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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道本源

—纪念陕西秦筝学会成立暨《秦筝》创刊 30周年

周延甲

1983 年 6 月 28 日经陕西省音乐家协会审批，以西安音乐学院为基地，由音

院筝专业师生和历届校友共同努力成立了西安秦筝学会（陕西秦筝学会前身）。

陕西省委宣传部、省音协、省戏曲研究院、省艺术研究所、四川和西安音院等单

位有关领导和群众，以及知名音乐家及特邀嘉宾参加了会议（图一）。这是改革

开放后新形势下陕西筝界一件大事；在筝的故乡成立群众性社会团体，更有着深

远的意义。

中国音乐

学 院 古 筝 教

授、北京古筝

研究会会长曹

正先生应邀来

陕，祝贺“学

会”的成立（图

2）。兴奋至极，

题赠“筝道本

源”四个大字

（图 3）。

还有他编

撰的《古筝书谱序·跋集》，发给与会

者人手一册（图 4）。从中可看到筝、秦

筝、古筝称谓的始末。

曹正先生是中国古筝教育事业的

奠基人，是中国第一位筝教师、新中国

第一位筝教授、硕士生导师。他说的“筝

道本源”给人以启迪、以激励。可是 30

年来，因史料缺憾、还有许多传说推测

而令人困惑。尤其近些年来，有人说春

秋战国时期流行秦国的筝，史籍上说的只是个名子，而实物在越国（即今浙江绍

兴①、江苏吴县②、江西贵溪崖）考古中发现了。这样，史称秦筝之说就要否定

了？流行超市的《中国文化未解之谜》（《中国画报出版社》）直接提出“古筝从

何而来”?诸如古筝有多古？与瓮缶击乐匹配演奏“真秦之声”的竹筝是怎么回

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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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事？秦筝是源还是流？史书上有秦蒙恬造筝，还有秦人分瑟为筝，说明了什么？

道与器的传统观念在筝上有哪些表现？

在新的时期，人们思想观念多元、多变、多样是必然的。作为业内人士，既

不敢置若罔闻，更不能数典忘祖。下面仅就自己学习札记，略述如下，以求辨析

真象释然。

古筝有多古？

首先全面理解《史记》中谈到筝的前后两段

话。

历史文献中最早谈到筝的就是司马迁《史记·

李斯列传》。背景是公元前 237 年战国年代，秦始

皇下了《逐客令》，要把不是秦国人都赶走。身为

丞相的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便写了《谏逐客书》，

其中列举了不少不是秦人却为秦国工作

使秦国富强的人和事；摆出了原本是地

地道道本国的“土特产”“真秦之声”，

被各诸侯国 “进口货”的昭虞雅乐所代

替了的事实：

“击瓮叩缶，弹筝搏髀，歌呼呜呜，

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

《桑间》、《昭》、《虞》、《武》、《象》者，

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

《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

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

两段话的意思很清楚，敲着瓮、打着缶、弹着筝、拍着大腿、嘴里

唱着，好看好听，是真正的秦人秦声；那郑卫之音，桑濮之流，声色生

焉，昭虞雅乐，武象古乐，统统是外国音乐。今日抛弃了瓮和缶而听郑

卫之音，辞退弹筝而吸取古雅音乐，这是为什么？只要快活好看便是了。

前一段话肯定了地地道道的真秦之声，后一段话说明了被异国之乐代替了的秦国

现实。

那末，“退弹筝”是否是从秦始皇时代开始的？肯定不是。由李斯在《谏逐

客书》里谈到“不产于秦”的名相客卿，他们使秦国富强、珠宝美玉充斥了后宫，

很早就有了。秦穆公时代已是春秋五霸之一。那末“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

筝而取昭虞”也应该早在这个年代。否则就不能与霸主国的地位名声相适应。

成书于前 239 年 的《吕氏春秋》，这是先秦杂家的代表作，吕氏门客中，人

才济济，书中谈到那么多乐器，就是没有筝。在秦人国都著书立说，只字不提“真

秦之声”，足见瓮、缶、筝消失年代的久远。

由是观之，李斯在公元前 237 年谈到的筝，那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事实

上，在公元前 475—前 221 年前的战国时代没有发现弹筝的史料。

（2）再看看春秋年代（-770 年—— -476 年）吧。

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上记载着这样的事。春秋时期吴国公子季札到鲁

国访问，请求观赏周朝的音乐和舞蹈，鲁国人让乐工为他演唱了《周南》、《召南》

等各国民歌。季札听后，都进行了赞许和点评。乐工又为季札歌《秦风》，他说：

“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意思是这乐歌就叫做正

声。能作正声，自然会宏大，宏大到了极点的，大概是周室故地的乐歌吧!”《律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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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臆说》（清·徐养源撰）载，“季札闻歌秦曰，‘此之谓夏声’，盖犹有文、武、

