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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艺术

浅析扬琴曲《林冲夜奔》

的演奏要求

%内容摘要 & 《林冲夜奔》是扬琴独奏曲中有 “标题”，有

“戏剧情节”，且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乐曲，该曲既涉及诸多

难度较大的扬琴演奏技巧，又对演奏者的文化素质要求较

高，笔者从音乐表现及技术要求两方面对该曲的演奏要求

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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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冲夜奔》是扬琴独奏曲中有 “标题”，并以 “戏剧情

节”为背景的，内容比较 “具体”的乐曲，又是扬琴技术技巧

应用比较全面的一首乐曲。《林冲夜奔》的故事出自小说《水

浒传》的第十章———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陆虞候火烧草料

场”。笔者试图在此文中浅析其演奏要求及其在教学中的具

体应用，并求教于同行。

在传统戏曲中，《林冲夜奔》讲的是：林冲因为得罪权贵

被陷害而含冤入狱，但权贵们还是不放过他，欲将他置之死

地。于是设下阴谋诡计，在宣判充军后派他去看守军用草料

场，打算夜里放火，即使不能把他烧死，也能以更重的罪名

陷他于死地。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迫害，使林冲的忍让达

到了极限，他抛去幻想愤而反击，杀死仇敌后连夜投奔梁

山。

这一段故事情节起伏跌宕，人物形象突出、戏剧性强，

一直是各种戏曲、说唱表演艺术编选写剧本的好材料，以此

为题材的音乐作品不止一种，扬琴独奏曲 《林冲夜奔》只是

其中之一。作者汲取昆曲和传统戏曲音乐的音调和手法，恰

当地应用了扬琴的多种技术技巧，写成这一部带打击乐伴

奏的扬琴独奏作品。

乐曲结构基本上是按照故事情节来安排的，分为 “引

子”、“愤慨”、“夜奔”、“风雪”和“上山”五个部分。按照作者

“起、乘、转、合”的意图（见《项祖华扬琴曲集》中对此曲的解

说），“引子”应为“起”，“愤慨”为“承”，“夜奔、风雪”是“转”，

而“上山”为全曲之“合”。

这首乐曲的题材和音乐素材都充满戏剧性，具有浓厚

的中国传统戏曲风格，无论是乐曲的结构、旋法、句逗、“呼

吸”都使人联想到传统戏曲的表演。乐曲的情感表达十分细

致，对演奏者的音乐表现能力要求很高，其中涉及扬琴的具

体技术很多，重点的有 “双音琴竹”与 “滑音指套”的使用；

“滑抹”与 “摇拨”技巧的运用，以及借风雪呼啸的音响效果

表达内心不平静的快速半音音阶的弹奏技巧等等。因为技

巧多，在练习时学生特别容易沉溺于技术而忽视音乐的表

现。实际上曲中涉及的所有的技术都是为情感的表达而设

计的。

此外因为乐曲的特殊风格，不熟悉中国传统戏曲的音

乐和表达方式，演奏时很容易摸不着头脑，所以，演奏这首

乐曲之前，最好能引导学生听一些昆曲或京剧的音乐，观摩

传统戏曲的程式化表演以获得形象的联想。

乐曲开始的 “引子”，汲取了京剧打击乐中以强烈的节

奏变化和力度变化表达内在情绪的手法，一开始就把一个

困顿英雄的形象突显了出来。带装饰的低音使用 “起鼓”那

样的节奏，一击而起，留有余韵，并与定音鼓相呼应渲染出

乐曲特定的气氛。双音琴竹的应用，由点击到轮奏使音响更

加丰满，强劲有力地引发出音乐主题。这样的音乐气氛不是

仅凭音量变化就能做到的，演奏时不妨想象一下戏曲中林

冲出场的程式化表演，从内心感受出发，使击弦的力度与弹

性恰到好处，这里每一击都要低沉浑厚，震撼人心。

在演奏 “引子”时，大幅度的力度变化是表达情绪的关

键。变化的依据是内心感情的驱使，如果只是按照某种力度

标识去 “执行”，只会得到僵化生硬的音响，高度戏剧化的音

乐情绪会变得面目可憎。当然，这样的演奏不是不需要技

术，从技术上说大幅度快速力度变化的关键是发力点的不

同，这里就用上了教学中指、腕、臂 （包括大臂、小臂）和指

腕、腕臂等相结合的发力方式，可以在演奏情绪要求的基础

上指明其不同之处。

演奏中 “呼吸”的控制和应用是表达音乐情绪的重要一

环，尤其是在强烈的情绪转换时，如能把握得当是可以获得

很好的效果的。例如引子部分的第一、第二拍，演奏时要有

一种积郁很深，势必喷发而又强行抑制的情绪，运用 “屏息”

使这两拍之间略有停顿，再逐步进入高潮。在第’ 小节中，前

( 拍是爆发性的，第 ( 拍上突然收住应用屏息拉长 “呼吸”

转换情绪，待余音消失后，以轻柔的动作和极弱的力度，慢

起，渐快渐强地弹奏下面的音型。这样的技术处理可以较深

刻地表现林冲英雄困顿的悲愤心理。

乐曲中有多处无限反复，那是借鉴的中国戏曲音乐旋

法，有的 “无限反复”实际上是在一个音的变化装饰上做文

章 （如 $ 至 ) 小节），这样的地方要学习京剧板鼓的表达方

式，在速度和力度中寻找音乐表现的张力，刻画林冲那种

“叩天问地”的心情。

从第 ’ 小节开始，基本上是前面的音乐移高四度的重

复，第一拍是在前面的情绪铺垫中进入的，一进入速度就放

慢，掷地有声地奏出前面四个强和弦，至无限反复时才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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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为弱奏。这是一个强烈的情绪转折点，表现林冲内心悲愤

