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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典印象》浅谈
对民族室内乐作品的

理解和演奏体会

范玮卿

2012 年我委约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向民教授为“古典印象国

乐坊”创作一首室内乐作品，乐坊的编制是二胡、笛子、琵琶、古

筝、中阮。

这个编制是我创建“古典印象国乐坊”时制定的。在 1996 年

创建“卿梅静月”室内乐小组时，很多作曲家就提出缺少管乐编制，

所以“古典印象国乐坊”在创建时的编制设定增加了笛、箫，增加

了中低音声部，将扬琴改为了中阮。在《古典印象》这首作品的创

作初期，我与向民教授有过长时间多次的沟通和探讨。首先，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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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要用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为调性基础，不希望有过多的变化音和

不和谐的音程关系，这是我对于创建“古典印象国乐坊”未来发展

的风格定位，传承—把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古典音乐作品重新编曲，

以室内乐的演奏方式来诠释经典 ；发展—创作以中国传统的五声

音阶为基本调性的新作品。这样的要求对于创作是有一定难度的。

在与向民教授沟通的过程中，还提出希望有一些有特点的西方作曲

技法与中国调式相结合的创作。由于中国乐器的个性化，还要突出

每个乐器的特点，既要有室内乐从音响效果方面的和谐，又要凸显

每个乐器的特点。这首作品在委约时就已经定名为《古典印象》了。

1996 年我与中央音乐学院于红梅、刘月宁及中央民族乐团杨

靖共同创建了“卿梅静月”室内乐小组，曾演奏过多首优秀的室内

乐作品，例如杜鸣心先生的《飘红玉》，日本作曲家三木稔先生的

《水漩》《夕影之诗》，唐建平先生的《心雨》，刘长远先生的《如歌

如舞》，杨青先生的《西江月》，莫凡先生的《水乡剪影》《在那遥

远的地方》等等，录制出版了《夕影之诗》“卿梅静月”室内乐专

辑。通过多年在舞台上的锻炼和室内乐的演奏，也形成了对于民族

室内乐发展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观点。民族室内乐发展至今，很多作

曲家都在以西方音乐创作的表现形式，结合中国乐器的演奏，以多

种多样的乐器编制，以及极为丰富的表现手法或自己所了解的中国

音乐元素进行创作。2012 年我创建了“古典印象国乐坊”，是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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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广播民族乐团的琵琶演奏家缪晓琴、二胡演奏家孔伟娟、中阮演

奏家耿慧、笛子演奏家张辉共同合作组建的，至今共委约并首演了

六首新作品，分别是艾立群先生的《悠然》《沁园春·雪》，向民先

生的《古典印象》和《古典印象之二》，以及何源先生的《木兰战意》

《听雪》。录制出版了《沁园春·雪》“古典印象国乐坊”室内乐专

辑，以及北京音乐厅音乐会现场 DVD 两张专辑。其中《沁园春·雪》

室内乐专辑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建国 65 周年重点音像出版物”

奖。在第四届“华乐论坛”评选出的十二首优秀室内乐作品中，由“古

典印象国乐坊”委约并首演的艾立群先生的《悠然》和向民先生的《古

典印象》两首作品获奖，这也是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给予“古典印

象国乐坊”极大的肯定和荣誉。

向民教授为“古典印象国乐坊”创作的委约作品《古典印象》，

以中国传统筝曲《寒鸦戏水》中的核心音调构造了一个固定主题。

整部作品采用帕萨卡里亚变奏手法来完成。空灵、淡雅的意境来自

于中国水墨写意山水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 2013 级博士生魏明

先生在《从向民新民乐〈古典印象〉的多声部思维看他对于中西传

统的思考和实践》的论文中这样写道 ：“立意源自于作曲家创作该

作品时的思考：采用中国‘古典’的音乐素材表达‘中国韵味’，即，

将从潮州传统筝曲《寒鸦戏水》主题中提取出由滑音和按压琴弦所

形成的小三度加大二度的旋律片段作为整部作品音高核心和韵味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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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同时，将这种由演奏方式所形成的‘中国韵味’，通过各种变