成、康之遗风焉”。“公元前 544 年，季札出使鲁国，在欣赏周代的传统音乐诗歌

时，加以分析，借此说明周朝和诸侯的盛衰大势”（辞源 1742 页）。事实上，自

公元前 770 年帮周平王东迁雒邑的秦人由西陲（今甘肃天水一带）进入陕西这个

西周故地后，一切便向周余民学习，从农耕到文化，改变了过去秦人无文字、无

典籍的历史。季札听到的《秦风》，已不是瓮、缶、筝合奏的“真秦之声”,而是

西周故地流行的乐歌，即李斯说的“异国之乐”。

在《诗经·国风·秦风》里，反映了秦人弹瑟鼓簧的实况。

“阪有漆，隰有栗， ——高坡上，长漆树，洼地里，栗可数。

既见君子，并坐鼓瑟。 ——我看见了那人儿，并排坐着弹琴瑟。

今者不乐，逝者其耋。 ——现在呀，不行乐，转眼间，七老八十发如雪。

“阪有桑，隰有杨， ——高坡上，一片桑，洼地里，有绿杨。

既见君子，并坐鼓簧。 ——我看见了那人儿，并排坐着吹笙簧。

今者不乐，逝者其亡。” ——现在呀，不行乐，转眼间，死亡来临空悲伤。

（金启华:《诗经全译》）

秦地的民歌反映了秦地风貌，人们生活在农耕种植业的秦川，秦人鼓瑟鼓簧,

享受快乐，以尽天年。

鉴于上述史证，说明筝在春秋战国时期秦人已“退弹筝”而“鼓瑟”了。至

于有人说的浙江绍兴 306 墓出土了铜铸模型，其中一件颇似后世的“木制筝”(图

五)，或战国初期，或春秋前期，比史籍所载的秦筝要早。从“发掘简报”图示

看，不知后世在哪个朝代有过把肘子依附于筝首（尾）弹奏的筝？还有江西贵溪

崖出土了“公元前 500 年的古筝”，都比李斯说的筝还要早。这种用比疏的方法，

不知要说明什么？益在何处。因为李斯说的筝那是秦人在西陲年代还没有参照瑟

形改革的“鼓弦竹身乐也”（《说文》），即五弦竹制筝。

（3）秦人在西垂（今甘肃天水一带）时期弹秦声的弦乐器——竹制五弦筝。

1)从瓮和缶看筝的年代。《史记》中说，构成“真秦之声”的有瓮、缶、 筝，

加上歌唱，这是民间音乐初创和传承的一般规律，有打节奏的瓮缶，有伴歌呼呜

呜的筝。琴、瑟、筑、筝最初都是五弦，但与土制乐器合奏的史书记载的只有筝。

要知道筝有多古，不妨先探寻与筝相伴的瓮和缶乐器的历史。

中国的“八音”中，土制乐器肯定是最早的，即陶制品皿或乐器，既能为生

活所用又能击叩节歌作乐器用。击瓮，仅秦声中有，叩缶，《风俗通》中说，“秦

人鼓之以节歌”。“古者西戎用缶以为乐，党项国亦击缶焉。”（陈旸《乐书·胡缶》）

从社会发展规律看，土制乐器的历史肯定比较久远。晋·陈氏的《筝赋》曰；“后

夔创制，子野考成”。即筝“是有虞氏夔创造的，后来又经子野考成。”（焦文彬

《秦筝史话》1）夔是尭舜的乐官。这样的话，可能在周代或更早的新石器时代，

就有筝了。缶是秦人代表性击乐，在春秋年代的澠池之会上，发生过赵王鼓瑟、

秦王击缶的故事。既然筝与瓮、缶匹配伴奏呜呜歌形成真秦之声，那么筝又是怎

样的乐器？

2）先从筝的命名说起。乐器的命名，必然是其音响、构造、操法或某一特

征的说明。筝就是用竹子弹出“zheng”声音的真实反映。原始时期，有一首民

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说明古代人们用竹制的弓，发出泥丸以

追打动物”（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纲》）。在李景生《汉字与上古文化》中也

说，“远古时，先民们……创造了诸多战胜自然的方法和器具。弓箭便是人类发

明的以石、骨和木、竹质创制的复合狩猎工具。”箭和弓最早都是竹制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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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短薄厚的竹子做的弓子发出不同音高 zheng 的声音。按照“凡天下万物之声，

