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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筝源流四证

魏 军

摘要：本文以史为鉴，进一步挖掘探索筝的起源，论述流派、筝派、学院派
之说，以明自己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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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86 年凡二十多年期间，笔者潜心钻研，对筝的源流问题做了客观清晰

的解释说明，提出了筝源于秦、兴于汉、盛于唐的历史观点。并对“秦筝”涵盖

的文化背景、对此乐器做出历史实际的恰当解释。那就是秦筝在两千五百年间承

载的文化与文明，历史中称为仁智之器，并且用大量的史实阐明筝源于秦的论点。

筝史论文《秦筝源流新证》《秦筝源流再证》《秦筝源流三证》《秦筝源流四证》

是连续 25 年来对于秦筝的历史从文字学、乐器学、人文学科的研读中取得的成

果。撰写《秦筝源流四证》目的只有一个，弄清秦筝的源流问题以及近半个世纪

以来秦筝陕西流派的创建、发展历程。本文从以下六个方面论述，以请教于诸家。

一、西音、秦风、秦声的出处，三者之间与秦筝的联系

《吕氏春秋·季夏记·音初》其记载“西音”与“秦音”的原文是这样的：

“周公乃后之于西翟，实为公。殷整甲徙宅西河，犹思故如，实始作为西音。长

公继是音以处西山。秦穆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至于西音、秦音，西周初年，

已经有了‘西音’，到了春秋时秦穆公‘采风’便正式称作‘秦音’。”

《诗经·秦风》是春秋时期十五国风中最为流行的。其中《车鄰》美秦仲也。

（公元前 845 年）此时伸为大夫，有车马礼乐御之好。《驷驖》美襄公也（公元

前 769 年），襄公乃秦仲之孙，曾有过吴国的公子扎来访问，给他唱《秦民歌》，

他听了后说：“这是所谓中原的声音（古代以夏作为中国的代称，当时指的是现

在的中原地区），秦原本是在西戎陇西，秦仲有车马礼乐，去戎狄之音而有诸夏

之声，故为夏声及襄公佑周平王东迁而受其故也，故曰周之旧乎。”至七世孙秦

穆公（公元 659 年）用内廖使美人计，取其谋臣由余，益国十二遂霸西戎，至此

戎弱而秦疆也，秦穆公西霸戎狄，但中原各国对秦仍存歧视，有“秦僻在雍州，

不与中国之会盟夷狄遇之”。在与东方诸国半隔绝的情况下，秦国自行发展，形

成具有本身特色的文化。

为此得出如下结论：西音、秦风、秦声只是西周时期的歌赋、音乐、舞蹈之

风格，秦人因袭了西周时期的音乐风格形式，当秦筝演奏时能把这种音乐风格完

美的表达。于是秦筝能为秦声秦韵就成了一个时期中文人墨客诗词歌赋里的代

称。

《旧唐书·音乐志》云：“筝本秦声也，相传蒙恬所造，非也。” 秦筝独出

西秦，最能演奏，表现秦声、秦音的风格的乐器，文人墨客在自己的筝赋诗词中

故将其称为秦声，西音实属比喻，形容等与此相同的词汇。并不能说明秦声实指

秦筝，“秦声”这个名词更不能等同于秦筝同时出现于春秋时期。我们不能一概

而论，并不能证明秦声就是秦筝，也不能证明流传在春秋时期的秦声等同秦筝，

那样不合逻辑。

二、野史杂录中的筝

杂史《因话录》民间传说将筝起源于瑟，“……自黄帝令素女鼓瑟，帝悲不

止，破瑟为二为筝。”“秦人鼓瑟，兄弟争之……破为二筝。”《集韵》云：“秦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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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恶，父子争瑟者，人各其半，当时名为筝。”

笔者将野史杂录中有筝的记载收录入文，主要目地有二：其一，从传说中字

里行间发现和考证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其二，观察发生事件，洞察先秦时期筝的

存在环境，秦人从有史记载开始至秦亡共 691 年历史，跨越春秋、战国两个历史

时段。笔者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在李斯《谏逐客令》之前有关秦国的大小音

乐及祭祀活动，都没有提及筝与筝人筝事。此也是我们求证筝源于何时何处的难

点所在，留下的传说比正史多，说明秦立国后，没有将筝列为宫廷音乐。筝由于

它的制作简单与不规范、演奏粗犷，被统治者列为俗乐而赶出宫廷，流传到民间

自生自灭。从狩猎到牧马，在草原过着群居生活的族群还未完全溶入华夏族群中，

甚至仍脱离不了粗野习气。于是就有“秦俗薄恶、父子争瑟”之说，由此也不难

看出处在春秋末战国初期的秦族其生活习俗是相当落后的。

三、正史文献中最早记录的秦筝

西汉应劭《风俗通》中曰：“筝，谨按《礼记·乐记》，五弦筑身……并、凉

二州，筝形如瑟”。

《盐铁论·散不足篇》：“古者,土鼓口枹,击木拊石,以尽其欢.及其后,卿大

夫有管罄,士有琴瑟……往者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弹筝鼓缶而已,无要妙之音,变

羽之转。”

