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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是广受大家青睐的民族乐器之一，它在近几十年的历程中，在教材建设、

演奏演艺、乐曲创作、人才培养、乐器改革、学术研究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极大

的成就。本文通过对 2000 年以来出版发行的古筝书籍进行盘点，在把握和了解

古筝书籍出版现状的同时，纵观其在教材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通过对比分

析，向大家推介较好的书籍，并对古筝书籍今后的出版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意

见和建议。

市面上出版发行的书籍主要分为如下几个大类：教程类、曲集类（考级、练

习曲、名曲结集、流派或名人专门、流行娱乐）、文字著述类等。

教程类古筝用书

古筝较之其他乐器，入门相对简单，容易上手，由此颇受广大音乐爱好者的

青睐，古筝也成为家长开拓孩子艺术兴趣、培养情操的首选乐器。古筝艺术如此

受到欢迎，为古筝艺术教程类用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一些名家开始根据

自己多年的实践教学经验的积累撰写编著教材，古筝学习者在教材选择方面有了

更多的选择余地。在这些书籍中，有的强调扎实的基础学习；有的则相对高效实

用，强调速成等等，不一而足。

五岁是幼儿早期古筝教育的最佳年龄阶段。而选择一本合适的古筝教材却也

是制约和影响教学质量、进度、效率等各方面的重要因素。古筝教材的选择对学

习者来讲至关重要。我们不能把成人用的教材生搬硬套或直接拿来利用，也不能

讲少年儿童用的教材不假思索地给成人用，而是应该对照比较，精挑细选，为学

习者提供对口的、合适的教材。对于少年儿童用的古筝教材，简易性、通俗性、

趣味性是必须要强调的，一本合适的、循序渐进的教材是他们不断深入学习、在

古筝艺术海洋遨游攀登的石级。由沙里晶、黄梅、傅华强三人合作编著的《古筝

启蒙》（广东科技出版社，2003 年）一书由基本的技法学习和通过耳熟能详的歌

曲改编的乐曲组成，是将古筝的演奏技法和学习分成 25 周学习安排，每周都有

“每周练琴记录”的表格，学习者可以填写每周练琴的时间以及练琴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这是一本适合古筝启蒙、老少皆宜，为更进一步深入学习打基础的用

书。《新编古筝教程（第一册）》（沙里晶、傅华强、阎嘉颖 著，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3 年）是在 1999 年所编写的《新编古筝教程（上、下册）》基础上重新修订

的。与原版相比较，新版收录的乐曲更多，内容也更为丰富，编者有意加入了必

要的指法符号以及对乐曲演奏提示和文字释义等文字性说明。由著名古筝演奏

家、教育家郭雪君编著的《青少年学古筝》（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2 年 9 月

第二版）是当今青少年学习古筝的首选启蒙教材。入选的乐曲有很多是根据儿童

歌曲改编而来，简单易学，易记易背，同时又具有编排上的专业性和科学性，由

此受到广大教师的喜爱。由著名古筝教育家孙文妍、袁莉、何小彤编著的《幼儿

古筝教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 年）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语言通俗易

懂，训练材料又适合少年儿童的生理特点和心理情趣，所选乐曲动听引人，性格

鲜明，是幼儿学习古筝的上好选择。《古筝弹奏入门》（蒋莉编著，金盾出版社，

2006 年）也以少年儿童为主要的读者对象，精心改编集录不少卡通歌曲、儿童

歌曲以及中外名歌，是引导幼少轻松入门的较好选择。

实用性的古筝教材，可以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率，是学习者在短时间内对古



筝艺术有一个大概了解的捷径。《古筝实用教程》（张晓云编著，西南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7 年）、《古筝演奏实用教程》（张媛英编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年）等书作者都本着实用的原则，按部就班，由易而难，科学而系统地向大家介

绍有关古筝的知识和演奏法，或穿插相关的乐理知识作为补充，提高学习兴趣，

拓展视野，或通过大量练习曲、乐曲的编排对所学的指法进行巩固等。后者更是

用简谱、线谱双版方式编排，为学习者简线对照、掌握不同记谱方法提供了便利。

《古筝实用教程》（蔡文峰编著，广州外语音像出版社，2001 年）一书从历史到

简单的乐理知识介绍，从左右手单独运用到双手的有机配合，将古筝的学习纳入

到一个系统、井然有序的轨道上来。教材中收集的近一百首古今中外名曲，更是

编者为方便大家的学习而亲自编订的，由易而难，按部就班。《中国古筝教程》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年）是著名古筝教育家何宝泉、孙文妍编著的一部适

合于艺术院校与广大古筝爱好者使用的专业教材。全书采用线谱与五线谱对照的

方法铺排，适合各层次的古筝学习者使用。这是一部编者在 40 多年的教学实践

总结和多种版本的基础上推出的最新版本，内容包括各地区、各流派大量的筝曲

和系统、实用的练习曲，也有理论含量较高的文字评述，内容非常丰富，可谓一

部总结性的编纂。由李庆丰、李伟合作编著的《古筝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5 年）中，编者创作收录大量具有实用意义的练习曲，趣味性、艺术性兼容