莫出于此五音”（《琴史·释弦》宋·朱长文撰）和人们自然欣赏音乐的习惯，进

一步把弓子编排起来或者把体积较粗的竹子纵剖成两半，上面施五弦，就成了最

初的五弦筝了。试看中国乐器编磬、编钟、排箫都是受单一物体自然音响的灵感

触动而得名，然后把单一的一个一个根据音高需要组成五声或七声而形成乐器

的，筝也必然循此规律而形成初版的五弦筝。可见，五弦筝，无疑是竹制的。《释

名》与《说文解字》都说“筝，施弦高急，筝筝然也”，“鼓弦竹声乐也。从竹筝

声”。由篆字筝上形下声结构可看出竹制筝、用爪弹、而且是右手的整体示意。

一弦一柱一音。其筝柱是弹丸或箭作用的演变。这种乐器原始而简陋，“无要妙

之音，变羽之转”，与瓮缶敲奏的音乐一块伴奏的“呜呜歌”，称作“真秦之声”。

这种相对宫廷的“钟磬之乐”只能是民间音（俗）乐。

总上所述，筝的历史不应从秦人进入陕西后的春秋战国算起，而应从“真秦

之声”筝的始创年代算起。这样，筝的历史应是三千多年了，或更早的新石器时

代就有筝了。

（二）赢氏部族的命运与族性

《史记》说明，筝是“真秦之声”中唯一弦乐器，与瓮缶土制乐器一起伴奏

“呜呜歌”快娱耳目，是地地道道的秦地音乐。那么，筝与秦人是什么关系？秦

人是什么部族，原居何处？有什么原因和条件始创了自我表现的筝？

溯本求源，这要从秦人的历史说起。

（1）叛夏归商，以贵族奴隶主身份为商保边陲。

《史记》上说，秦人“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黄帝的后代伯益，帮大

禹治水，功绩卓著，受到舜的嘉奖。伯益又“佐舜训畜”，得到舜的信任，舜便

睗姓赢。舜将帝位禅让给禹。“禹死后，本应推举东夷的伯益担任联盟领袖，但

禹的儿子启恃其父治水之功并慿借暴力（破坏了禅让帝制的传统）夺取了联盟领

袖的职位”(李纯一：《先秦音乐史》9页)国号夏。伯益因反对启“家天下”被

启杀掉，赢族从此与夏结怨。后来伯益的臣民，叛夏归商，为商效力。传说商和

赢族的祖先图腾又都是玄鸟或燕。夏代传到桀时被商汤灭亡。在商代，赢族得到

重用，或是贵族或是奴隶主。为保商的天下，奔赴西部，“在西戎，保西陲”（《史

记》）这是一批由中原 迁居到少数民族居住的甘肃省天水一带的赢姓部族。这是

商初的事。到了商末，纣王无道，周武王灭商，赢姓的蜚廉、恶来，助纣为虐，

均被武王杀掉。

（2）参予武庚叛乱，以商族遗民、周人罪臣身份流放西陲。

周初，成王年少，周公摄政，纣王儿子武庚与管叔鲜蔡叔度谋反，赢族也参加了，

后被周公平息。赢姓部族作为周人罪臣，被流放到甘肃天水一带关山以西地区的

渭河和西汉水上游，以便让声势浩大的西戎，挤压并消灭这些曾于周人为敌的殷

商遗民。（王若冰：《寻找大秦帝国》121 页）

由商到周，改朝换代，赢姓部族在西垂要生存下去，一面与聚散无常、彪悍

凶猛的戎族战斗，一面还要尽忠周室，驾车养马，永不向厄运低头。长期的斗争

实战，逐渐取悦周王室并被收用和撑腰，先后被封为附庸、大夫，最后得到甘肃

秦亭的封地，“邑之秦”。赢秦之名自此始。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东迁雒邑，赢

秦襄公护驾有功，又被封为诸侯，并进入西周的故地陕西。秦人在西陲时，处在

百余个犬戎部族包围之中，这些尚处于游牧时期的少数民族，居无定所，凶猛异

常。尤其山川丘陵，沟壑不平的自然条件，马匹既是交通工具，更是战斗胜负的

重要因素。而养马正是秦人的传统特长，秦人骑马，又善射箭，如虎添翼，猎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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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百战不殆。神话传说时代善射箭的后羿（又称夷羿），就是东夷族的首领。

