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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琴现代发展的时势选择

作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代表的古琴，以其清、和、淡、
远的音乐美吸引着历代文人士大夫一直将其奉为修身养

性的雅器，它在现代文化日益多元的当下也面临新的审

美拓展。虽然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人类口头非

物质文化遗产”后古琴受关注度增加，在北京、上海、南
京、杭州、广州等地不断涌现的“雅集”或研讨即可见一

斑；但它过于成熟的文化品格和高洁脱俗的内在蕴涵还

是让人敬而远之，古琴音乐仍属于少数人的风花雪月。尤

为值得一提的是，它远离俗尘的傲骨秉性，再次使它与现

代音乐生活日益隔绝。为满足平常人群接近并秉承古琴

文化发展的需求，以学院派古琴教习者为主体的音乐家

们正在不断探索其可行性方式，这其中，京沪等地的音乐

学院中古琴专业的师生功不可没。2011 年 12 月 18 日在

贺绿汀音乐厅上演的以古琴重奏为形式的 《丝竹更相

和———古琴重奏音乐会》就是学院里的古琴师生对古琴

现代新发展等问题的探索与思考。
这场由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策划、古琴家戴晓莲老

师主抓的音乐会，一反往常举行作曲比赛推出新作的做

法，音乐会特别约请了 8 位目前活跃在国内外并热衷于

传承并推广古琴音乐文化的作曲家王建民、朱晓谷、徐
仪、温德青、陆培、姜莹、于洋、玛丽·艾莲娜·贝尔纳德

（Maric－Hélène Bernard），为古琴专门创作了一场包含

多种重奏形式且风格迥异的音乐新作。戴晓莲除了亲自

携学生登台表演外，还约请吴强、霍永刚、陈晓栋等专家

对新作进行缜密、苛刻地排练指导，音乐会达到了全新探

索的学术深度和推广古琴现代发展意识的效果，也引起

了大家对古琴音乐文化现代性的思考。
从小受叔公、古琴名家张子谦先生家传成长起来的

戴晓莲是上音古琴专业教师，除了演奏技艺精湛外，她还

是古琴理论家，对古琴打谱、理论研究样样精通。这些全

面的素养为她推广古琴现代化奠定了坚实而全面的学理

基础。近年来，她在国内外琴乐推广活动中不遗余力，屡

获佳绩。其中如 2007 年推出的“渔樵问答———古琴重奏

独奏音乐会”、2008 年以后与黄荟、杜聪推出的琴箫埙合

奏《思君集》以及在上海大剧院的专题讲座等都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也对开拓古琴音乐文化现代篇发展做

出了杰出贡献，使上海日益呈现出良好的古琴现代化的

艺术空间，2012 年新年前后多场与古琴有关的音乐会的

成功举行即是明证。

二、古琴重奏新作的音乐新意

从形式上看，此次音乐会上推出的古琴新作打破既

往古琴音乐惯常采用独奏或琴箫合奏的形式，而开放地

选择多样合奏，力图实现古今中外多元音乐形式的融会。
如：古琴与笛子、打击乐的《楚歌》，古琴与钢琴的《古

舞》，古琴与长笛、大提琴、打击乐的《四合》，古琴与磁

带、弦乐四重奏的《吴侬软语》，古琴与管子、男声、打击

乐的《萍池》，古琴与箫、二胡、埙的《吟·潇湘·颂·水

云》，古琴与中胡、中阮、笛子的《归梦去来》，古琴与大

提琴、长笛、钢琴的《离骚碎影》。这些形式探索了古琴在

古琴趋现代 丝竹更相和
———由学院派古琴现代探索引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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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012·6PEOPLE＇S MUSIC