并包，诸如三指四点、摇指以及左手的按滑技巧等都饱含着编者的良苦用心。与

此同时，编者还特意选入部分古诗词，旨在深入诠释乐曲内涵，提高学习者的综

合素养。《张珊教古筝》（张珊、陈灵芝编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 年）分正

篇和副篇，正篇是对古筝有关常识、乐理、技法和练习曲的罗列编排，同时附有

21 首古筝独奏曲；副篇是对九个级别的古筝乐曲每级 3-4 首进行的分析。《古筝

考级实用教程》（蒋莉编著，金盾出版社，2012 年）收集了 22 首常用考级曲目，

编者对所收入乐曲在国内各考级单位的定级进行了比较、分析和整理，并列成考

级概览图表，以便于学习者更有目的性地学习。该教程按照初、中、高不同水平

程度划分为三章，每章都精选出重点曲目，从乐曲释义介绍、级别规定、乐曲分

析及演奏要求四个方面进行了说明。其风格通俗易懂，简明扼要。此外，2000

年以来出版上市的古筝教材还有《古筝初级教程》（雷靛云编著，同心出版社，

2004 年）、《古筝培训教程》（刘巧君编著，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 年）、《巧

学古筝》（毛丽华编著，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 年）、《现代古筝教程》（林坚编

著，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 年）、《古筝入门基础与提高》（焦力编著，四川美术

出版社，2007 年）、《古筝入门》（乐夫主编，袁叶子、张音悦编著，湖南文艺出

版社，2007 年）、《成人古筝直通车》（张珊、陈灵芝编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

年）等。

由蔡毅编著的《古筝爱好者》（花城出版社，2002 年）包括基本指法、乐理、

练习曲，名曲弹奏分析和考级乐曲精选三个大部分。然而此书也并非一般的教材

用书这样简单，它的价值在于对潮州筝曲更为深入的了解方面。书中刻意加重了

广东地区潮乐、汉乐、粤乐三大乐种筝曲的分量，从大处讲可以说是对广东地区

古筝音乐的一次集中亮相展示。编者所引用的潮州筝曲曲谱几乎都是其外祖父黄

长富先生的传谱，而黄长富先生是清末明初潮州筝乐大师李嘉听先生的传人，这

对后人更深入了解和研究潮州李派筝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古筝新韵》（上海

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 年）是浙江古筝名家王刚强先生编著的一本古筝教材。

这部书囊括了编者亲自创作或改编的乐曲 70 首，编者按照教学程度、乐曲编创

方法和形式将这些乐曲分为两个大类，即基础曲目（28 首）和编创曲目（41 首）。



这种分类编排的方式层次分明，为读者短时间内进行相关信息的检索、阅读提供

了便利。这部书的乐曲均由编者亲自编写、创作，其中有一些乐曲曾获得全国大

奖，深受业内欢迎，可以说这部书凝结着筝家半个世纪的古筝情缘和心血。中国

音乐学院林玲教授编著的《古筝演奏教程（上、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

年）结合了编者 20 余年的教学经验，由易而难、深入浅出地编排，教程包含各

类基本演奏技法的讲述，并且通过练习曲、乐曲齐头并进的编排方式，更为系统

和科学化。每个练习曲、乐曲下面基本都有相关的文字注解，以帮助学习者运用

正确的方法演奏，以及对乐曲有更为深入地了解。多年来，林玲教授一直活跃在

教学前线，其严谨的教学方法、专业化的教学要求势必对她的教程的系统、科学、

完善打下坚实的基础。由青年演奏家杨琳编著的《古筝必学教程（上、下）》（百

花文艺出版社，2008 年）总分十章内容，每章由相关文化、乐理知识、练习曲

和考级用曲四部分构成，也是青少年学习古筝不可多得的好教材。

当今时代是读图的时代，人们很难静下心来沉浸在文字的世界中，相反对图

片、连环画等形式乐此不疲。而在古筝艺术书籍中，文配图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

编著方式。中国音乐学院林玲教授编著的《古筝入门教材（简谱版）》（华乐出版

社，2000 年）、中央音乐学院周望教授编著的《古筝速成演奏法》（人民音乐出

版社，2002 年）都采用了文配图的形式。两本书的整体构思差不多，都是从古

筝的基本常识入手，再到古筝演奏技法的讲述，再加上一些古筝名曲曲谱。此外

还有河南曹派古筝嫡系传人李汴与其子陈希壵编著的《图文古筝基础教程》（蓝

天出版社，2006 年）等。这些书最大的亮点在于由编者亲自做配图示范，其中

的配图为广大学习者用怎样的手型、手势进行正确弹奏提供了参考，也对降低读

者对于文字的审美疲劳起着重要的作用。由筝乐大师周延甲导编，筝界名家周展、

周望编著的北京华夏展望古筝艺术中心《中华筝教程（上、下册）》（江苏文艺出

版社，2013 年）一书用五线谱贯穿始终，这在全国可以说是首例出版。该书从 C

宫调五声正音入门到移柱变音后的常用调，从基本演奏法到技巧训练，从传统的

手法到现代技法，从基础的乐理知识到知识的运用等，都讲究了由浅入深、循序

渐进的过程。该书分基础知识概要、练习曲和附录筝曲三个部分，知识概要包含

了对古筝源起、形制、流变等方面的概要介绍；辑录了传统和现代创作筝曲 40

余首，练习曲学习和乐曲演奏结合在一起，从而帮助学习者渐进提高。

古筝教材书籍中一人多著的现象也较为典型。中央音乐学院李萌教授对当今

古筝艺术的发展做了极大的贡献。她个人集演奏、教学、研究、作曲、研制于一

身，单在古筝著述方面的成就就为人所共睹。在古筝教材方面，新世纪以来连续

编著出版《古筝基础教程》（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年）、《古筝演奏与练习》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年）、《跟名师学古筝》（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

