阎 当然
。

我在注重提高学生基本演奏能力的

同时
,

与学生一起开拓视野
,

大量学习各国优秀的

音乐作品和近年来的新创筝曲
,

真切的感受到作曲

家们对筝曲创作的创新力度
。

他们突破传统五声性

调式规律
,

吸收 日本琉球调式
、

都节调式的形态
,

借鉴梅西安人工调式的经验
,

自行设计了许多新的

调式和音阶
,

甚至创造了全新的
“

下方小三度加上

方小二度
”

的色彩音列
,

每个八度分为三个环节
,

每个环节是一个大三度音程
,

在每个环节上都可以

演奏同主音大小调的调式等
。

这些新的调式和多调

性连环叠置的定弦方法
,

促进 了演奏技法的变革
,

既有对传统调式色彩的偏离
,

又有对传统调式色彩

的回归
。

例如《幻想曲》 王建民曲
、

《笠筱引 》庄

耀曲
、

《溟山 》 王中山曲 等新创筝曲
,

其音调

设计和定弦方式
,

就为各种风格的乐曲创作和各种

各样的
“

调接触
”

现象
,

开辟了崭新的途径
,

做出

了新的尝试
。

这些
,

都启迪 我们不断在教学中探

索
、

发现新的艺术表演空间
,

在意
、

情
、

趣
、

深中

创新
,

使传统的古筝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谋求

与时代合拍的更新发展
。

演奏艺术的创造是永恒的
。

正是这一认识论观

念
,

促使我们在当下中西音乐文化的碰撞时代
,

树

立起了继承与创新并行的理念
。

我们应当在中国古

筝演奏艺术呈现出螺旋上升的运势中
,

奋力跃起
,

焕发新生
。

编 阎老师
,

您对古筝演奏教学与古筝表演艺

术
“

从无到有
” 、 “

从有到准
” 、 “

从准到妙
” 、 “

从妙

到深
”

的四个要点总结
,

给了我们很好的启迪
,

我

以为这对民族乐器专业学生的学习以及相关专业教

师的教学
,

都具有借鉴和参考的价值
。

非常感谢您

接受我们的专访
。

阎 不用客气
。

其实
,

这次专访
,

也给了我一

次阐述个人经验体会的机会
,

我希望能得到同行
、

专家的指正和意见反馈
。

共同提高
,

共同为新时代

的古筝艺术
,

做出更新
、

更多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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