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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王中山几首重要作品中的演奏技巧及其风格 

发表刊物：《大舞台(双月号)》2008年 05期作者:史健 

论文内容： 

  毕业感言：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爱乐？我说：“我不愿站在太阳的光辉下告诉大家我有多亮，

我更愿做一颗星星依偎在月亮旁，把自己仅有的光与热照向大地，我们爱乐不是没有人才，我们各个都

是人才，我们要好好的学习，把最好的最真的东西学到了再为他做出贡献，把我们爱乐建设的更加美好！” 

 

  摘要：本文从一方面分析王中山重要代表作品中的演奏技巧。例《彝族舞曲》中的右手轮指和轮弹

技巧，《云岭音画》中的左手摇指技巧，《溟山》中的左手快速指序的运用等；另一方面，分析了王中

山老师的三首曲子鲜明的个性特征（即演奏风格）。 

 

  关键词：轮指轮弹、左手摇、快速指序技巧、演奏风格 

 

  一．介绍王中山其人： 

 

  王中山，著名青年古筝演奏家河南南阳(蒙古族)人。自幼习争（1974 年），曾得到十数字民间古筝

家的悉心指导，有深厚的河南筝曲基础。幼时即以其音乐上的天赋，多次参加省内比赛并获不少奖项，

曾获过河南省民间艺术表演二等奖。后考入南阳艺术学校，师从著名古筝演奏家赵曼琴先生，系统地学

习并掌握了赵氏创立的"快速指序技法体系"之精髓。一九八六年以其全新的高难度技法演奏《打虎上山》

轰动了中国首届古筝学术交流会，受到海内外专家学者注目。一九八八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师从著名

古筝教育家李婉芬副教授，李氏严谨、细致的治学思想，使其筝艺进一步升华。一九八九年参加“ART”

杯中国乐器国际比赛，在青年专业组决赛中获奖。一九九二年在北京举办“王中山古筝独奏音乐会” 。

同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一九九五年国际华夏器乐展演年《国际中国民族器乐独奏大赛》王中山

以其精湛的技艺获得了古筝项目的一等奖。 

 

  王中山现执教于中国音乐学院，并为多所艺术院校的客座教授，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古筝学会秘书

长、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古筝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二．王中山对古筝艺术的主要贡献： 

 

  我们大家可能都熟悉赵曼琴老师，他的《井岗山上太阳红》在很早以前我就弹过，给人留下很深刻

的印象，速度很快，右手的技巧很高，而且难度较大。弹下来虽然很容易，但是想非常的快，而且右手

的音还要清晰，不是一流高手很难做到。我曾听赵曼琴老师的几位学生跟我谈过赵老师当年创立“快速

指序技法体系”的想法及其过程。大概是这样的：说当年赵曼琴老师是河南省某演出团体的，在演出过

程中，古筝是跟不上拉弦乐器的速度的，只有形式性的坐在那里，抓几个和弦而已，这里相信参加过民

乐合奏的朋友都深有感触。因此就会有人对其冷嘲热讽，说你弹古筝弹的好，怎么连个快节奏快速度的

旋律都跟不上？于是他日夜思考，开始向一些西洋乐器的演奏家们学习，譬如吉他中的轮指还有小提琴

跳弓手法等，另外他还揣摩了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握手的姿势是最放松的最适合弹古筝：那就是在睡觉

时我们手指呈半握的姿势，这样才可以达到极限速度。就这样赵曼琴开创了古筝演奏技法的新纪元——"

快速指序技法体系。"而王中山正是在继承了赵氏的精髓上，开拓和发展了古筝艺术的新思路。 

 

  要说王中山的主要贡献，那么势必要谈到他对演奏技术的发展与创新。在演奏技法上，王中山首先

开拓性的左手带义甲，这是我们值得去关注学习的。我左手带义甲的年限也不长，只有大约三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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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我已经看到国内有些人开始带了，一般是演奏左手技巧较复杂的曲子，但是并不是很多。而这

两年随着古筝演奏的普及，左手带义甲大有替代原传统的右手带义甲左手留指甲之势。这是据 1955年山

东派古筝演奏大师赵玉斋创作筝曲《庆丰年》后左手发展变化的又一历史性突破。如果说他的突破在于

左手戴上义甲，那还不如说是他把老师赵曼琴先生的“快速指序技法体系”运用到了左手上，这真是个

惊人之举！！！这种技法在我下面所要论述的曲目中做更进一步的阐述。其次，王中山左右手轮指的技

巧运用，也是我们专业学生应该探讨的另一个话题。这里我记得有一本杂志曾谈到王中山老师的生平，

说他小时候曾学过琵琶，后来才学了古筝。由此可见，古筝的轮指技巧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我一开始