年）等著述，为古筝艺术发展中教材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古

筝基础教程》是一部编者本着实用原则编著的初级实用教程。教程按照古筝演奏

技巧分类，分上下两部。上部的练习偏重同音域内往返练习和级进模式练习，下

部则变化大，需要系统科学地学习和练习慢慢达到要求。《古筝演奏与练习》一

书则从以往出版的古筝书籍中精心挑选和编排，线谱简谱并用，实用的内容成为

青少幼儿、古筝爱好者学习的较好选择。《跟名师学古筝》则对古筝教学进行量

化，分为三十课进行。这本简易教程还入选了一些经典名曲，并对一些乐曲做了

专门的演奏提示说明。

古筝艺术的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古筝乐器革新、衍变，而这又催生了

一大批新的曲作的诞生。比如《红水河畅想曲》、《青山流云》等筝曲，是李萌教



授为她研制的多弦制筝而作。在教材方面也一样，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筝的教

材，这为古筝艺术教材的梯队建设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古筝新筝技法教程》（赵

勃楠、王居野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年）一书从古筝新筝的演奏技法角度

入手，既包括对演奏技法的综述，又有大量的技法练习，并对练习曲进行细致的

文字剖析和说明，为学习者掌握正确的技巧提供了帮助，文字的说明和剖析也潜

移默化中对学习者的理论层面进行了影响和强化。此书对古筝演奏技法的研究具

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而本书对新筝弹奏技法教学的涉及也成为教材建设的一

个重要突破点和亮点。由李丽敏编《转调古筝初级教程》（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

年）是专门针对转调古筝编写的教材，书中图文并茂，包含大量转调筝练习曲，

这为转调古筝的发扬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曲集类古筝用书

曲集类用书也是占比重较大的，细致分类包括考级曲集、名曲选集、专项训

练曲集、流行曲集以及流派名家专门曲集等几大类。

考级类曲集主要是全国各大音乐院校的编著曲集。所编著的曲集各有特色，

不一而足。有的考级曲集专门安排了练习曲，比如由李萌主编的《中央音乐学院

海内外考级曲目 筝》（中央音乐出版社，2004 年），王小月、杨红主编的《天津

音乐学院校外音乐考级教程 古筝》（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年），由王中山主编

的《全国古筝演奏考级作品集》（安徽文艺出版社，2008 年）等，这些书在每个

级别的乐曲之前都有目的性、针对性地安排了大量练习曲，这些练习曲具有极为

重要的练习价值，对考前活指、日常基本功练习都很有帮助，也为广大的古筝学

习者更有目的地学习提供了便利。由李萌主编的《中央音乐学院海内外考级曲目

筝》一书初中高三个级别之外，另加设演奏文凭级，演奏文凭集所用曲目高于所

有考级机构的级别。王中山主编的《全国古筝演奏考级作品集》是在 1999 年出

版的由中国音乐家协会编的《全国古筝演奏（业余）考级作品集》基础上重新修

订而来。由原来的单本一册改为现在的多本七册。级别由原来的最高级九级设定

为现今的十级，第十级的乐曲是近些年来创作并获得良好反响的作品，有出自演

奏家的，如王中山作曲的《溟山》，有出自专业作曲家的作品，比如王建民《西

域随想》、《莲花谣》，徐晓琳《抒情幻想曲》，庄曜《箜篌引》等。由上海筝会编

《中国古筝考级曲集（最新修订版）》（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 年）也应时代的

发展和广大古筝爱好者的要求做了巨大调整。相对于 1995 年的老版，二版分上

下两册，内容得到极大扩充，由原来的每级别 8首扩展到如今的 12 首，这对学

生们学习和了解更多曲目，在考级乐曲的选择中具有更大的选择余地提供了方

便。曲集增加了 30 余首新作品，对上个世纪 80 年代后新作品涉及较少做了调整，

所选的曲目更具有代表性。乐曲的难度也做了相应的调整，使得曲目的安排更趋

合理化。由何宝泉、孙文妍合编的《古筝考级曲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

年）全书共分十个级别进行编排，每个级别由 4-6 首乐曲构成，每首乐曲都附有

乐曲注解，是一本具有参考价值的考级用书。其他如李萌选编的《古筝考级曲目

大全》（同心出版社，2003 年）等书也是一本实用的考级用书，全书由 174 首各

个级别的乐曲组成。

相对于古筝考级曲集内容的丰富，名曲选集用量少而精来形容再好不过了。

如果说考级用书是为了古筝艺术更为广泛的普及，那么古筝名曲选集则是对古筝

历来的名曲的集中展示和推介。《古筝创作曲精选》（赵毅编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3 年）共收录优秀创作曲 20 首，其中如《揾英雄泪》（周雪石曲）、《洪湖人

民心向党》（张敬安、欧阳谦叔曲，张燕改编）、《小河淌水》（姚运才编曲）、《湘



舞》（王建民曲）等其他曲集不多见的作品。乐曲有详细的注释和说明，为广大

学习者更深刻认识了解乐曲的来龙去脉和方便演奏提供了线索。同样由他与徐桦

合作编著的《古筝弹唱曲与传统乐曲精选》（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年）由弹唱

与经典名曲组成，具体为唐宋元等古代诗词曲弹唱 20 首，汉族五大古筝流派各

4首传统曲目共计 20 首，各部分都有弹唱和演奏提示。古筝弹唱也是古筝艺术

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对古诗词的弹唱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挖掘、继承起到