屈原的《楚辞•国殇》说“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说明秦人的弓，

材貭精良，世代相传，神州著称。

秦人在西陲居住示意图

王朝的更迭，秦之先人伯益从功臣受奖到反启被杀，秦人面临奴隶和贵族命

运的生死考验，挣扎在与野蛮犬戎搏斗的生死线上，养成了老秦赳赳，决胜苦难，

慷慨悲壮，哀而不伤的可贵性格。穷恶条件下，还要击瓮叩缶又弹筝，搏髀高唱

呜呜歌。今者不乐逝者亡，图个快活秦之声。王曾翼（清•乾隆）《甘州府志》上

说“乐操土风，而以占德，拊缶弹筝，本秦声也。西陲最尚。”（焦文彬：《秦筝

史话》26 页）正是秦人当年的写照。

（三）古代西北气候和竹林生长情况

古之赢姓部族在西陲的自然环境中，以非常的智慧始创了筝。从《说文解字》

中可知，筝是形声字，从竹、争声。“筝”字，上形下声，上边是竹，是这个乐

器的制体，下边的“争”是发出的声音。那么竹子就是创制筝的先决材料。可是

在那个时代，西北有没有竹林？西北黄土高原的气候怎样？

①气候和竹林。“仰韶温暖时期是我国全新世气候最暖时期，距今 8000—

3000 年之间，西北地区年平均气温较现代高 2——3度。正月的平均温度比现在

高 3—5度。在黄河中有大片竹林”，“甘肃天水渭河支流籍河北岸的师赵新石器

时代古文化遗址中 有竹鼠遗骨。竹鼠生活在渭水上游。表明当时生长着茂密的

竹林，供竹鼠生活。竹鼠是穴居性小型齝齿动物，主要以竹笋、竹根或竹林下其

他草木植物为食。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黄河流域有大面积竹林。

②在夏、商、周先秦时期，“西北地区气候较现在温暖，适应于竹类的生长”。

周初，在镐京，当时官方文字先铭于青铜，后写于竹简。中国的许多方块文字，

在那时已形成。如衣服、帽子、器皿、书籍、运动资料、建筑部分以及乐器等名

称都以“竹”为头。表示这些东西最初都是用竹做成的。

（以上两段转摘自樊宝森《历史学·先秦时期的森林资源与生态环境》2008 年



中国古筝商城-古筝网 www.guzhengw.cn

第 3期）

③《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太史公为那些

富商巨贾作传时说到要利用了大自然的丰富物产。谈道齐鲁的千亩蚕桑大麻；渭

河平川的千亩竹林。

④《诗·秦风·小戎》中云“交韔二弓，竹闭绲縢”。表现了妇人怀念征夫

时住在西戎木板屋的情景。在忆及军容之盛时是，则把两张弓交错放在弓袋中，

竹闭保护着，然后捆紧它。说明了渭河与千河上游（今天水陇县一带）有竹林方

便使用。屈原《楚辞·招魂》中说“秦篝齐缕，郑绵络些。”说明古代招魂时，

放被招者衣服的竹笼就是产于秦地。

⑤如今大熊猫分布范围仅限于中国的秦岭南坡、岷山、邛崃山┉只能生活在