听到在古筝某一根弦上的轮指，我就在想我们古筝中有摇指这门技巧来演奏长音，而琵琶中有轮指来演

奏长音，我们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后来我就发觉自己错了，王中山把琵琶中的轮指借鉴过来，是为了增

添它独特的音色。确实我发觉在王中山改编的《彝族舞曲》中，采用了大量的轮指技巧，有连续性的，

也有单一性的，较摇指来说要松弛的多。单一性的轮指听起来颗粒性较强，而且也很美；而长线条的连

续性的轮指则有通体透亮，珠落玉盘的感觉。另外在王中山的作品《溟山》中左手快速指序经过后，便

是左手在一根弦上轮，再弹几个音，造成一种节奏紧凑，律动感很强，有舞蹈性质的乐段。其实在轮指

中还有一种弹轮的技巧，这里在王中山改编的《彝族舞曲》中的开头部分便有运用。再次，王中山值得

人敬佩的地方就是他敢于想别人所没有想的，做别人所没有做过的事情，他竟然让我们这些古筝的新生

代们跟随着他的脚步，左手去摇指，这是个多么伟大的创举呀！！！虽然说摇指对于我们专业的学生来

说并不算什么，但是左手的摇指就好象是孕育在摇篮里的生命一样，那么的脆弱，那么的柔嫩。而王中

山却像是一个妈妈，自己成熟了不说，还拉扯着我们甚至可以说在逼着我们长大，让我们左手的手臂变

的和右手一样的有力，于是乎他在他的作品《云岭音画》中，采用了"双手摇指"的技术，这使得古筝中

二声部长线条的旋律成为可能。完成了本来用一架筝所不能完成的任务。 

 

  三．王中山的部分创作作品以及创作手法与特点： 

 

  我们知道王中山老师是著名的青年古筝演奏家，其实他也是一位出色的筝曲创作家。目前他创作了

大量的古筝作品，有很多形式和种类：有独奏、双筝的伴奏、与大提琴合奏、钢琴伴奏和古筝四重奏与

改编曲、自创曲等。据一个与王中山较熟悉的朋友告诉过我：王在很小的时候就在音乐上表现出了超乎

常人的天赋，并且在 1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进行创作，并有作品诞生。王中山主要的作品已出版成书，我

们所能见到的是山东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的《王中山古筝曲集》。这本书由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写的序言，

王老师自己写的后记，还有王老师自己对每首曲子的简单介绍－－这个介绍真的非常简单： 

 

  书的前半部分是线谱，后半部分是简谱－－即：同样的曲目，有线谱，也有简谱。曲目如下： 

 

  云岭音画 （古筝独奏谱） 

 

  暗香 （古筝和大提琴合奏谱） 

 

  彝族舞曲 （古筝独奏谱） 

 

  秋望 （古筝和钢琴合奏谱） 

 

  春到湘江 （古筝独奏） 

 

  月儿高 （古筝、琵琶、箫，合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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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溟山 （古筝独奏谱） 

 

  霍拉舞曲 （古筝和钢琴合奏谱） 

 

  汉江韵 （双筝伴奏谱） 

 

  土耳其进行曲 （古筝四重奏谱）（注：参考于《王中山古筝曲集》） 

 

  王中山在这１０首作品当中体现了他独特的创作技巧和风格，每首作品可以看出来他耗费了大量的

心思和工夫，而且作品所表现的技巧难度以及定调，音乐旋律，在国内也是较独特，有新意的。我们知

道民乐正在革新与发展，在这里我想特别提下原我们南京艺术学院的王建民老师，他在很早以前就写下

了脍炙人口的作品《幻想曲》，给古筝创作带来了西洋音乐的创作手法，譬如用固定调和五线谱记谱，

另外在他的其它作品还采用了复调等手法，还有比较时髦的左手弹旋律，右手弹伴奏的技巧运用（例《莲

花谣》），让人觉得耳目一新。后来这些作品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其中徐晓林老师创作的作品就颇具

特色。而王中山老师则不同于王建民和徐晓林老师这两人，因为这两人是以从事作曲为主的，而并非古

筝演奏家。但是王中山老师却是以古筝演奏为专业，创作为辅，所以说王老师是一个值得我们敬佩的人，

像他这样多产的古筝演奏家着实不多见。我们还是先来看看我们专业学校所熟悉的也有一些人弹过的这

三首作品：《彝族舞曲》、《云岭音画》、《溟山》。在创作手法和特点上我们可以归纳一下： 

 