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意义。著名古筝教育家赵曼琴先生编

著的《赵曼琴教学筝谱》（同心出版社，2004 年）是编者在科学而合理的筝曲记

谱、指法符号体系基础上的结晶。此书收录传统、创作筝曲共 30 首，所有曲谱

都是由编者本人亲自校订、整理，每曲之后都配有详尽的记谱和指法符号说明、

演奏提示，可以说是一本兼容曲谱和鉴赏的书籍，更是一部探讨科学演奏、科学

记谱的研究性著作。《中国筝曲集粹（上、下）》（高雁编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 年）是一部由重奏、合奏筝曲构成的曲集，包含 19 首古筝重奏、合奏作品。

《古筝重奏合奏曲集》（傅华强、沙里晶编，广东科技出版社，2004 年）、《柔情

古筝：齐奏重奏曲》（朱晓谷编著，安徽文艺出版社，2006 年）等成为古筝重奏

合奏曲集中难得的佳作。此外，近年出版发行的名曲曲集还有《优秀古筝曲：精

选与解析》（李萌选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 年）、《古筝经典》（郭雪君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年）、《古筝演奏曲集》（林玲编著，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

年）、《古筝经典名曲集》（邱霁选编，安徽文艺出版社，2008 年）等。

名曲选集有的是强调少而精，有的则是古筝乐曲大全，强调多量和内容的丰

富。《中国古筝名曲荟萃（上、中、下）》（阎黎雯编，上海音乐出版社）、《古筝

曲谱》（李萌主编，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年）、《中国传统古筝曲大全（上、中、

下）》（李萌编选，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 年）等是其中的代表性编著。《中国古

筝名曲荟萃》上册于 1993 年出版问世，中、下两册于 2000 年出版发行。其中，

上册在 2006 年 4 月已是第八次印刷，主要包括各大流派的名家名曲组成，共 130

首。曲集收录了蒙古筝、朝鲜伽倻琴一些曲目，是研究这些少数民族筝曲的重要

资料。曲集的最后是由各流派名家、专家学者所撰写的流派介绍、研究性文论，

是研究传统筝曲、了解中国古筝流派文化的不可多得的集子。中、下两册也集录

了 130 首筝曲，是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到 90 年代涌现的名家名曲选编，这是对此

时期古筝曲作的一次充分展示和集中亮相，这对古筝学习者了解、认识中国古筝

乐曲创作整体的概貌和走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曲集曲目丰富、实用并具有收

藏价值。《古筝曲谱》一书共收录 212 首筝曲，分传统和现代创作部分，基本编

排思路与《中国名曲荟萃》大致。《中国传统古筝曲大全（上、中、下）》专门集

录了汉族各大古筝流派的传统乐曲，包括河南、山东、潮州、客家、浙江、陕西

与福建七个重要派别。此曲集的特点有三，即传人多、乐曲多、传记多。每个流

派都有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介绍，每册的最后也都收录了一些名家传记，是难

得的研究古筝流派、传人的重要参考用书。由李萌编《中国现代筝曲集萃 Ⅱ》

（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 年）一著选取了一些风格差异较大的作品，可以说是

当今古筝创作成果的一个集中性展示。编者有意加入七声弦制、多声弦制和蝶式

筝曲目，借以展示现代古筝乐器改革的成果。在所收录的 20 首现代筝作，表现

形式多种多样，比如有专为日本十三弦筝而作的《自鸣系列 Ⅱ》（唐建华作曲），

乐曲首次运用了非音阶定弦法，并采用新的记谱方式；有协奏，如《三迭》（筝

与长笛，叶小纲作曲，原为筝与尺八），筝与钢琴《声声慢》（黄枕宇、周望曲），

筝与大提琴《对话集Ⅰ》（祁瑶曲）等；有自 20 世纪 70 年代筝曲《战台风》以



来最优秀的筝独奏曲之一《林泉》等。此外，编者还收录了近年自行创作的作品

如《月色清明》、《长歌行》、《红水河畅想》、《藤缠树》、《铜鼓舞》五首乐曲，乐

曲多数为七声弦制、多声弦制筝而作，作品中多处运用了新颖的音响型技法，对

现代筝曲创作具有重要的影响，作品在当今也是各演奏赛事中的常用曲目。

练习曲是学习某种指法的重要途径，是解决古筝乐曲乐段技术难点的必由之

路。练习曲可以为演奏乐曲做好技术上的准备，其目的主要在于解决演奏中碰到

的各种复杂的技术问题。随着古筝艺术的不断发展，对弹奏技巧的高要求和快速

演奏的看重，使得专门练习曲也成为抢手货。《每日必弹 古筝指序练习曲》（项

斯华著，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年）是一部把不同的指序安排进行专门活指练

习的曲集。本曲集采用双行记谱，用于双手配合的训练。重点在于训练起双手各

手指独立弹弦的能力，通过科学系统的练习，掌握不同运指的连接、变化指序以

及过弦的技巧。曲集由易而难编排，通过训练，着实有效地提高弹奏者的弹奏技

术，为保证弹奏者良好的弹奏状态以及快速指序为主要技巧的古筝乐曲演奏提供

了有益的帮助，可以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专项训练曲集。由郭雪君编著的《古筝

考级练习曲》（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 年）一书着眼于考级，所涉及的练习曲总

共分为 10 个级别，每个级别都配有 5-10 条专门练习曲。是学习者攻克弹奏难点，

更有效、有目的地进行专门训练提供了方便。是一部考前强化的好书。《古筝练

习曲 65 首》（赵毅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 年）一书分两个部分，即专项练

习曲（15 首）和歌曲改编乐曲（50 首）两部分。后一个部分虽为乐曲，但却本

着“以曲促技”原则，将专项的练习贯穿于乐曲中，保证了学习者学习中的乐趣

和积极性。《古筝练习曲：童庐筝谱》（童宜风编著，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年）

也采用了这样的编排方式，由 56 首由易而难、循序渐进的基础练习曲和 26 首练

习乐曲构成。《古筝基础技巧练习之道》（赵曼琴、赵冠华 著，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2 年）分上、中、下三册，这是一部基础性的练习曲集，全面、系统地涵盖