竹子可以生长的海拔 1200—3400 米之间。根据 2000—2001 年开展的第三次大熊

猫调查，秦岭大熊猫的数量（不包括 1.5 岁以下的幼体）有 273 只。在秦岭山区，

除黑白色大熊猫外，还发现过棕色、白色大熊猫。（摘自《熊猫》网）

（四）秦筝是源不是流

任何事或物的起源总是简易的、初级的、原始的。

有着骑射传统的赢秦部族，创造了竹制的筝，与瓮缶土制乐器演奏了“真秦

之声”。筝弹秦声始名，秦声秦筝一体。“挟秦筝而弹徵”（《胡刻宋文选》李善注）

就是这样来的。秦筝年代久远，秦筝形制简陋，秦筝与瓮缶相伴演奏。筝，是这

个乐器形制和发音音质的说明。秦筝，是筝这个乐器的原生态。如西洋铜管乐圆

号，形体是它的名字；虽然最早没有后来这样科学完备，但起源是法国所以也叫

法国号。中乐京胡是因为拉京腔伴奏京戏而生成并得名，在榆林小曲中虽然也用，

但是仍然叫京胡（王青：《秦筝文谱·榆林古筝的历史传说》）。

（1）.秦筝与建都秦地的朝代和文人墨客无关

有人说③，秦筝与建都秦地的朝代有关，加上文人墨客不绝于耳的溢美之词

所致。这是低估了秦筝的生命力，也不理解诗词筝人钟情秦筝的心神情怀。下面

试录部分诗词佳句以说明。

“齐倡发东舞，秦筝奏西音”（曹丕《善哉行》）

“秦筝发西音，齐瑟扬东讴”（曹植《赠丁仪》）

“晋野悚而投琴，况齐瑟与秦筝。”（潘岳《笙赋》）

“秦筝齐瑟燕赵女，一朝得意心相许。”（沈约《四时白苧歌五首》之五）

“秦筝吐绝调，玉柱扬清曲。”（沈约《咏筝诗》）

“秦筝发徽，二八迭秦。”（吴质《与曹植书》）

“雕屏匼匝组帐舒，秦筝赵瑟挟笙竽。”（鲍照《白苧歌》）

“汝不闻秦筝声最苦，五色缠弦十三柱。”（岑参《秦筝歌》）

“何物使之然，羌笛与秦筝。”（白居易《废琴诗》）

“春风十二街，轩骑不暂停。奔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

（白居易《邓魴张彻落第诗》）

“抽弦促柱听秦筝；无限秦人悲怨声。”（柳仲庸《听筝》）

“小妇南山下，击缶和秦筝；群宾莫有戏，灯来告绝缨”。

（李德林《相逢狭路间》）

（以上录自焦文彬《秦筝史话》14——15 页）

“夜入琼楼饮，金樽满绣楹，燕姬陈屡舞，楚女鸣秦筝。（元·余阙）

“娇弦细语发砑罗，臂动玉钏鸣相合”。（明·高启《秦筝曲》）

“时节清明寒暖半，秦筝欲嫉歌珠贯。”（赵彦端《蝶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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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池塘，闲院落，薄薄见山影。杨柳风来，吹澈醉魂醒。有时低按秦筝，