交织的复杂心理：愤怒和无奈。音乐在不固定音型中三次降

低音区，直至一声低音锣刹住，叙事的段落于此才正式拉

开。

“愤慨”的慢板是一段抒情性的音乐，它和一般抒情段

落的不同之处是：音乐描述着林冲身负不白之冤，英雄无用

武之地，悲痛而又无奈的心情。演奏必须有古典的韵味，虽

慢却不能拖沓松散，轮奏的音色要凝重浑厚，保持稳定深沉

的呼吸。反竹在高音区的模仿，要奏得纤细、遥远，似乎心灵

深处的痛苦萦绕不去。

转到 % 调时，同样的主题在新的调性中展现，在感情表

达上似乎是在困惑中换了一个思路，高低不同的旋律是不

同思绪的徘徊。演奏时两个音乐线条要清晰，各自有不同的

情绪和呼吸，

在这段乐曲中出现了 “摘音”，“摘音”是用左手大指、食

指捏紧& ’& 音的琴弦，右手用琴竹尾在离琴码三公分处拨奏

这根弦，发出“锝”的清脆音响，这是戏曲中“板”的音响的模

拟，这里用来表达思索和犹疑是很妥当的，有很强的表情

性，演奏时要特别注意音色与情感的一致。

“夜奔”：这一段开始的滑拨，是在琴左边 “山口”外侧非

发音位置上的 “刮奏”，是一种 “效果音响”，但并不是无表现

目的，它是音乐陈述中的一个转折，演奏时切忌盲目 “刮

弦”，要顺势自然地在弦面& 轻轻划过&，（上滑时稍快，下滑

时减慢）要有“寒风萧萧”的感受。借此转换情绪进入下面的

小快板。

进入 “夜奔”，林冲已是义无反顾了，“小快板”的音乐主

题，表达了这种坚定的信心，弹奏时应该略用臂力，演奏要

有弹性有力度。这里的低音多半是 “一拍一音”的稳定进行

与 “一拍两音”的下行进行，和上面声部相交错，要把握住这

种“你松我紧”的格局，奏得紧凑而肯定。

第 (! 小节开始转 ) 调以后的乐段，是很有传统戏曲味

的音乐，短句子里有“衔尾”式的“领”与“合”，前面的落音就

是后面的节奏重复音，看似简单却很有效果，加上戏曲打击

乐器的伴奏，微妙微俏地描绘出林冲连夜奔赴梁山的 “场

景”：决心已定，前途未卜，有几分兴奋，又有几分忐忑，在这

种规定情景下，速度的处理必须如谱面要求的那样：弱起、

慢起。随着音乐的走势越来越快，越来越强，每一小节的重

音在 “弱位”上，这个重音要顺着音乐的进行加以强调，表达

其兴奋和不安的心情。

“夜奔”的第三个小段，这第一段的 “再现”，用四连音的

方式构成了戏曲中 “紧打慢唱”的效果，顿挫强烈的乐句要

求有敏锐的节奏感，像京剧演员唱“垛板”那样，把“半拍起”

奏得干净利落。乐句中的长音运用了扬琴特有的 “衬音”技

法，与打击乐丝丝入扣的节奏相结合，风格浓郁情绪紧凑。

“风雪”是一个情景交融的乐段，简短的主题乐句和大

量的半音进行，表达了风雪交加的环境和人物内心的兴奋

紧张，力度变化复杂又要衔接自然，演奏上必须熟练自如，

不能有半点模糊之处。

在这一乐段中 （!*’ 小节），力度要从前面的强烈减至

++，减弱时要自然，只有这样才能不留痕迹地进入下面的