  （一）调式的变化以及乐曲中途的转调。 

 

  在这三首作品中，除《彝族舞曲》采用了原古筝中最普通最多用的Ｄ调，《云岭音画》与《溟山》

均采用了中国传统调式与西洋大小调的交替和转换。例在《云岭音画》中给了定弦，也就是按照一定规

律排列起来的固定音阶或者说是在古筝上所能排列出来的音构成一定的调式体系，全曲分为４个部分。

第一部分“晨曲”与第二部分“寨庆”均以Ｇ大调为主，但是大调三级音 Si与同名小调三级音降 Si交

替，第一部分多分解和弦，而第二部分开始有少量的柱式音型，后面发展的较为复杂，显得灵活多变，

而第三部分“恋歌”则开始变的悠缓而抒情，调式也从 G大调转为 g小调由欢乐地一下变到了慢速，虽

说同主音大小调的变换在西洋作曲手法中屡见不鲜，但是对于古筝这种中庸平和，多用五声调式的乐器

来说，确实需要把它借鉴过来，洋为中用。第三部分并非一成不变，到了另一页情绪变的稍激动，然后

经过展开变的跳跃。第四部分回到 G大调，延续着第三部分的动力，但是节奏变的更紧凑了。在《溟山》

中，调式在 b小调和 B大调同主音大小调之间交替使用，整首乐曲以 b小调为主，只在华彩乐段才转为

B大调来表现那种空旷而又静谧的感觉，使人觉得情绪上有显著的对比。 

 

  （二）王氏独特技巧在乐曲中的运用。 

 

  这些技巧在王中山的主要贡献中已经说过，我不想再费口舌。但是有一点必须强调一下，就是想要

了解王中山老师所发展创新的技巧，就必须了解他的作品，因为可以说在目前国内的作品当中，还没有

人采用了他的技巧来进行筝曲创作，所以说王中山是独一无二的。 

 

  （三）传统作曲手法的“启、承、转、合”式。 

 

  我一直认为这是中国音乐作品的一大特色。有引子，有主旋律，有高潮，有尾声。的确，在中国的

传统曲目当中，包括近现代的创作作品中，它占有绝对性压倒性的优势。我们可能很熟悉何占豪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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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看出来，他把中国最优秀的创作手法与具有中国特色的旋律带出国门，走向世界，

而他也正是运用了这种手法，才能有如此的成功性。而王中山在这三首作品中，除一首《彝族舞曲》是

移植于王惠然的同名琵琶曲非他原创，采用了此手法外，在他的那两部作品中虽然结构较大，时间较长，

但是也很明显的看出来，采用了这样的创作手法。只是在一些部分发展的较多，甚至在乐曲中加上了传

统乐曲中所没有的华彩乐段，使得乐曲更富有浪漫色彩，极具幻想性，我想这应该是现代民乐或者说是

在将来一段时期内的发展趋势，这也是我们所能接受的在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在吸收外国文化的情况下所

形成的“新民乐”。这与单纯的以民乐旋律为主，而加上现代配器和电声乐队所谓的“新民乐”是有本

质区别的。因为前者有相当的文化底蕴，而后者只是在表演形式上使观众耳目一新。所以说我们应该在

传统的作曲手法“启、承、转、合”式的基础上学习外来的音乐文化，理解掌握西洋的交响曲、奏鸣曲、

前奏曲、赋格曲等。我们学习外国先进文化，不是为了崇洋媚外，像肖友梅那样全盘西化；也不是为了

因循守旧，像古琴家王露一样极端复古。我们提倡向刘天华学习，主张"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髓，一

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方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至少我们现在学习古筝的学生们可

以很欣慰，因为我们有了王中山老师，他正在走这条路，而且也在带领和指引着我们走上这条路。我们

应该感谢他！ 

 

  好了，我们在来看一看更细致点更实际点的东西吧。 

 

  四．王中山老师三首重要作品的演奏技巧及其内容风格剖析： 

 

  １．《彝族舞曲》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本是首琵琶曲，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很流行一首情歌，歌名为《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由歌手邰正宵演唱，我一直觉得这个“我早已为你种下，九百九十九朵玫瑰”的旋律很熟悉，后来才知