高歌水调，落花外，纷纷入境。”（吴泳《祝英台》）

“秦筝倦理梁尘暗，惆怅燕子楼空。”（陈允平《塞翁吟》）

“虚室有秦筝，筝新月复清。”（王湾《观掐筝》）

“端居正无绪，那复发秦筝。纤指传新意，繁弦起怨情。”（张九龄《听筝》）

“弱袂萦春，修蛾写怨，秦筝宝珠频移雁。”（晏殊《踏莎行》）

以上部分诗词佳句，文人墨客是否都写于王朝的首都？魏晋以降仍惯称秦筝

又是为何？

实际上，文人墨客写筝抒情，有多种称谓。如鸣筝、钿筝、银筝、清筝、哀

筝、锦筝、横筝、故筝、宝筝、瑶筝等等，这是从乐器的装饰、乐器的整体效果、

乐器的奏法、音乐的感染力等方面切近的。从没有以地方命名的。以地区称流派

那是建国后的事。如果把历史上的秦筝与建国后的流派混为一谈是不符合历史实

际的。历代称秦筝是因为 “秦”曾代表了中国。秦统一中国后，西域的人就把

中国人叫秦人。CHINA 就是秦的音译（林剑鸣：《秦史稿》51 页）；赢秦部族最

早始创了筝弹奏“真秦之声”；经改良后，表现力大为丰富，由俗变雅，由民间

进入宫廷。历史证明，瑟一度代替了筝，筝最后又取代了瑟。

（2）秦筝的传播和流派

随着时代的变迁，筝先后传播到神州大地和域外邻邦。因州异国殊，久而久

之，便形成不同的风韵和技艺。在传承中，显露出众多的流派。建国后，1961

年的全国《古筝教材编选座谈会辑要》上明确提出“注意吸收各家各派不同风格

的优秀曲目”。（《秦筝》2006.1）从与会者掌握的丰富的民间乐曲中选出二百多

首作为全国音乐艺术院校古筝专业学生的必修和选修参考曲目。此后，就有了河

南、山东、客家、潮州、陕西、浙江等流派的称谓。秦筝虽然仅在陕北榆林城内

保存了“秦筝的余绪”，但西安音乐学院开设了古筝专业后，师生们挖掘、整理、

寻访、编创，从理论研究到筝乐创作，从专业教学到普及教育，使频临绝响的秦

筝又回到自己的故乡，实现了“秦筝归秦”。因为流派是相对而言的，是建国后

教材会议上共识提出来的。这时的秦筝，就是与别的流派相对的陕西筝。浙派传

人王巽之先贤说，“各派在演奏上除左手的吟、按、滑等指法外，在右手大指的

弹奏上也有许多区别。表现的乐曲，陕西派多抒情，河南派的特点是活跃欢快，

山东派刚劲有力，浙江、广东派多优美婉转……”（《文汇报》1962.3.15.），著

名音乐家李焕之说，“秦声音律美，别是一家声”，因为秦筝风韵独特。音乐评论

家肖兴华说，“陕西派多为抒情性的歌唱”。（《音乐生活·筝的今昔》）他主编的

《中国筝曲曲谱集》选入陕西传统筝曲 20 多首。前西安音乐学院院长刘恒之说，

“秦筝流派我认为是形成了的，筝出于秦，而现在比起山东、河南、广东的筝派

来，秦筝反而年青的多了。这也好，可以让更多的后来者大做文章。”陕西流派，

正是秦筝弹秦声建国后盛世的表现。秦筝虽然一度绝响，但秦声却绵亘流传。陕

西有了音乐学院开设了筝专业，让学生把当年从陕西传往异地的筝艺学回来弹秦

声，这正是一种“文化回归”现象。我国现代音乐学奠基人王光祈说“一定的文

化或事物向外扩散过程中，周围得到繁荣和发展，而原地有时反而倒绝迹了”。

建国前，秦筝正是这样。异地他乡的流派都是伴奏本地民间曲艺音乐而形成的。

在陕西，秦筝奏西音、弹秦声、歌秦风，史实鉴证，屡见不鲜。以《姜女泪》（又

名《长城调》）筝曲为例，此曲早在唐代就有端底。著名民俗学家顾颉刚在《孟

姜女故事研究集·筝调说长城苦》（上海古籍出版社 290 页）中说，“似当时筝调

亦有以‘哭长城’为牌者”。迷胡音乐中的《哭长城》正是久已流传陕甘的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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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筝再弹，绝妙地表现了唐诗人张祜《听筝》的感受情怀:“分明似说长城苦，

水咽云寒一夜风”。

曹正教授概括众多不同风韵技艺的筝为“茫茫九派流中国”。我们要尊重教

材会议上的提法。如果以鲁筝、浙筝、豫筝、客家筝、潮州筝以及高丽筝、蒙古

筝等称谓以比附秦筝，不但毫无意义，还有混淆概念之嫌。如果把上面说的地区

筝看成是同一时段在不同地区起源，那么筝这个乐器就非一源而是多源了。这种

说法更是怪异。因为既是乐器必然有专用名词，不能像某种农产品，因地理条件

人文语言的差异而有不同叫法。秦筝是源不是流，秦筝是筝的专用名词，《辞海》

上有“秦筝”专门词条。历史上有赵瑟、齐瑟、楚瑟，而秦筝别无贰称。不管何

方人氏弹，弹的都是秦筝。从以上古诗词可知，弹筝的人，不会都是秦地秦人吧，

不会都是一朝一代吧。曹正教授尊崇“秦筝正统”，意思是“秦筝涵盖着炎黄文

化，华夏韵律，真秦之声，太古元音”（陈安华：《秦筝正统—岭南筝派渊源》《秦

筝》2009.2,。）“岭南地区的潮筝和客家筝是茫茫九派中的两支劲旅，是秦筝文

化的支脉。”先贤古筝名宿郭鹰，传谱《寒鸦戏水》等潮州筝乐，曾给梅兰芳、

石人望和印度总理尼赫鲁等外宾演出。郭鹰的别号就是“秦筝馆主”（《秦筝》

1996.1，）陕西省艺术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李世斌，（陕西秦筝学会副会长）去潮