形贯穿于整部作品；采用西方‘古典’的室内乐的形式来表现作品，

以增强民乐演奏员之间在合奏时的配合意识提高作品的艺术性 ；采

用西方‘古典’多声部线条化写作思维和变奏的手法来组织整部作

品。尽管如此，作品的音响却并没有呈现出西方多声线条式复调音

乐的效果，可以说聚中国传统神韵于内，集西方传统形式于外。因

此，被演奏员所喜欢的同时又被观众所接受而成为音乐会上经常演

奏的曲目之一。”

该作品在写作手法和组织手段上，采用西方“古典”传统的多

声部线条化的写作思维和变奏手法来组织而成，所以每个声部在演

奏过程中对于自己声部在整个作品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也就是演

奏者要不停地调整演奏出来的每一个乐句是对位还是主题，主要还

是次要，是游离在主题之上的润色，还是主题的突出表现，这点是

在配合中极难掌握的。既要处理好自己声部的线条变化和音乐在演

奏力度上的变化，又要注意和其他声部之间的关系。这首作品在音

乐素材上以传统的潮州筝曲《寒鸦戏水》的主题作为来源，该主题

以各种变形的方式贯穿于整部作品之中。所以弹拨声部在乐曲中的

按滑音处理就非常关键。《寒鸦戏水》是古筝潮州派的代表作品之一，

具有很浓厚的广东潮州音乐的特点，按滑音的音准和对于这个风格

的掌握是演奏好《古典印象》这首作品的关键，所以每个演奏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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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练过程中，必须重视每个按滑音的音准，这也是表现此乐曲中国

韵味的关键所在。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每个声部相当重视表现

潮州韵味的演奏要求下，所表现出来的该作品的味道，反而不是那

么中国味道，品味出的音响效果既不是西方多线条复调音乐那样的

音响效果，也并不是那么“中国味道”。正如作曲家所说 ：“民乐的

复调本身就是不协和的，虽然记谱看起来很传统，实际上听起来并

不传统。”演奏者的二度创作，也是在作曲家对于中国不同的民族

乐器的音乐语汇在多种形式的声效组合时的想象和发挥之上的，演

奏者要在多声部旋律线条中寻找到属于自己声部的演奏探索和把

控，才能很好地诠释这个作品。

在拿到《古典印象》的乐谱时，尤其是在乐坊第一次视奏的排

练中，大家一致感到是一首非常有难度的作品，难度不在于每个声

部本身的技巧或是音乐处理方面，而是在于每个声部之间的配合，

以及对于这首作品在整体速度、力度、张力和线条处理的变化和对

于作品意境的理解。最开始的排练是由向民教授和中国广播民族乐

团前团长张大森先生一起指导的，为乐曲最初的声部搭建起到了关

键的指导作用。后期在自己排练过程中，慢板很难对，由于节奏较

难掌握，经常五个声部排着排着就对不上了，只能停下来重新开始，

古筝声部慢板的泛音和部分低音的重力度演奏左手的按滑音相结合

时，需要极快的反应左手泛音的演奏位置才能准确掌握。中阮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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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慢板进入主题时，是以独奏的演奏形式出现的，在排练的过程

中，作曲家要求了中阮声部对于滑音的处理和音量的变化。在乐曲

慢板中，主题是由中阮、古筝、笛子三声部对位的形式实现。其中，

中阮声部演奏的是作品的主题，古筝和笛子是建立于主题之上的对

位，而这样的对位是在传统的民乐作品的创作和配器方式中几乎没

有的，并非是以功能和声为基础，而是以从《寒鸦戏水》主题片段

中所提取的“民间音乐语言”作为基础，通过声部之间节奏、时值

之间的互补关系实现其对位写作的。这是在排练过程中最为艰难的

部分，既要保证自己声部节奏、音准演奏的准确性，又要听到其他

声部在进行中的速度和音量，每个声部的音量平衡以及自己声部在

演奏时要不停地调整各个阶段的演奏过程中，声音应出于哪个层次，

这是室内乐排练最重要的核心。声部之间的配合是否到位，是演奏

室内乐最基本的要求。在慢板的排练过程中，还出现了非常明显的

音准问题。音准问题是民族乐器在合奏、重奏中最为突出的问题，

在室内乐的演奏中问题就更加突出。由于律制原因而形成的“音不

准”现象，是民族乐器在合奏、重奏中最需要解决好的问题。二胡

声部的音准问题尤为明显。除了演奏者本身需要解决的音准技巧问

题，还需要在重奏的过程中，在音准上和其他声部尽量靠在一起，

向民教授在《古典印象》这首作品中没有以功能和声作为主题材料

和多声部线条对位的基础，也是考虑到音准问题的。慢板中二胡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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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在每次出现时，由于不是主要的主题声部，除了在音准方面是需