道它便是采用了《彝族舞曲》中的曲调。可见，这个曲调是多么的朗朗上口。 

 

  由王中山改编的这首曲子，主旋律和基本音调都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是在技巧上与音色上比原来的

筝曲《彝族舞曲》要出色的多，因为它解决了原只能移植琵琶的旋律却不能移植琵琶技巧和那种珠落玉

盘的音色效果，王中山的出现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弥补了这样的遗憾，他不仅引用了琵琶中的轮指，更

是在古筝上大大的进行了发展，并且出现了弹轮、三指摇、走位三指摇、弹摇等技巧。曲子的一开始跟

原来无异，在摇指的部分改成了在这些弦上做轮指运动，来模仿琵琶，后面的轮弹确实好听，但是想要

弹好确实不容易。我们有很多同学都听过王中山老师演奏的 CD，我们可以清楚的听到，在弹轮的部分，

无名指、中指、食指三指轮的是非常有线条性，并且很清晰，音非常密集，人人具有颗粒性和美的质感，

而且大拇指旋律还有声音高低的起伏感，并且每一个音在出来的时间上也是较为自由的，所以我们有时

不得不赞叹王中山老师，他太神奇了！能表演的美大家不觉得怎样，但是能够如此出神入化，人琴合一，

天下恐怕没有几个做得到。王中山老师告诉我们要想把轮指练好，没有什么快捷方式可走，只有多练，

一直练到手指各自独立，名指与其它手指一样的灵活。在优美地主旋律中本来的７和６音托劈的地方，

把７音改为了轮指，也就是完全跟琵琶的指法相同，只是古筝是横着弹而已，这一下本来在琵琶上弹就

非常的动听，而现在用古筝这种乐器来演奏，可以说使人有触电的感觉，太美妙太动人，恰似波光粼粼，

群星闪耀，又好似彝族的姑娘们在舞蹈时穿带的东西所发出的璀璨光芒。 

 

  到了走位三指摇的地方，开始部分的单摇一句就显得没什么难度了，因为前面的音符很长，三个手

指的重心点不容易跑掉，因此对于一般的专业学生来说，是可以弹的较为清晰的，但是到了到了这个激

动地部分，大家就不免有些头痛了。记得我的老师阎爱华讲过，要想把三指摇摇好，首先要把单指摇练

好，然后加上食指，最后再加上中指。感觉到三个手指的重心点都在底下（一般指音色要沉下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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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每个手指的力度很平均，才可以将三指摇真正弹好，而走位三指摇，则需要把力点衔接好，中途不可

断或是把手上的力点拿开，一直沉在底下。我想王中山老师正因为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弹这

段的时候才可以举重若轻，挥洒自如，使人感觉不到技巧上的难度，只是欣赏到音乐的美感。经过一段

主旋律后，进入右手为弹摇，左手为一般乐曲中不多见的高音旋律伴奏。对于我们专业学生来说这里的

右手并不是很难，可是要想在右手旋律突出却不能埋没左手的高音亮丽的色彩，就稍微要花些工夫了，

而王中山在处理左右手力度怎样平衡上做的恰到好处。 

 

  到了慢起渐快的地方，所具有代表性的王氏技巧没有了，而存留下来的是王中山的演奏风格，果然

厉害！快而不乱、气沉丹田、收发自如、扣人心弦，随着音乐层次感的推进，把人逐渐带入高潮，我不

禁跟着手舞足蹈，内心跌宕起伏。这是多么热烈，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呀！！！大家都在舞蹈欢唱，到

处都是歌的海洋，每个人都参与进来，分享着快乐与生活的乐趣。 

 

  第五部分“流畅地”，以摇指居多，但是左手的伴奏较为简单，只是变换几个和弦而已，在这里虽

然没有什么新技法，王老师却给我们见识了他的高超的摇指技术，是那么的快，那么的稳当，衔接的又

好，真是让人目不暇接。第六部分"粗壮地"似乎更富有独立性意义，首先突然的一连串的低音点弹，更

似有着意犹未尽，添上横来之笔的感觉。而后，情绪更加激动化，王老师左手开始扫弦，那是我所听过

的最有节奏感、最富有力度的扫弦了，这种沉稳而又整齐划一的音乐带着我拌着她一起打拍子直到刚劲

而又有力的抓 La的和弦结束。但是快节奏并没有完全终止，延续了几句，转折到较平缓的扫摇即二分音

符的 La，左手是流淌的刮奏，慢慢慢慢进入到第七部分倾诉地、较自由的部分宛如一个女子在倾诉着什

么，再由单指摇逐渐转为三指摇用以加重情绪。 

 