州参观采访，见到一本《秦筝曲谱》高兴之至，他翻开一看，不是秦声，而是潮

州筝曲。

今人不叫秦筝叫古筝，是从上世纪 30 年代的《拟筝谱·序》（梁在平）始有

的（曹正编撰《古筝书谱序·跋集》），“古”只说明这个乐器的历史古老，而不

是乐器本身。遵从国人习惯，“约定俗成’,顺其自然，叫筝、叫秦筝、叫古筝，

名实有据，皆大欢喜。

（3）不理解的传说推测

任何事或物的发生和形成，不同时空的人们总会有传闻。囿于多种条件的差

异和时代的推移,不免有悖于实际而出入不一。秦筝的始创就有：

1）蒙恬造筝说：在东汉末年应劭的《风俗通义》中说“筝，谨按礼乐记……

或曰秦蒙恬所造。”在《隋书·音乐下》载：“筝，十三弦，所谓秦声，蒙恬所作

也。”在近代的工具辞书中就都传印了这种说 法。在“秦筝”的辞条中说，“相

传秦蒙恬改制，故名”以及“传为蒙恬所造”，“或由秦蒙恬所造”等。学习《史

记·蒙恬列传》就知道，司马迁并未说蒙恬造筝的事，况且在《李斯列传》中明

确说，筝早已被秦人退弃不用了。蒙恬与李斯是秦始皇同时代的武将文臣，如果

蒙恬造筝，李斯岂能不知？到了西晋年间，陕西耀县的文学家、音律学家傅玄说，

筝“乃仁智之器，岂蒙恬亡国之臣能关思运巧？”否定了蒙恬造筝一事。

2）分瑟为筝说：唐代趙璘的《因话录》中说，“秦人鼓瑟，兄弟争之，又破

为二，筝之名自此始。”（《中国乐器介绍》38 页）南宋曾三异的《因话录》：“黄

帝破古瑟，五十弦为二十五弦；秦人鼓瑟，兄弟争之，又破为两，筝之名自此始。”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 57 页）。《乐道类集》 第二卷有“秦女姊妹争瑟，

引破终为两片。其一片十三弦为姊分，其一片十二弦为妹分，秦皇奇之，立号为

筝。或云：秦有綩无义者，以一瑟传二女，二女争引破，终为二器，故号筝。”

（《音乐辞典》王沛纶编 304 页、《中国音乐史》田边尚雄著 180 页）。《潮州三弦、

琵琶、筝谱》（一）……筝之发源始于秦代。时有兄弟二人，承先人遗下大瑟一架，

兄弟分爨，争之，破而为二。大瑟原为二十五，长得十三，次得十二，遂成不顾

之器。后秦始皇名将蒙恬率兵三十万督造万里长城，始将破瑟改名曰筝，分为搊

筝弹筝，并添至十六弦。迨秦始皇崩，赵高立秦二世，蒙恬因此自杀，后学者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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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秦筝也。（见《古筝书谱序·跋集》）

“分瑟为筝”肯定是没有的事，但寓意是明确的。既肯定筝是秦人改制的，

又带着偏见贬损了秦人。

《盐铁论》（西汉·桓寛）一书，道出了古代音乐发展概况。“古者，土鼓凷

枹，击木拊石，以尽其欢。及其后，卿大夫有管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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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富者钟鼓五乐，歌儿数