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以外，还需要在力度和音乐线条表现上正确的处

理。多声部的复调作品在民乐室内乐作品中是极为少见的，也是很

有难度的作品，“古典印象国乐坊”在 2012 年首演之前，这首作品

是排练最多、最艰难的一首作品。作曲家在创作这首作品时选择的

是民族音乐传统的音乐语言，是被演奏家所熟悉而且属于乐器本身

的，在此基础上，每个声部首先要在自己的声部中找到《寒鸦戏水》

主题的来源和主题动机，以及在配合的过程中怎样表现出来，在多

声部不停地穿插表现主题动机的同时，要对于每个声部有精心的布

局，才能很好地体现乐曲慢板中最为关键的大渐强部分，也就是慢

板的核心—高潮部分，如此就精彩了，这是排练好这首作品慢板

的关键。

在快板的排练过程中，对于乐曲主题的变奏，从速度、力度上

增进式的处理是很关键的。开始时采用琵琶和古筝的进入为主题，

而中阮声部从一进入就加重了快板的节奏色彩，作曲家错落有序的

创作手法，使得弹拨乐三个声部在演奏时非常过瘾。在快板的排练

过程中不难发现，琵琶、古筝、中阮三个声部是咬得很死的卡农，

无论从节奏、速度的变化还是力度、重音的变化，三个声部不但要

各自为政，还要共同搭建起三次速度、力度变化的主题发展。把弹

拨乐三个声部拿出来单独练习是排练时经常的。从开始慢速的对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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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解决每个声部的重音点，到三个声部在节奏和三次提速中产生

的问题，到逐渐的默契，最后排练到了弹拨乐声部天衣无缝的配合。

相对于弹拨乐声部的整齐划一式的排练，二胡声部和笛子声部就更

难。二胡声部和笛子声部的节奏是对位式的，三十二分音符和附点

音符以及不规则空拍不停地贯穿其中，而这两部还要形成对位关系，

又要和弹拨乐三个声部形成立体的对位关系。相对于慢板的排练，

快板的排练更难。笛子声部的节奏很难，尤其是在三次主题加速之

前的铺垫小节，笛子和古筝声部的配合不停地反复排练。从谱面上

分析，作曲家采用的是三重奏加二重奏的写作手法，弹拨乐声部清

晰严谨，从卡农的速度变化到力度色彩的逐步加重，使得主题一次

次表现出音乐的动力和强劲的节奏感。琵琶、古筝、中阮每个声部

各自的重音是否可以精准地演奏到位，是这首乐曲在弹拨乐声部表

现是否完美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三次速度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提

速的设计是否合理，这需要三个声部的演奏者在不停地磨合过程中，

在谱面速度要求的基础上，摸索到属于演奏状态下，默契地提速合

作，才能达到完美的配合。另外，弹拨乐三个声部是否合理的速度

变化，更是二胡和笛子声部的根基。在排练过程中，经常是弹拨乐

声部在排练好的情况下停下来，先听一遍笛子声部，再听一遍二胡

声部，然后二胡和笛子声部两个人严格地打着拍子一小节一小节地

对整齐，再根据弹拨乐声部提速的要求一段一段地排练，这样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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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过程持续了好几个单元。只有这样严格的排练才能将各个声部呈