  在实际演奏中，王中山老师省略了第八段，我想因为这段与开头部分是相同的曲调，怕乐曲过于冗

长的缘故吧。而第九段正是乐曲的主旋律的再次出现，但绝不完全雷同，他让我们留连往返，让人依依

不舍。他弹到最后渐慢的时候，我们的心头感觉是舒服的，又是不舒服的。舒服的原因是因为我能听到

如此美的弹奏，而不舒服的原因是如此美的音乐却是让人觉得那么的短暂。哎，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弹的

那么好呀，可是王中山终究是王中山，名不虚传！这首曲子被诠释的完美至极，多么地使人神往彝族地

区呀。 

 

  我们光从这首由王老师改编的曲子当中就已经领略到他的风采，现在再来看一下由他自己创作的作

品吧。 

 

  ２．《云岭音画》 

 

  王中山对于这首作品是这样评价的，从写作技巧来说，这是写的最好的一部作品。可见这部作品包

含着很多炫技的成分。我想我不敢对这首作品做较多的分析，因为自己并没有系统的学习过和剖析过。

但是这几年来通过专业学习何占豪、王建民两位老师的作品也对自己的演奏技巧和分析谱子的能力还是

有所帮助和提高的，所以就来谈一谈自己的愚见吧。初次听到这个作品的时候，不禁使我想到了交响音

画的鲍罗丁的《中亚西亚草原》，真想不到我们中国人也能写出个什么音画出来，真是了不起呀，我想

或许王中山他开了个先例，以后就会有更多的音画出来了。音画本属于交响诗，本来外国的交响诗一般

是围绕着一个情节性发展的线索，常取材于文学作品、历史题材，或描绘自然风光地域风情等。我想《云》

正是在这样的想法上创作的吧。这首曲子富有浓郁苗族飞歌风格。 

 

  苗族为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分布在贵州和湖南、云南、广西、四川、广东、湖北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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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族人民居住的地区以西部、南部地区居多，可见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有着自己的理想追求，

当然也有他们自己独特的音乐。王中山正是把他们最优秀最理想的一面展现给大家的音乐家。共 14页呀！

这真是古筝独奏曲中的一个超长型作品，《幻想曲》也只不过才 9页，虽然有更长的作品，但它们大多

数非古筝独奏曲，这样连续不断疯狂的演奏，并且还有高难度的技巧，又有风格化自由定弦，想要弹好

非得下一番苦功。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过由王中山老师在他的 CD，或者是现场音乐会演奏这首《云岭音

画》，只能对乐谱进行简单的分析了。整首作品共分为四个部分，主要调性为Ｇ大调和 g小调，其实一、

二、四部分均在Ｇ大调上，第三部分在 g小调。第一部分晨曲是相对整首作品来说要少的多部分，音乐

序幕在摇指、双指摇和不常见的左手单手泛音下徐徐拉开，标志着苗族人们一天生活的开始，充满着希

望和生命的活力。我们发现乐曲开头出现了六连音和十连音而且节奏型很快，而且由左手完成。想要弹

的快并具有颗粒感，且杂音少，那么在上弦的时候不能太用力，在游走的时候手指压低，转换要快，力

度掌握适中。在突快中的指法倒是很新颖，四个十六分音符却是左手只弹头音，起到了练习右手中食以

及大拇指三指快速弹的作用。到了第二部分"寨庆"我们明显可以看出这段多切分音的运用，用以表达欢

快地情绪．到了乐曲第 41小节左手开始加入拍弦的伴奏，相信大家对这种右手弹左手拍弦的技法已经很

熟了，因为这不是王中山老师的专利和首创，也不是王中山要让你记住的东西。让你记住的来了：在 50

小节、52小节的切分音型里的小字一组重音Ｓi 和小字二组的重音Ｓol 便遗留下王氏的技巧，前面的音

乐好似人每天都在吃蔬菜，而今天却突然多了两串羊肉串，让人大呼过瘾而且留恋。第二部分刚开始本

是２/4 拍，到了 65小节音乐节奏转变为相对自由的 4/4拍，右手摇左手弹分解和弦倒是有点像抒情部

分，这段右手摇指的旋律由高音峰回路转到中音。然后就又回到了２/4 拍，因为这里多左右手同时抓筝

的大撮指法，这个通向第三部分的２/４拍给人以两手交织在一起很紧凑的感觉。 

 