曹，中者鸣竽调瑟，郑舞赵讴。”音乐（乐器）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追求时尚。

当年“无要妙之音”的“弹筝鼓缶”，当然就要被“鸣竽调瑟”取代了。即后来

“弹筝”变“调瑟”的社会状况。由弹筝变调瑟，是秦人进入西周故地后表现自

己、抒发秦声的主要手段。“ 分瑟为筝”之说是千百年来贬损秦人历史价值、刻

意扭曲事实真象反映在音乐领域之一斑。秦人仰慕西周文明，从五霸到七雄，创

造了统一中国的奇蹟。秦筝本是秦人在西陲始创的五弦竹筝，“无要妙之音”。东

周年间进入今陕西后，就弹起了弦多音多的瑟。弹什麽，当然离不开秦声。木制

的瑟，音域寛、共鸣好，秦人就学就模仿，在实践过程中，很有可能做了个施十

三弦或者十二弦的小瑟（在我国有些地方就把筝叫小瑟），一个瑟成了两个筝，

数字上就变成“分瑟为筝”了。其实这种说法，是在若干年后的唐代，正反映了

尊道、崇儒、礼佛的正统思潮。因史家一贯指斥“秦人不义”、“秦俗薄恶”。既

是集录遗闻轶事、时事掌故的《因话录》，说到秦筝，那就是秦人争瑟才有筝的。

到南宋，曾三异在笔记瑣谈之书的《因话录》中再次作了重复。

那末秦筝在唐诗宋词中（尤其唐代）有那么多脍炙人口的名段佳句，赵、曾

却毫不动情、不屑一顾。足见非秦成见之深了。

（五）道与器传统文化在筝上的体现。

筝乃仁智之器也。

人与自然，谐协合一。五度应生，构成乐音。辨其清浊而生宫商角徵羽，（参

见《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释弦》383 页）这应该是任何乐器由简陋到完善的必

然规律。秦筝的最初五弦五音宫（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五行，

到傅玄《筝赋》说的“筝者，上圆似天，下平似地，中空准六合。弦柱十二，拟

十二月。设之则四象在，鼓之则五音发，斯乃仁智之器……”（《中国古代音乐史

料辑要》第一辑 163 页）由五行到天地六合，十二四时，释意了五弦五音竹筝改

良为十二、三弦五音木制筝之道。贯穿了五常（信、义、仁、礼、智）五事（思、

言、貌、视、德），凡归为君、臣、民、事、物，“仁智之器”正是筝的精髓。

建国后，国家对民族音乐的重视，秦筝的普及与提高，呈现了空前的繁荣。

在筝发祥地的陕西，群众性的社团组织陕西秦筝学会的章程中明确规定，“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音乐文化，坚持筝乃“仁智之器”古训，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和中外文化交流做出应有的贡献”。在学会成立十周年庆典之际，举办了“仁智

之器”音乐专场以体现群众性弹筝爱筝的盛大场面，强调了对全民尤其青少年的

美育教育。在“学会”成立二十周年的《秦筝》会刊上，周延甲（会长）又以《筝

人道德自律准则》为题：强调“筝乃仁智之器，弹筝当行仁智。继承开拓创新，

重道敬师爱生。尊护知识权法，善待同仁同行。警戒拜金趋利，崇尚徳艺双馨。”

李世斌（副会长）撰文《仁智之器》小考，阐述傅玄的“仁智之器”，属“儒家

伦理思想体系”，“以形传神，以小见大，总括宇宙的世界观和审美观的典范。”

（《秦筝文谱》上册 171 页）。

“仁智之器”乃筝之道，从五弦竹制筝到十二、十六、二十一桐梓木制秦筝

之器（见焦文彬《秦筝史话》19 页）。亘古三千年，随着历史的变迁，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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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无要妙之音”为人们喜闻乐见，繁荣于神州海外，得益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切系于祖国的昭著强盛。2009 年祖国和西安音乐学院花甲华诞，举办了秦

筝陕西流派学术论坛暨周延甲作品音乐会，说明了一度频临绝响的秦筝，建国后

又回到自己的故乡—“秦筝归秦”（见《古筝迷胡曲集•• 前言》）。

秦筝事业的长期繁荣，关键是靠自身特性在前进的社会中展示。“阳春白雪”

“下里巴人”缺一不可，相辅以求，共进共荣。重视历史积淀厚重的中华传统秦

筝之道，力促秦筝最大程度的特性艺术化、赏用一体化。秦筝是陕西省的特征乐

器，在“天时、地利、人和”空前的大好新时代，秦筝行天下，将会呈现更大的

繁荣。

注：①（项阳：《考古彂现与秦筝说》1993 年中央音乐学报第四期）：“浙江绍兴

306 号墓出土┉一件颇似后世的筝形。┉比史籍所载的秦筝要早，┉贵溪崖出土

了两件十三弦乐器，黄成元将其称之为公元前 500 年的古筝”。

为了识别析辨，特节录《绍兴 306 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管理委

员会等）原件：“铜质房屋模型┉室内跪六人……。（左图）前排东一人面向西，

右手执槌┉，此人应是鼓师┉（中图）一人面向南，膝上置一长条形四弦琴，右

手执一小棍，左手抚弦，正在演奏。西一人面向南，身前亦横置四弦琴，琴首立

圆形小柱，尾部翘起，演奏者右肘依于琴尾，拇指微曲作弹拨状，左手五指张开，

正以小指抚弦。此二人应为琴师,(右图)说明略。

②（王子初、王芸《文物与音乐》）说道，江苏吴县出土了战国时期的筝。

2007 年笔者与苏州职院副教授刘燕等同行专程考察。听取当事人姚勤德副研究

员发掘介绍，认为“是琴不是筝”（参见下图）。详情见（《秦筝》2008 年第 1期）。

③同①文：“秦筝在唐代┈┈文人墨客溢美之词不绝于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