“摇拨”。如处理不好，摇拨就会显得是一种孤立的单纯 “技

巧”，在此，演奏者心中不能留下表现的 “空白”，在 “此时无

声胜有声”的瞬间，迅速带上滑音指套，右手琴竹倒转，用竹

尾在高音码左边第一音位上摇拨设定的音，摇拨时左手用

滑音指套由低向高连续多次按音滑抹，一次比一次紧凑、尖

锐，力度与速度不断加强加快，衔接着前面的风雪漫天的感

觉，并把这种情绪推到高潮。在定音鼓进入时鼓声的掩盖

下，演奏者迅速换上双音琴竹准备进入第四段的演奏。

在这样技巧性很强的段落，更要注意乐曲的表现，一定

要把技术的熟练应用和乐曲的表达紧紧地结合起来，要知

道，没有熟练的技术就谈不上表现，而单纯的技术是不会有

音乐感染力的。

“上山”的音乐与第一段有直接关系，在音乐结构上属

于“再现”。音乐作品中的“再现”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是以

崭新的面目展示主题内涵的段落。双音琴竹的音量、广板的

开阔加上打击乐的气势，使得音乐有一种豁然开朗的色

彩。

全曲的尾声也是在浓重的戏曲音乐色彩中进行的，要

很好地感觉到打击乐与自己演奏的结合，铿锵有力，收束在

辉煌激情的高潮之中。

中国扬琴是一件正在发展和完善的乐器，与其他有深

厚传统和众多演奏曲目的民族乐器相比，缺乏音乐美学方

面的传统与历史资料，教学中容易忽视音乐表达方面的细

致引导，这是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就以 《林冲夜

奔》的教学而言，大多数高年级的学生都能够无技术负担地

演奏出来，但仅仅是就乐谱表面的要求来完成的，缺乏应有

的感染力，一般的小型曲目更是如此了。

而任何一种乐器的演奏，都是音乐把 “案头之品”转化

为实际音响的二度创作，因此，任何乐器的演奏目的都是深

刻地表达音乐作品的内涵，而不是技巧的堆砌或炫耀。这是

一个演奏家音乐素质的体现。教学中应该强调和培养学生

认识音乐、感受音乐、表达音乐的能力，使其走上音乐表演

的正确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素质的培养并不是在课堂上就能

完成的，教师必须指导学生在课堂以外拓宽音乐视野，要求

学生从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器乐演奏。对 《林冲夜奔》演奏中

感情处理和技术要求的分析，想进一步强调，作为器乐演奏

专业的学生，演奏重在表达，应该为具备完美深刻的音乐表

达能力而学习和运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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