  我想第三段“恋歌”写的最有味道了：爱情是人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从王中山所浮想的画面中看到

的是一对对相恋的人。甚至只要某人心里充满了爱，不管他是哪种爱，就算是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他

的生命就具有了价值，这也是我们所要寻找的东西。这一部分以慢速开始，旋律较松散轻松，以右手单

旋律为主，只有４个小节左手连续的抓琶音，仿佛增强这个画面的色彩，律动感较强。到了稍激动的地

方，右手有两个小节在四拍中作了我很欣赏的休止。在第三拍的前八上作了一个短暂的休止，舞蹈味很

浓，让人赞不绝口，控制不住自己的手脚，甚至是脑袋，随着一起晃动起来。到了跳跃地前面，我们看

到了王中山的创作灵感，他在 4/4拍与３/４拍之间加了１小节的４/５拍，作为缓冲和过渡，好比吃完

了甜点再来吃大餐前的茶来调剂嘴里的品位。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在这一小节中王老师要求我们做个渐慢。

好了，大餐来了，盛大的舞会开始了，速度变的稍快，但是步伐并不复杂，左三下，右三下交织在一起，

却不使人感到厌倦。右手多为单音，左手有象征性的几个小撮，正如在舞步中加些变化。在衔接到中速

的部分，速度上另外还有一些要求，这里不再细说。到中速稍慢，但是这段堪称全曲的精华，因为它是

以前从没有出现过的王氏独特技巧的集中体现，而且一说就是一大段，就好象一个人本来会走钢丝的“金

鸡独立”，但是他还偏闲不够，非要做个停留几十秒，使古筝界的同胞们一片哗然。因此我们曾闻有些

人说王中山的作品过多的是炫技，而韵味不足。虽然王中山说他们的建议很好，但这里我想代王中山老

师说句话，因为我知道王中山老师是个练习古筝时间非常多的人，我曾经看过他演奏的有视频的表演以

及现场音乐会，他擅长的不仅仅是现代派以技巧为主的曲子，就算是传统以韵补声的曲子，王中山弹奏

起来也不逊色于任何人。他手指动的快也是花时间与功夫练出来的，并且对于他来说想要弹出如此的技

巧是相当轻松的，那么怎么又会没有韵味呢？只是我们没有到达他的那种本事所以也就不知道他所想表

达的心声了。对于同样捉兔子，我们最多是狮子，而他却是老鹰，飞翔在天空中，自上而下，俯看大地，

我们要想长出翅膀却真的要下一番苦功。我们在 170小节的地方看到了左手的轮弹，在 172小节的地方

看到了右手参与进来，但是却是轮单音旋律，一直和左手的轮弹持续到第 188 小节自由延长，用以表现

水波微微起伏荡漾的感觉。而左手的轮弹就像那湖水中阵阵涟漪，给平静的湖面上增添一些动态，我们

好象置身于一个远离城市的世界，有山有水，有竹林，还有美丽善良的人。我看到了，我看到了，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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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传说中的苗族姑娘吗？真的好热情好大方！她们带着我们欣赏美丽的风景，而格外怡人的便是水

了。王中山让我们见识了不同于江河湖海的水，那是心中的水，是神奇的绿光！自 189小节开始情绪转

为抒情，变成左手摇指。后面就右手接，好象一对恋人在窃窃私语，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当然也有一

起说的时候。这里由轮指改变为双手摇，很好的转变了音乐形象，起到了铺陈作用，而摇指却细致表达

了这种人与人亲密接触的对话，所以说王中山老师的音乐中包含了很深刻的内涵，只是用较复杂的语言

说了出来，我们怎么又能说他是单纯的炫技呢？ 

 

  到第四部分“夜火”是相对急促地。居然玩了一天，还有玩的东西，哈哈！随着左手柱式音型的出

现，夜幕开始降临。可是舞蹈并没有结束，一直延续着白天的热情，似乎更加过之而无不及。苗寨呀苗

寨，苗族人民呀苗族人民呀，你们让我们领略到你们的热情好客，以及你们的那种地域风情，是多么的

值得我们怀恋呀，我们会想念你们的，我们也会经常去你们那儿做客。好了，对于此曲的分析只能谈到

这儿了，后面的内容就由大家自己去体会吧，一切尽在不言中。最后我想强调一下，这首曲子并不是专

门描写苗族，而是通过它来表现聚居在中国西南地区各个少数民族的人民纯朴豁达、淙淙的泉、溶溶的

月色、火热的歌舞引起人们对山野、对大自然的无限遐思和向往。总之，王中山老师最希望我们去弹他

的作品，在音乐中把握它，而不是从嘴上或是单纯从理论上达到专业。 

 