现出的二重、三重、四重、五重的递进式关系和叠加式的声部呈现

出来。而音色则出现了琵琶、古筝、中阮、二胡、笛子的序进关系。

弹拨乐声部的音色捆绑和笛子、二胡的音色分开展现出自由的卡农

关系，使得所有的乐器都在错落有序的声部及音色安排中依次亮相

从而使得音乐的声部加厚，增加了音乐大线条发展的动力。作曲家

在快板中更加自由地运用其写作的技法，但创作的构思逻辑却清晰

可见。可以说这首作品理性的思维布局和严谨的创作手法，对于作

品是有严密和精心的设计的。快板中对于整个音乐发展设计出一系

列工整的“渐变”，这给演奏者提供了很有张力的处理空间，从而

自然地发展到了自由的章节，直到乐曲快板冲刺式的结束，定格在

中阮声部独奏的缓冲释放。在速度和力度的三次增进中，快板从稳

健发展到激烈的过程尤为可见，这种复调多声部形式表现出来的激

烈是立体的，和传统意义上的渐强是很有差别的，这样西方的创作

思路在演奏感受中给演奏者带来复杂多变的情绪体会，很难用语言

或文字来表达，这样的演奏感受不是单方面的，也可以说是一种立

体的，这种立体同样是用乐器本身独特的中国音乐语汇表达的。

乐曲的尾声，主要的排练是对于气息和停顿的处理。在中阮声

部和二胡为主要主题旋律体现和古筝泛音相结合的同时，笛子和琵

琶声部为立体润色。中阮声部独奏到尾声的缓冲，从力度变化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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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掌握都需要演奏者精心的布局和情绪上精准的掌控，是尾声部分

速度奠定的基础。在排练过程中，尾声相对慢板和快板是比较容易

的，是否能完美地演绎整个乐曲，尾声也是极为重要的。而气息和

每一句之间的停顿是否完成的到位，需要五个声部完美的默契才可

以完成。

《古典印象》这首作品是民乐室内乐作品中非常优秀的作品之

一。该作品运用西方复调多声部的创作构思，通过改变传统民乐的

声效结构，打破单一旋律构成的伴奏式合奏或对位模式，使得音乐

有了立体的色彩。在诠释中国传统音乐语言的同时，并没有单纯地

以传统的古筝民间音乐为改变的素材，而是从中提取出具有中国韵

味的音乐语言作为创作主题和音乐发展的基础，形成了具有丰富变

化和立体思维的新创作思路。利用中国传统民族乐器各自具有的鲜

明特性，采用多声部线条对位时形成的音色差异所带来的色彩，形

成了全新的声效体会。在基于主题陈述及发展变化上，通过速度、

力度和各个声部本身的主题及多声部多种二重、三重发展到四重五

重的叠加式发展，理性的创作布局，使得整部作品的结构具有鲜明

的逻辑思路和理性的音乐设计，对于每个乐句主题和对位的重奏等

方式予以灵活和自由的处理，使得演奏者既对自己的声部有充分的

发挥，又在重奏的过程中表现出应有的张力。这种创作手法使得西

方的创作技法和中国的音乐味道完美地结合，从而更加立体地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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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音乐的特性。民乐室内乐发展到今天，涌现出很多优秀的室

内乐作品，创作手法的多样性，结合中国乐器本身多彩的个性，可

以形成更加丰富的创作体验和视听效果，这也是中国民族室内乐的

一大特色。对于这些创作所表达出来的是，作曲家鲜明的创作理念

和个人风格的明确展示，通过演奏者的二度创作，往往会达到意想

不到的效果。

2012 年这首作品在首演时演奏得不是很到位，从客观的角度

来讲，“古典印象国乐坊”在建立之前，乐团成员在室内乐方面的

训练是很少的。通过一个月时间的排练，首演时在新作品的演绎方

面还存在不足之处。在此之后的三年中，经过不断的密集排练和在

北京音乐厅、中山公园音乐堂、清华大学音乐厅、正乙祠、武汉琴

台音乐厅等各地举办专场音乐会的演出实践，以及被文化部多次委

派出访参加国际音乐节，乐曲不停地得到排练和磨合，在录制完成

《沁园春·雪》这张专辑时，向民教授对于这首作品的演奏非常满

意。从 1996 年创建的“卿梅静月”室内乐小组的成功，到今天“古

典印象国乐坊”的发展不难看出，优秀的作品是民乐室内乐发展的

根基，室内乐团和作曲家的紧密配合是民乐室内乐往好的方向发展

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