了各种由浅入深的古筝演奏技巧。该集以练习为主，曲为辅。这是在赵氏长期教

学、演奏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系统的演奏理论、教学理论关于学习之路、练

习之法的总结之言。该曲集通过对各种演奏技巧以及技术难点进行层层剥离、逐

个击破，从而让学习者循序渐进地掌握好各种演奏技巧，使演奏水平得以提高。

本集列为 23 章，共 379 条练习曲，每条练习曲都有相关的练习提示，包括训练

内容、触弦形式、演奏方法以及练习要求几个方面，内容殷实。同样由他们父子

合著的《古筝快速指序练习之道》（赵冠华、赵曼琴 著，上海音乐出版社）也于

2012 年 10 月同步出版。快速指序技法是筝家赵曼琴先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初，

打破传统的八度对称弹奏模式而创立的一个全新的古筝演奏技法体系。快速指序

指法组合形式远远超过传统演奏技法、指法的总和。运用快速指序，古筝不需改

变定弦即可单手演奏五声、七声及变化音阶的快速旋律，为改变古筝在乐队中的

色彩性乐器地位、进入常规乐器行列打下了坚定的基石，被业内誉称为“古筝技

法的第三次革命”。该集同样是基于赵氏演奏、教学实践与理论，将练习方法与

快速指序技法的各种指序和技巧相结合而编写的曲集。该著分上（自然指序）、

下（密集与超密集指序）两册，全册收录所编写练习曲共 278 条，全面系统，由

浅入深，循序渐进。绝大部分练习曲还注有提示，为学习者更合理地利用、高效

练习提供了便利。同时，该著中所加进的一些过去古筝演奏中从未出现过的技巧

与效果，对作曲家的曲作创新如表现方法、音响效果等，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古

筝练习曲一百首》（沙里晶、傅华强编著，广东科技出版社，2005 年）、《古筝趣

味练习曲》（高雁编著，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 年）、《跟我学古筝练习曲集》



（宋泽荣编，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 年）等书也是深受古筝爱好者欢迎的练习

曲用书。

用古筝这一民族乐器来演绎流行乐曲，成为古筝艺术不可忽视的一个现象。

很多人之所以要学古筝完全是因为受到流行古筝乐曲的打动。流行歌曲改编的古

筝乐曲深受听众欢迎，由此拉动了流行古筝乐曲的 CD 制作，以及相关书籍的出

版问世。古筝艺术家吴莉于 2004 年出版了由她编著的 2部《流行歌曲改编的古

筝弹唱曲集》，即《卧虎藏龙》、《英雄》（均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前者收录

了 25 首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流行歌曲，侧重于弹唱；后者收录 22 首乐曲，分怀

旧经典、影视歌曲、流行前线三个单元，加入一些古筝独奏，并尝试部分歌曲双

版方式的编排，即既有可以拿来弹唱的版本，又有可以单独独奏的版本。曲集在

强调娱乐的同时，也不乏专业技术训练的价值。上海筝会于 2007 年出版了两部

歌曲改编筝曲集——《古筝流行金曲 99 首》、《古筝怀旧金曲 99 首》（均由上海

音乐出版社出版）。分别由多位筝坛新秀改编集录的集子。集子中都由 99 首流行、

怀旧歌曲改编集录而成，附歌词和演奏提示，可以说是弹唱曲集的优秀作品。著

名作曲家朱晓谷先生于 2007 年出版的《流行古筝——中外流行金曲改编的筝曲

1》（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上市以来深受学习者的欢迎，市面曾一度脱销。2008

年，朱晓谷先生又编著了此系列的第二本。这两本书收录了近些年来内地和港澳

台等地区的流行歌曲、怀旧歌曲，以及中外经典的影视歌曲等等。此外，《怀旧

古筝金曲》（祁瑶改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年）、《醉人的旋律：流行歌

曲改编的筝曲 100 首》（姜淼、王冬婉、赵勃楠改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年）、

《流行雨：古筝通俗小品》（李捷改编并演奏，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初级古

筝演奏曲集》（杨红编著，南海出版公司，2005 年）、《古筝演奏抒情歌曲精选》

（杨红编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年）、《菊花台：流行歌曲改编的古筝曲集》

（赵志军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 年）等书也受到广大古筝爱好者的喜爱。

古筝曲集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流派名家的专门曲集。这些曲集是

对某个古筝艺术流派、某个演奏家或作曲家筝曲作品的结集，是对他们艺术成就

的凝结。这些对日后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曹东扶筝曲集》（曹永安、

李汴编，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 年）一书共分九章，不仅荟萃了曹东扶先生的

古筝演奏艺术，也集录了他的一些琵琶、三弦演奏谱，并对他独特的一些演奏技

巧作了说明。2008 年，河南筝重要代表人物曹东扶先生的艺术成就再次被曹派

传人挖掘整理，编辑成册。《曹东扶古筝曲 100 首》（曹桂芬、曹桂芳编，冯娟娟、

冯彬彬校注，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 年）一书收录河南板头曲、鼓子曲曲

牌、曲剧曲牌等在内的乐曲 100 首，收录 5篇关于古筝演奏的文论，以及编者自

行创编的作品。这是了解河南曹派古筝艺术的一个窗口，其中的文论具有相当的

价值，比如冯彬彬《曹东扶音乐美学思想》一文从演奏、创作、器乐改革等不同

角度分析了其外祖父的审美观念与思想，这对研究流派传人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

的参考价值。广东汉乐大师何育斋先生长孙何松先生经过多年努力整理出《何育

斋筝谱遗稿》，在 2002 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业内一直传有客家筝派始于何

育斋，成于罗九香的说法。对于汉乐大师何育斋先生筝谱的整理出版无疑是客家

筝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对研究客家筝艺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由李萌编《广