在笔者举例的史迹中，都有与筝相关的史料记载，这些史料向我们明确的指

示筝的历史痕迹，即它们都出自春秋末战国时期的论著。综上可述，笔者以史为

论，逐步的分析断定如下：①筝在春秋的历史史迹中没有记载，故不能说明有筝。

②《风俗通》、《盐铁论》及《乐记》中记载的五弦筝属筝最初的雏形。

战国七雄之魏国，开国君主魏文侯，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礼记·

乐记》中记载了魏文侯：“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

在当时，文人士大夫把筝乐归为“郑卫之音”，文中记载的是魏文侯在听了筝乐

之后不知疲倦睡不着觉的故事。 在他的诗词筝赋《善哉行》中所云：“齐倡发东

舞，秦筝奏西音”；“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如神”。曹植《赠丁仪》云：“秦筝发西

音，齐瑟扬东讴”。这一时期正好是秦简公十三年，即公元前 403 年。比李斯的

《谏逐客令》（公元前 237 年）有关筝的记载提前了 166 年。依据这一情形，还

向我们揭示了另外两个问题：其一，流行在魏国的筝再不属于五弦雏形，而变为

“筝形如瑟”了，否则怎么“新声妙如神”呢；其二，魏定都安邑，这正印证应

劭《风俗通》中所见：“并、凉二州，筝形如瑟。”

四、筑、筝互证

关于“筑”史料中记载早在战国时期。

《释名》云：“筑，以竹鼓之也，如筝，细项。”

《说文》云：“筑，以竹曲五弦之乐也。”

《风俗通》云：“筝，谨按《礼记·乐记》，五弦筑身也。”

《战国策.齐— 卷八》云：“…….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其民无不

吹竽、鼓瑟、击筑、弹琴……”（这个记载于公元前 302 年）。

筝、筑具属同族，最初活动的空间、地域不同，依据记载，筑最早于燕、齐，

源于春秋末战国初期。筑到了战国初传至秦时，史书中才有筑如筝、五弦之说的

记载（见《秦筝源流再证》筝、筑互证）。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研究筝史的过程中要正确的使用引著，比如“……

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中的“弹琴”误写为“弹筝”，这有可

能是笔误吧，再不可以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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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流派、筝派的认知

