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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现代作品的突破与创新——兼谈古筝独奏曲《林泉》的演奏体会（上） 

发表刊物：《乐器》2006年第 8期作者:吉炜 

论文内容： 

  筝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弹弦乐器之一，源于秦而盛于唐，流传至今已成为我国最受欢迎且普及最广

的民族乐器之一。筝的顽强生命力主要根源于其不断地继承与创新。回顾筝史，自秦以来，经汉、魏、

唐、宋、元、明、清至现代，筝在艺术家们的努力下，筝的演奏技法与曲库拓展获得了世人高度赞赏。

这使得筝能够历经时间长河的淘洗而更加富有活力，筝因此而获得恒久的艺术生命力。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艺术总在互相影响、互相交流中发展的。外来文化受到“中国化”的改

造，逐步融合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我们的民族文化本身受其影响而产生局部的变异，至于这种变

异是否有利于传统民族文化的繁荣，则取决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近年来，我国作曲家在继承民族音乐

传统的同时，吸收和运用国外近现代作曲技法，形成了我国现代音乐作品的新特征。而古筝的现代作品

同样具备这些新特征，并获得较高艺术成就，不仅受到专业演奏者的喜爱，而且在社会上也广为流传。

大多数古筝现代作品，突破了许多传统筝曲的创作形式，广泛采用西方现代作曲手法，融合我国民族音

乐元素，追求音乐上的自我表现，形成了风格的多样性。学术界对这类古筝现代作品的研究大多是以较

为宏观的层面和对比方法对某一阶段的多部同类作品进行研究，或者对某一位作曲家的多部作品进行综

合研究。本文选择叶小纲先生的《林泉》进行研究，目的是通过针对单一作品的剖析，来探讨古筝现代

作品的代表性特征和对演奏技术的影响。 

 

  作品创作对乐器演奏有着直接的影响。作品新的音乐表现手法对演奏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对演奏

风格和技术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同时乐器演奏只有在不断发展中才能满足作品发展的需要。作品

的发展与创新是演奏技术创新和现代风格形成的基础，而演奏技术的创新又为作品的创作提供了支持和

空间。所以创作和演奏是互为促进共同发展的，二者在发展创新上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 

 

    “音为琴生” 

 

  叶小纲教授的作品《林泉》是于 2001年为古筝所创作的具现代风格的独奏作品。作者以浓淡相宜的

手法为听者展开了一幅形态各异的水的画卷，以音乐语言描绘了水生于泉、聚于溪、汇于海的动静强弱

的多变形态。乐曲一开始描绘了细小的泉水，它被音乐营造出晶莹流淌的形态。静水随柔和之风而泛起

涟漪，变幻的水波倒影仿佛映现眼前。乐曲接下来使静静的泉水涌动而下，激撞苍石,潆洄成流。继而随

势成溪，带起翻溅的水花，一派浓浓生机。乐曲最后汇多支溪水潋滟一片，猛然从山涧间飞瀑而下,奔放

地穿过急流险滩长啸而去。至此,乐曲对水的张力的渲染达到顶峰。整部作品通过对水的形态和内在力量

的描绘,阐述了对水之有形与无形、有声与无声、有力与无力、有色与无色的理解,彰显了作者运用音乐

语言表现大自然的功力和内涵。 

 

  “音为琴生”。古筝这件乐器对于水的演绎有着自身的优越性，作曲家充分发挥古筝乐器的这一特

性，较好地创作了这首作品。在传统乐曲中表现水的作品也有很多,如《高山流水》、《东海渔歌》、《渔

舟唱晚》等。它们表达水的意境，惯用一些固定的演奏技法，如刮奏、扫弦等，在音乐语言的表达上风

格也较接近。而现代作品《林泉》，作曲家也是用古筝这件乐器表现水的意境，不同于以往的是，他更

深地挖掘了乐器的特性，发挥了乐器的内在表现力，把水的形态和声音，以及用水来喻意的某种力量，

表现得淋漓尽致。演奏技法的运用也较有突破，作者运用一些现代古筝演奏技法，使乐曲充分描绘了水

的千变万化的意境，表现得层次分明，形态逼真。巧妙的技术运用使作品张力得到极大发挥，赋予了传

统乐器新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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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林泉》这首乐曲的整体创作来看，作者是运用再现原则进行创作的，作品具有独特的体现形式。

这首作品深具现代气息，在曲式结构上受西方传统曲式的影响，但又不拘泥于形式的控制。创作手法虽

非常自由，但依然具有高度的主题材料统一性和发展的逻辑性，以及十分多样化而生动的形象内容表达。

这首乐曲的创作保留了民族调性的特点，但它的独道之处在于（也是现代派风格筝曲的典型特点之一）

不像传统古筝乐曲那样固守于狭窄的地方色彩（古筝传统乐曲的音乐风格流派受地域性影响，并以地方

性风格区别分类。所以传统古筝乐曲的创作风格差异多以不同地方音乐特色为本质）。由于作品不属于

某地方色彩，因此在音乐发展中，音调风格的民族特点就很便于向外延展，并与更为复杂的技艺结合起

来，表达出亲切细腻的情感，延展了民族五声音阶的音调。整首乐曲的风格是统一融合的，是开放的、

宽大的，曲式结构体现了一系列独特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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