东客家 粤乐筝曲集》（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 年）一书以客家筝乐大师饶

宁新及他的演奏艺术为主线，介绍了客家筝演奏之道以及饶宁新先生的筝演奏艺

术，这是介绍客家筝乐、粤乐筝曲较为完善和系统的曲集，是对流派代表人演奏

艺术的集中展示，是一本研究客家筝乐的重要参考用书。《古筝曲集》（何秀琴编，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 年）是陕西风格民族乐器系列中的一册古筝曲集。曲

集汇集了如周延甲、曲云、魏军等陕西筝派重要代表人的作品，继承秦筝艺术传

统，是数十年来陕西筝乐的集萃。对研究陕西筝乐无疑是一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的曲集。由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古筝讲师、浙派古筝第三代传人盛秧编著的《浙

派古筝》（西泠印社出版社，2003 年）一书是介绍浙派古筝艺术不多见的佳作之

一。作者在书中向大家介绍了浙派古筝形成的历史背景，总结从浙派第二代传人

如孙文妍老师等人学得的演奏技法，同时又汇编了浙派不同传人的传统筝曲演奏

用谱以及近年来涌现的浙派筝曲新作。集录的每首乐曲都附有“演奏提示”和“乐

曲分析”。《浙派古筝》一书的问世对于浙派筝艺传人艺术成就的展示、对浙派筝

曲的继承和发扬具有重要意义。除了对古筝流派乐曲的整理出版之外，还有名家

创作作品的结集出版。《筝艺指南》（邱大成著，华乐出版社，2000 年）虽然主

体是讲述了筝与筝的演奏技法，但附录的 28 首乐曲是由著名筝家邱大成先生编

曲创作、改编、编订及演奏的作品，无疑是对作者作品的结集展示，也是一本本

难得的专门曲集。其中收录的《绣荷包》、《赶场》、《闹春》等创作曲已成为古筝

音乐会中经常选用的曲目。《蜀籁——徐晓琳筝作品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年）选入了自 1980 年以来，由她跟邱大成先生创作的筝曲作品 11 首，分简谱五

线谱两本。2004 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三木稔古筝作品集》，该集收

录了数十首风格各异的古筝作品，全部由日本著名古筝音乐家三木稔先生作曲。

这部集子的出版无疑拓展了古筝界人士的眼界，是国内了解日本古筝创作、风格

特色等方面的一扇大门。由周望编《真秦之声——周延甲筝曲精选》（人民音乐

出版社，2009 年）是对筝家周延甲先生 40 余年古筝艺术教学、演奏实践中选录

整理的一部集子，时间从上世纪 50 年代到 90 年代，收录了多种形式的筝曲共

50 首。其中有独奏如《秦桑曲》，有齐奏如《百花引》，有依据戏曲曲牌、民间

歌调为素材创编的作品如《绣金匾》，也有依据民间音乐素材进行创作、编订的

乐曲等。该集最后收录了由周延甲先生撰述的文论共 4篇，包括《继承和发扬陕

西秦筝演奏艺术传统》、《秦筝在秦——陕西榆林古筝考察报告》等，这便于学习

者对陕西筝风格的把握和情况的了解。

文字著述类

相对于古筝教材用书和曲集如火如荼的势态来讲，有关古筝的文字著述却如

数家珍，略显薄弱了。

在理论研究方面，著名古筝教育家赵曼琴先生著述的《古筝快速指序技法概

论》的问世可以说是古筝艺术理论建设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此书于 2001 年由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正式出版发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古筝艺术“弹按尾随”慢功

演奏以及一般的双手弹奏逐渐不能满足新时代、新曲作的要求，快速演奏技法应

时而生，对当代古筝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赵曼琴先生结合自身

多年的演奏实践，思考总结，对古筝演奏中快速演奏技法作了系统、详尽的剖析

与论述。这是一部上下两册长达 50 余万字的理论著作，是一部关于快速演奏技

术的学术成果。这部著作对古筝演奏者认识自己的手的结构、掌握正确的演奏技

巧并运用于实践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快速指序技法的发展和运用使

得古筝在民族管弦乐队色彩性乐器向旋律性乐器转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演奏者

从此不再为古筝不能演奏快速旋律而烦忧，此外快速指序技法也催生了一大批现

代优秀古筝乐曲。由名家王天一先生与王居野合著的《古筝名曲句句教》（文化

艺术出版社，2002 年）则是对 15 首古筝名曲进行分句式的内容、演奏等分析。

全书重头戏在于乐句分析，分段分句分节，甚至每个音都有深刻的讲解。这是一



部演奏注释型的理论著作，对筝曲演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由青年古筝演奏家

姜淼、王冬婉合著的《中国古筝名曲演奏注释》（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年）一

书同样是一部大型的阐释古筝名曲演奏的“注释型”理论著作。该著作选入了由

筝家王天一先生创作和编曲的曲作 16 首，其中原创和创编各占 8首。全书用共

计 40 多万字，对 这 16 首古筝名曲进行了演奏和技法的详细注释。在编排、

设置等方面，与《古筝名曲句句教》基本思路一样。这种科学而严谨的演奏分析

对古筝演奏的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上面所提及的文字性著述虽有对乐曲的详细文字性释义、解析，然而多是对