表现现代艺术上所蕴涵的丰富多彩的音响世界，开掘了

古琴与多样乐器合奏而产生的新颖别致的音色空间，更

多传统的中国乐器和钢琴、大提琴、长笛等西方乐器与古

琴也能“相和”于乐。
从音乐手法上看，8 首作品均从古琴固有的音色特

点和内在的文化神韵出发来探索其新的技术革新。其突

出的特点有：其一是古琴固有的音乐手法（如主题变形、
写意发展） 与开发的新颖别致的现代音乐织体同时运

用，实现了在继承中发展的思路；其二是将古琴“独语

式”音乐语言拓展为利于与其他乐器合奏的互补性的

“对答式”形态，此消彼长，相映成趣，实现了古琴音乐形

态的现代型式拓展；其三是多声音乐形态的多样化发展，

中国传统音乐横向的线性的可听性旋律线条等音乐思维

与纵向的多声性的或和声式的或复调式的或综合式的动

机型音型等音乐思维融合并予以相当地发展，实现了古

琴现代音乐手法融入的真正意义上的转型，而非既往古

琴音乐仅作为特色符号式的拼贴，实现古琴主体的现代

音乐发展模式。其中，《四和》（[法] 徐仪曲） 从古琴的

“十三象”的音乐形态中挖掘出古琴优雅端庄与从容适

度的内蕴的对比变化的各色织体，以现代多声思维探索

出“和”的四种形态；《古舞》（王建民曲）从云冈石窟的

观感中激发出古韵古风的多样化形态，在古琴既往写意、
绘景的手法之上探索出现代语境下的新古意，古琴音乐

的写意与钢琴音乐写实手法被予以多声思维的对比与互

补，古琴的线性思维旨在写意，钢琴的多声思维旨在写实

（见例 1），由此产生新画意的虚实；《萍池———与王维的

对话》（[法]Marie－Helene Bernard 曲） 以王维诗为外在

符号载体，将中国古典节乐律动融入其中，结合多声音乐

的陪衬与烘托，将古琴线条予以了新奇的诠释；《吴侬软

语》（温德青曲）以吴语中“我欢喜你”为音调原型而不

断变形并贯穿发展，从而形成了绚烂多彩的预置磁带音

乐线条，它巧妙突出古琴的新型线性思维，由此与多声音

乐弦乐四重奏形成对比，形成多声多层性的新奇语言。
例 1：《古舞》中古琴与钢琴的不同音乐手法的对比

以传统琴曲为基础而进行新发展是此次音乐会的又

一目的，它不仅有利于古曲现代发展，还有利于现代思维

的恰当融入。《吟·潇湘·颂·水云》（陆培编配）、《离骚

碎影》（于洋编配）、《归梦去来》、（姜莹编配）、《楚

歌》（朱晓谷编配）以传统琴曲为依托，将新的具有现代

语汇的间插素材像插花艺术一样贯穿其间，探索了既传

统又现代的新语言。如《楚歌》以原古琴曲为曲调素材，

在不同段落中加入低音大笛或打击乐的新音乐素材，将

原曲旋律予以对比强烈的渲染（见例 2），以多彩性的形

象转化推动了音乐形态的现代转化，从而较直观地拓展

了原曲所表现的“楚汉战争”的画面色彩感。《吟·潇湘·
颂·水云》以古曲《潇湘水云》为蓝本，以白描似的间插

呈现原作素材和多维性的对话而植入新的音乐素材，以

中国画似的多景象连缀，将原作发展为新意独特的多元

复合风格的别样音响世界。《归梦去来》以《大胡笳》为

音乐素材及结构基础，以中阮等新音乐织体的融入而产

生与古琴音乐的对话（见例 3），以简约对比的音乐手法

而产生多声语境的新结构，并以哲学似的手法来表现浓

墨重彩与苍凉悲壮的古味意境。《离骚碎影》以《离骚》
原曲为蓝本，以点描似的手法将原曲素材散落于不断变

化的音响之中，古琴原有写意手法被极度放大，再经过

叠置多变的音阶从而使音响在新颖中呈现原曲的悲凉

意境。
例 2《楚歌》中原曲素材与新音乐素材间的对比与

渲染：

例 4《归梦去来》中的古曲素材与现代音乐织体间

的多重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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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琴现代探索的理论新思