我国《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派”的解释为：“指立场、见解和作风，习气

相同的人”。“派”是阶级的一翼，是阶级利益和政治立场形成的社会集团……学

术，宗教……因为主张不同而形成的分支或小团体”。这种力量，能在思想文化

意识形态产生巨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发展。

1、流派

何为流派，何为筝派，笔者是这样认为的，通过多年对筝的历史研究，对筝

文化的学习，感受到了秦筝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即赋予它深刻的文化内涵。筝

的源头在秦地，那时的秦地地域是指甘肃、山西、陕西一带。魏晋南北朝直至唐

朝漫长的历史时段里，筝又被称之为秦声、秦风、秦韵，筝恰似这一时期在西北

地区甚为流行。

之所以称之为秦筝，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它的出处，二是它的演奏风格，

所以冠其名为“秦筝”。民乐人讲究的是传承、继承，所以就有了秦筝流派这个

叫法。我们一开始称为陕西秦筝流派，通过对秦筝历史的研究，深感秦筝含义博

大精深，认为称秦筝陕西流派最为恰当。战乱、天灾人祸，甚至受专政专治历史

更迭的影响，中间便产生了陕西这一地区乐器的绝响。但这一乐器也是在发展史

中逃过一劫，终究要被继承下去，所以叫秦筝陕西流派的原因就在于此。一般说

来,艺术流派大都是自然形成的,但也不排除有目的、有计划地去“创建”。历史

在不断的演进，筝的历史开始了它永不停止的进程，就像古筝教育家曹正先生比

喻的：“茫茫九派流中国了”。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筝作为文化载体流传到日本、

朝鲜、及亚洲周边国家，融入了他国的民族文化艺术之中。

汉魏六朝时期，涌现出一批有很高文化教养和艺术修养的秦筝艺术家，在他

们的诗词歌赋中，笔者最为欣赏的就是候瑾在《筝赋》中曰：“上感天地，下动

鬼神，移风易俗，混同人伦莫有尚于筝者矣。”晋傅玄曰：“上园似天，下平似地，

中空，准六合。弦柱十二，拟十二月，乃为仁智之器也。”也说明筝在汉时兴起

时的“光辉灿烂”、闻名中外的秦筝文化。筝在汉兴起之时很快的形成了以秦声、

秦风、西音的风格流派格局。进入唐时，由于文化领域中的开放，外国的音乐、

舞蹈也相继进入唐宫廷及社会，并吸纳了诸如西凉乐、胡乐、龟兹乐等文化艺术

形式。比如筝曲《婆罗门引》都是古印度的佛教曲目，被唐时吸纳为宫廷音乐，

事经 800 年之后，这首乐曲却成了西安鼓乐中的一首曲牌，也是秦筝陕西流派的

一首筝曲。这个问题直接的导入我们今天对流派的认知与看法，我们流派中把一

些外国的筝曲收入改编来演奏，笔者断定，再用不了 800 年，它就变成秦筝流派

的曲目。君不知乐史上人们津津乐道的汉代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

的著名故事，年代若久，入耳也深，外来的音乐也就姓中了。许多外来音乐的引

入，正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来源啊！

笔者认为，此一思考，是仁智之思。“仁是不偏、智是不蔽”，这岂止是一段

音乐创作，恐怕还应该识为文化心态的开放、艺术美学的追求和精神创作的高远

意趣，非如此认识不能深达其内涵。当然立足于哪个流派，则必然与这一流派的

风格为主，但这并不能阻止或认为演奏了外国筝曲、创作了不同形式风格的筝曲

就不是这个流派的筝曲了，随着现代筝曲的学习，各个流派都会演奏、创作，于

此风格不尽相同的其他筝曲，比如《西域随想》、《西部主题畅想曲》和《大漠行》

等，就成了“不伦不类”派了。

一个乐器源于何地，一个流派的产生，都应该有源可塑、有派可寻、有本可

依。就像潮州筝乐，它的筝曲在解放前期以至解放后一段时间仍称秦筝乐曲，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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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已经溶入当地文化，但它可以塑出它的源来。话说至此，想必诸家已了解笔者

对流派的看法了，当然我们并非都想纳入秦筝的范畴，但秦筝的文化艺术底蕴，

乃无处不在、无处不呈现的。

秦筝陕西流派从启蒙至今也就半个世纪，20 世纪五十年代之前这片地域上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筝，称为绝响。之后在陕西寻根问路的过程中出现了榆林筝之

说，曹正先生当年说：“这是秦筝的余续。”后来又有筝人对此持不同观点，但仍

需得到许多专家的考证。筝在其 2500 多年的历史中形成的秦筝文化现象在历代

史册上都有记载，研究筝史、筝艺、筝文化，关心筝的发展应是全体筝人的共同

事业。

2、筝派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陕西筝乐大放异彩，突飞猛进、秦军崛起，

一时间叫秦筝音乐、陕西筝曲、秦派古筝、陕西秦筝流派、秦筝陕西流派、陕西

筝派等，多不胜数。陕西的弹筝人顺应历史，开创筝艺新篇章，一致认为给筝以

新的定义，叫陕西筝派更为科学。一是区别于山东筝派、河南筝派、浙江筝派等

其他筝派而言；二是赋予它新的历史使命，这也是陕西筝人文化心态的开放。筝

不但要在陕西发扬光大，还要不断的接收、吸取各家各派之长。从筝曲的创作上、

立意上以新的面貌展示给社会，这就是笔者对流派、筝派称谓的学习认知过程。

六、筝学院派与陕西筝派的关系

关于筝学院派的提法，筝派教育家曹正先生 50 年前曾经说过：“筝登上大雅

之堂（指古筝专业教学进入音乐学院），就有了筝学院派。”曹先生对筝学院派的

提法可以这样解读：筝开始作为民族文化艺术，从民间跃入音乐院校，成为专业

教学，是对筝乐器自身的提升，是对千百年筝文化艺术的肯定。这一学科的发展

完善必定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但它开始走向正规、走向专业知识的方向。笔

者对筝学院派的理解是：它是建立在专业理论学科的基础上逐渐产生的，对于专

业学科的发展建设形成一整套建设理念、专业理论建树、立意、美学、演奏学等

等，并对于本学科的研究方向起主导作用的力量。

说到陕西筝派与筝学院派的关系，笔者认为：陕西筝派作为一种本土文化的

风格特色现象，直接影响着我院筝专业学科的教学，它使这一专业学科的发展基

础直接依附在陕西本土文化背景之上，形成与其它地域的筝专业学科教学的不

同，这种派系力量一直起着主导作用。而筝学院派却是研究本专业学科在科研、

理论、实践、教学四个主要方面的教学目的、方向，并在这一专业学科里提出科

学的专业理论、学术主张，并指导学科本身的发展与创新。

陕西筝派、筝学院派两者相辅相成，一直推动我院的筝专业学科发展。只有

建立好陕西筝派，这一学科发展才有特色，只有抓住本学科的科研理论、教学实

践、科技创新，筝学院派的理论主张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

陕西筝派历经半个世纪的创建发展，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的梯队结构，尽

管比起其他筝派还比较早熟，但定会慢慢成熟起来，如今的它已经是茫茫九派中

的一位名副其实的年轻筝派并拥有一批立志于为继承秦筝艺术事业而奋斗的弹

筝人，他们一定在这片辽阔的艺术天地中默默耕耘，“仁智之器”必将在耕耘者

心中得到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