传统古筝作品的演奏解析。与此不同，由张珊所著《当代古筝名作教学与演奏详

解》（湖南文艺出版社，2010 年）是一部瞄准当代古筝名作而进行著述的指导用

书。该著共收录在我国当今筝界已具有广泛影响的名作 28 首，从老辈作曲家何

占豪、饶余燕到当下较为年轻的筝坛巨匠、演奏名家所创作的名作均有涉猎，如

《临安遗恨》（何占豪曲）、《黄陵随想》（饶余燕曲）、《情景三章》（徐晓琳曲）、

《林泉》（叶小纲曲）、《望秦川》（王中山、景建树曲）等。该著是编者近年来在

教学、演奏实践中积累而得的心得体会，对这些名作的解读和演奏导引、艺术诠

释，对当今古筝学习者、演奏者具有良好的导引性作用。编者所收录的名作中的

文字性部分，都包括了作曲家及创作背景、乐曲本体结构与主要音乐材料、演奏

技法要点与艺术表现提示三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结合了曲谱对乐曲结构和乐

曲素材来源进行了分析，并总结了一些特点；第三部分是从分段、分节及乐曲为

单位对作品进行的详实讲解和提点。整部著作大到创作背景到具体的演奏手法和

注意事项等多角度、立体化的解说，为读者充分了解一部作品开启了一扇门，是

一部实用型风格鲜明的文字著述。

除大型的理论著作之外，也有将散见于各大音乐院校、音乐出版编辑机构刊

物上的古筝文论结集成册的。由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编辑部、华乐出版社编辑部合

编的《怎样提高古筝演奏水平（1）》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范例。该书本着音乐普

及与辅导的原则，汇集不同时期资深古筝艺术教育家、演奏家的文论共 27 篇，

是关于古筝教学、演奏、调律、文化等方面的较为完善的论著，对古筝教育者、

研究者和学习者均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该书除涉及古筝演奏、教学、调律、文化

等方面之外，还选入了一些有关古琴艺术的文论。

相对于古筝调律、演奏原理等高深的理论，有关古筝文化、逸闻趣事的鉴赏

性论著是大家比较受欢迎的。由周耘编著的《古筝音乐》（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

年）一书通过语言文字对古筝的历史源流、构造和演奏技法、流派名家、名曲作

了较为详尽的介绍。该书的主体部分是名曲赏析，著者选取了 11 首著名筝曲进

行赏析，文谱参半，有机编排，实为古筝爱好者提高鉴赏水平和素养的佳作。由

王英睿著、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筝——中国国粹艺术读本》于 2008 年 9 月

出版上市。这是一本关于古筝艺术的最新文字著述，内容翔实，趣味横生。作者

采用了故事讲述、演绎的方式，以年代的发展为经，以与古筝艺术相关的人和事

为纬，组成了一个关于古筝艺术的文化史库。《筝》书总共分为七章，作者随着

年代发展的足迹，剖析了古筝艺术发展的起起落落。该书有如下几个特点：故事

演绎、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形象生动，内容翔实、新见百出。通过阅读此书，

相信大家会对中国古筝艺术的发展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

在论述中国古筝艺术发展、文化等论著中，关于流派的专门文字论著在市面

上比较少见。而更多是散见于一些关于中国民间乐种的音乐论著中。由王希彦著

《山东民间器乐概论》（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 年）一书第一章就对山东筝乐进



行了专门介绍和论述，该章对山东菏泽、聊城两地古筝音乐的概况进行了盘点介

绍，同时对两地具有代表性的筝曲进行了选介。其中第三节又结合具体作品，对

山东古筝音乐的结构形式、演奏技法和旋律个性等方面的艺术特点进行了论述。

这对研究地方性的古筝音乐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他论著在此不再做一一

举例。

对于古筝艺术考级辅导的文字论述也是古筝文字著述的重要组成成员之一。

由高雁编著的《古筝学习问与答》（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 年）一书总共分 5章

内容，全书以问答的方式布构，分别从古筝有关的知识、演奏、乐理、名曲、素

质五个方面对古筝艺术的学习作了全面介绍，是一本简易的古筝学习普及读本。

由郭雪君、冯坚、罗小慈合作编著的《古筝考级训练问答》（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4 年）一书同样采取问答的方式布构编排，着重对古筝考级乐曲的演奏做了

简要的分析和说明，同时结合谱例分析，对开发学习者综合素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是一本具有参考价值的考级用书。该书可以说是上海筝会编《中国古筝考级曲集》