虽然戴晓莲对这些全新的形式与理念并未有十足的

信心，但她希望能够将古琴现代化探索中欲意开掘的新

语言、新思考带进传统的古琴音乐文化之中，让多元艺术

语境下的古琴获得现代的气息，尤其融入西方的多声音

乐技术，将传统音阶形态予以音色音响的全新开发，她同

时恳请古琴前辈和年轻一代的爱好者都来重新认识新语

境下的古琴。戴晓莲意欲在此次音乐会中继续秉承民乐

系继承古琴音乐文化的传统，表达出古琴并非是孤芳自

赏的独白，它也可以与其他传统乐器一样走向大众，立足

“当代”的理念。“当传统技法远远不能达到我们所要表

达的意境时，我们一直在为古琴与当代音乐的适应与融

合反复尝试、比对新的演奏技法，从而呈现最流畅动听的

古琴音色。”戴晓莲说：“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历史的脚步

总是向前，行进的过程总要有人去开拓，希望通过此次探

索和努力，为古琴打造一条更具大众亲和力、更具时代性

的发展道路，使古琴这件古老乐器能在多元文化交融日

益频繁的当下立有一席之地选”为此，戴晓莲除了在音乐

表演领域做足文章，与作曲家深入交流，潜心推敲演奏技

术的具体运用和细节处理，力图将舞台艺术做到极致之

美；她还在音乐会的推广上花了心思，如：在节目单上展

示作曲家创作的内容和理念，在前期宣传上做足文化创

意的介绍，还将延续其以前的做法———在音乐会后推出

实况视频并出版新作总谱。音乐会前，音乐厅外甚至有了

大量黄牛倒票的身影。这是不是古琴现代化发展的美好

前景预兆呢？

“古琴重奏音乐会”必将引发古琴音乐文化现代发

展的理论思考。首先，如何真正认识古琴传统精髓继承与

发扬的问题。保守的观点认为古琴文化既已成熟就要原

汁原味地保持，就像日本保持“能乐”那样。新锐的观点

认为古琴应该脱下“古装”换上“时装”，就像中国民族

器乐发展的方式那样，将西方管弦乐的多声思维运用其

间。戴晓莲的音乐会中体现的古琴继承问题是将其植入

多元宏大的新文化背景中，深入挖掘古琴写意手法中的

具体技术并将其充分发展，从而赋予其新的叠加、倍增的

艺术新效果。
其次，如何全新发展古琴音乐技术语言问题。从技术

的角度看，新旧之法无所谓好坏之别，传统古琴技术讲究

的是气息的贯穿和主题的变奏发展，讲究的是线条的绵

延波折。曾经将古琴以文化符号植入作品中的探索则取

其表意手法，将其与宏大现代乐响形成对比或音响反

差，从而产生古琴的古韵。戴晓莲音乐会中的新作水准

虽然参差不齐、手法各异，但透露出一个共同的技术问

题：它们都力图挖掘古琴原有特色性的技术，原有技术

在多声现代语言之下形成新的多元复合风格，它们以古

琴吟猱音韵、张弛线条为主要语言，以中外音乐多样化

新语言为陪衬或烘托，从而呈现新颖别样的新音响，求

新而不忘本。
再次，如何解析古琴新语言及其标准问题。俗话说，

标准决定评价的结果。古琴新作或新形式每每出现后都

会遭到责难或无视。戴晓莲认为，因为古琴姓“古”不姓

“新”。古琴新作要想得到大众的认可，当然要有普遍性

的新语言。以传统的观点看，唯美、深邃的音乐意境是古

琴语言的评价基准，新奇怪诞是其“反面”。以现代的观

点看，追新、出奇的语言是古琴新技术发展的评价基准，

这其中不乏“技术至上”的“唯技术论”思想，但也反映

出这一部分学术思潮的美学原则。戴晓莲音乐会中的新

作以“古装”与“时装”相提并论，这就需在解析和评价

时要以多维视角及其审美标准来观照，肯定与否定都要

有具体性内容，不能单从某些局部赞其“超越”之新，也

不能以某处“断气”而贬其“粗糙”之劣，要从整体音乐

风格的呈现或主要乐思的构造来全面评价，技术手法、艺
术风格、文化定位、思路开拓乃至音色音响的营造等，都

将是解析与评价的基准。如此来看，多维视角的标准将是

这些古琴新作审美评判的出发点。
一个新鲜事物的出现有其长期积累的量变过程，戴

晓莲在其数十年的古琴艺术实践中，在多年的学院派古

琴艺术探研中，进行了古琴新发展量变的长期积累。它既

是当下中国传统遭遇现代而寻求拓展的一个缩影，也是

其自身乃至众多古琴专业人士发展古琴的新思考。也许，

学院派古琴教习者们会在其教研实践中走出传统音乐文

化的新路，以戴晓莲等教师引领的古琴艺术发展将会出

现多姿多彩的具有多元风格的新景观，其革新必将推动

古琴现代化发展走向形式与内容的多重质变。

王安潮 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中央音乐学院博

士后

（责任编辑 张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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