  就剩下《溟山》了，这是首专业学生学习和弹奏比较多的一部作品，也是王老师较早，在大学临近

毕业时创作的作品。 

 

  ３．《溟山》 

 

  名为山，实则写人。王中山曾经这样说过：“我其实用《溟山》，四季，来表现人的各种心境，甜

酸苦辣的心境。就是用四季，来暗喻人生的这种，无常吧！但这里边也有躁动不安的，也有一种希望在，

这里边能听出来，既有希望，也有一种对前途这种非常仿徨和非常茫然的东西在，所以《溟山》正好是

在我……生命中一个很关键的位置的作品。当时我认为这首作品，技巧和音乐表达内容啊，算结合的比

较好的。我注意到，有些就是炫技的，比如说《霍拉舞曲》。古筝啊，现在不是炫技的多，我个人觉得，

这是我自己的说法噢，炫技的是太少了，因为古筝给人印象啊，古！恨不得一古就几百年一直……首先

我的年龄啊，和我的个性，我实在容忍不了（笑），大家所以才有这些创新的技巧啊或者表达的方法啊，

可能把弦都打破呀，你看我写的很多作品，极少数的作品里边才是五声音阶，其它都打破了五声音阶。

但是，可能我老了之后哦，我只是猜测，可能又回到五声音阶了，但是我现在，目前，我绝对做不到，

使作品……”。 

 

  正因为如王老师所说，中国炫技的作品太少了，所以我们才热爱这些作品，虽然它是新音阶，但是

却有中国传统音乐的元素。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巴洛克时期、古典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印象主义、

晚期浪漫主义，又怎么会有后来的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的表现主义以及勋氏的"十二音序列"的诞生，

我想王中山老师正是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熏陶下，才写出那么多的优秀音乐作品来。而他正是在年轻

有为的时候，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作品《溟山》。真怕自己贻笑大方，还是讲讲对这首曲子的感觉吧。我

们还是跟随着王中山老师的音乐：Music，开始！沉寂地音乐传了出来，多么低沉呀，给人联想到巍峨的

大山，而且变化了四次，多么的有新意呀。在节奏为 4/6拍中展开分解和弦，音乐很柔和，甜美，渐快

后是左右手和弦的快速交错，来回自由的反复。在这之后却是泛音，谱子上写的是高音，但是如果没有

听错，王老师在实际演奏中有一些部分改到中低音去泛音，可能是追求音色和音响的效果吧，但是高音

列的连续刮奏式的泛音，绝对是第一次见，要想泛出亮点来，手要很沉稳并且对琴弦的 1/2处左手打弦

的地方很敏感才行。乐曲进入第 14小节才真正的拉开序幕，音乐在左手极轻的和弦旋律中展开，然后右

手的摇指暗淡的飘了过来，我在此也听过王中山以外的北京的几位名家讲解并弹过这首曲子，但是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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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恰如其分，还是以王中山为首，这音就像那天籁之音，人间没有的音乐，是那么的轻柔还又能很清

楚的穿透你的耳膜，到达你的心灵深处，可见王中山老师的功力深厚，音色具有很强的穿透力。我们从

这段摇指中明显感觉春的气息，山鸣谷应，幽幽然。我曾坐过长途汽车到安徽去游山，在山进入眼帘，

我以为自己快到了，但是很快发觉自己错了，它好象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及，山就在前面，却有怎么

也到不了山脚下的感觉。王中山给我们带来的音乐就好比汽车一样，带着我们推进，却因为山的遥远更

让人觉得神秘。让人记忆深刻的旋律和节奏出现了：我看见了一处会动的山在第 27小节稍转快的地方，

正像一个人的思想正在慢慢发芽生长，走向成熟。这里年轻有为的王老师分别加入了 D调（实为 b小调）

的两个轮，一个是在古筝上中音的 Sol，还有一个是低音一点的 Sol。这突然让我想起中国古代魏末时期

阮籍的古琴作品《酒狂》。虽然《酒》是用变换很快的八度音区对比来形容重心不稳借酒佯狂，但是两

曲都表现了年轻人的性情，血气方刚，又颇具傲气。我不禁佩服王中山，他能够把年轻人的心态描绘的

如此细致，的确花了很多心血。 

 