一书的配套用书，文字的论述和练习曲的设置弥补了《曲集》中仅有乐曲而无注

释、练习曲的不足。

古筝不仅是中国的民族乐器，还是属于世界的一门器乐艺术。自古以来，古

筝艺术就扮演着重要的文化交流角色，随着国与国际间的交流而声名远播。当今，

古筝受到海内外极大地欢迎，也成为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媒介之一。《中国筝家走

世界（第一部）》（王天一、王居野、赵勃楠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年）是

一部中国著名筝家“筝游世界”的传记、轶闻著述。该书不同于一般的理论著述，

文学性、知识性、趣味性兼容于一体。该书以记叙散文的写作方式，真实而详细

地记载了东方女子古筝新筝乐团的诸位筝家到各国弘扬“国琴”艺术的业绩。可

以说是一部关于出国访问的记录史。

对古筝艺术书籍发展的建议

1、古筝书籍类别比重有待协调，分类有待明细化

目前古筝书籍在数量方面，大类中的古筝教材用书和曲集明显多，而关于古

筝艺术的文字论著却屈指可数。在小类中，各类层次、水平的用书比重相差大。

比如在古筝曲集这一大类中，以乐曲曲谱整编成册的曲集所占分量明显要大于古

筝专门练习曲集的分量。其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这对古筝艺术整体的繁荣和

发展多少有影响。

教程类用书是占比重较大的类别。但有些书整体质量不高，有些在整体编排

和设置上还缺乏合理与科学性，等等都有待于提高，在专业分类上也有待于明细

化。比如教材是为青少幼儿设计还是为业余自学者设计，等等还有待于加强。以

保证学习者能够选择适合自身之用的教材和高效学习。

考级类用书由于考级机构多，所选乐曲以及定级等方面混乱，有待统一。此

外在编排设置上还有待于科学化。其中一个比较好的设置在于对基础练习曲的涉

猎。这为学习者按部就班，有针对性、目的性的学习无非是一个好的选择。

专门的练习曲集也有待于加强。相对于古筝曲作，练习曲很大的一个特点就

是专门，它专门为某个指法或者组合而设计，是一种带有明确目的和针对性的。

它可以从古筝最基本的发音，到筝曲中常用指法和指法组合进行重点训练。但是

市面上练习曲用书相对稀缺，造成学习者选择过于局限。由此，对古筝专门练习

曲集的建设是古筝艺术不能轻易忽视的、重点建设的一个环节。

由流行歌曲改编来的筝曲目前深受学习者欢迎。简单的技法、动听的旋律能

够让学习者不断找到学习的乐趣，激发学习的积极性，也对专业学生调节专业练



琴的枯燥起到重要的作用。古筝艺术工作者可以将流行乐曲或素材纳入到专门的

创作中来，“以曲促技”，让学习者的学习更富成效。

2、文字著述有待于树立精品观念，多角度研究

如果我们在书店仔细观察一下古琴、古筝书籍，我们很容易发现公开出版发

行的琴谱虽然少见，但有关古琴艺术的文字著述很多。而在古筝却与之天壤之别。

曲谱曲集多，文字著述如数家珍。这种曲多论少的状况，是古筝艺术发展和学科

完善过程中一颗不可小视的绊脚石。中国古筝艺术需要理论著述，否则是一个不

完善的体系。

古筝艺术的长足发展需要相关理论的强大支持。理论的作用在于提出构想，

指导实践。它需要在创作、演奏实践中不断被检验和验证。有时候理论的大胆提

出，哪怕是一小步，恐怕也会引起明显的进步。同时，理论著述的出版对古筝从

业者涵养的提升、素质的积累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前的古筝文字著述不能满足广大学习者、爱好者的文化需求，这种状况是

有待重视并加以解决的。当前上市的文字著述少是显而易见的，另外一个弊病就

是缺乏精品。有一些著述仅仅是一般性知识的梳理，可读性有了，但理论积淀不

深厚。由此，笔者认为古筝艺术工作者应该在精品观念的前提下，从对中国古筝

流派的介绍、乐曲的推介、名家传记的撰写以及演奏方法等不同的角度潜心研究，

为广大读者提供系统的、完备的理论成果。这项工作对于完善理论建构、指导实

践和推动古筝艺术整体而全面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3、民间筝曲的保护和拯救力度有待加强

对传统古筝乐曲的整理挖掘是中国古筝艺术长足发展的必要举措，对古筝艺

术的保护和传承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专门流派的曲集中，有些流派曲作

的整理和挖掘工作还不到位。虽然有些流派的专门曲集早在上个世纪已经出版，

但由于年代原因，它们只能深藏于各大图书馆，市面上也较难见到相关的版本，

这对古筝艺术爱好者、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缺憾。传统古筝乐曲集以及相关

文史的梳理等等还有很多空白有待填补。比如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山东筝乐代表人季玉玺先生（其外祖父为山东筝派著名筝家张为昭先生），季玉

玺先生除继承外祖父的古筝演奏艺术之外，在乡野的数几十年中，挖掘整理和创

编筝曲等等，对山东古筝乐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又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河南邓州板头曲传承人——宋光生（曾拜师河南著名筝乐大师曹东扶先生

学习），在板头曲传承、演奏等方面的极深造诣。数年来，他培育新人，整理古

筝技法和曲谱，为河南板头曲的推广做出贡献。填补这些空白，对古筝艺术的继

承、传承和发扬、研究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此外，传统流派的正宗传人也都

渐渐年事增高，对传统乐曲的挖掘、拯救和整理已迫在眉睫。而且，对这些优秀

文化的拯救和挖掘，不仅仅是在拯救一纸曲谱，其意义更多的则在于拯救整个民

族的文化阵地。

古筝艺术的发展如火如荼，关于古筝艺术的书籍在表面上看似壮大，但其内

里存在着严重的失衡、缺陷乃至空白。这不得不为当下古筝爱好者、学习者所关

注。以上是对古筝书籍的盘点，因笔者个人水平有限难保挂一漏万，静待专家与

古筝同仁指点交流为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