  最令人倾倒的是王老师在春与夏过渡之间加了个华彩部！它好似人间六月天，让人在感觉到夏天的

炎热上有个适应期。空旷地的华彩是那么的精彩，既幽静又深远，像一块祖母绿释放着它的香气和并不

是多璀璨的光芒，我们吸收着这样的元素，开始散发或是释放出夏天的热情。有力地，振奋人心的音乐

响了起来。锣鼓从远至近敲了两次。右手微握掌击琴弦和琴盒面让人难以忘怀，它是多么的有节奏感和

层次感！逐步推进，使我们所有听了他弹奏的人受到感染并着了魔似的跟着他的音乐扭动起来，让人觉

得疯狂却并没有丧失理智。在跟春天的气息有点类似但却有发展的曲调之后，是一连串的由轻声到较重

的声音，是前十六后八的节奏给人感觉人生的变化与经历，很有起伏感，给人以遐想的空间，甚至是迸

发一种强烈的感情，这种感情呈螺旋状上升状态，最后像蘑菇云一样的散发出来，我第一次听到那么

Fashion 的古筝音乐，左手就像是一片云和雾，分不清哪里是云哪里是雾，就好象人生一样，有大喜有

大悲，有内心痛苦与矛盾挣扎，有时会怀疑自己是否在梦里。它如吐出丝一般的稠密，却又是那么的华

美，这段左手快速指序技法在王中山老师的弹奏下竟是如此的美妙，真是经典呀，我们想永远挽留住这

个时刻，但是却发现它太快了，我们想拼命的去追，却发现岁月不饶人，光阴如梭。他把人生中最最闪

耀的地方最最辉煌的时候用超高难度的技法描绘了出来。果然是兰柯一梦，这段音乐转瞬即逝。在左手

采用轮加弹的节奏时候，右手改为和原左手一样的旋律，但是王中山老师却弹的相当轻松并且很清晰，

仿佛扼住了我的呼吸和脉搏，使之成为一个永恒——绿色永恒。 

 

  金色的秋天来了，以摇指为主旋律的音色，就像是那秋天的叶子一样飘了下来，非常的浪漫。Ｂ大

调的音乐使人感觉很温馨，很热情，在弹至激动处还有一个轮指和右手在琴板上与琴的右侧拍击，让人

觉得韵味十足。声音上的对比，力度上的渐强让我们知道秋天是童话的世界，是美丽的世界，它并没有

衰老，相反比夏天更加成熟。更热烈地的来了，但是明显不多了，作了一些重音的处理，经过几小节的

发展终于趋于平衡，主旋律竟然跑到了国内相对少见的左手，这是我在前面所提到的，并且右手还是游

走型的，不断变换和弦，有原位也有转位，相当精彩，像大雪纷飞，又像绵绵细雪，下呀下，最终在左

手刮奏，右手连续拍筝板力度渐弱的情况下结束了所有的人生历程。尾声是那么的自由而有熟悉（因为

运用了前面曲调的动机），但是比以前的要悲叹了许多，变的内敛起来。最后一句琶音虽然很轻，但给

我的感觉，却像个设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五：总结 

 

  曲子就说到这里，当然王中山不仅仅就是我在上述所说的那几首曲子才能给我们看到细腻传神的音

乐表现，音色是那么的柔美而亮丽，善于用情绪化的语言表达理性化的思维。其个人的魅力已远远超出

了这些东西，我想只有亲自看了他的演奏会的人们才会有更深刻的体会吧，真正的好是无法用言语去赞

叹的！而王中山已经接近了。他是推动古筝艺术进步的动力之一，发展了演奏的技术，是对古筝音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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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的丰富和充实。他在调式上以传统的五声调式为基础，自行设计了许多新的调式，甚至创造了全新的"

下方小三度加上方小二度"的调式色彩。即每个八度分为三个环节，每个环节是一个大三度音程。每个环

节上都可以演奏同主音大小调式，新的调式色彩和多调性连环叠置的和弦方法，促进了演奏技法的变革。

其实他的贡献还体现在把古筝作为一门非独奏乐器来考虑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看到他的技法出

众以及与乐队合奏的表演《岳飞》、《乡韵》等，他想把我们的古筝推向国际化，这才是更深远的涵义！

我由衷的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追随王中山老师的脚步，致力于国乐——古筝的前进和发展，为振兴推广

我们的国乐做出不懈的努力。Try it best! 

 

  主要参考文献： 

  吴莉《让技术在音乐中飞驰——王中山古筝艺术特征研究》 

  王中山《古筝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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