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筝商城-古筝网 www.guzhengw.cn

浅谈赵玉斋及其演奏的筝曲风格

董江华

摘要：赵玉斋是一位古筝演奏家、教育家，全国最有影响的山东筝派代表人物之一。在他多年

的演奏和教学生涯中创作和积累了丰富的教学和演奏经验。早在五十年代初期，他创作的古筝新曲

《庆丰年》，以大胆地革新创造，打破了传统筝单手演奏的单一手法，应用了以双手弹奏为特点的

演奏技巧，这一创新给山东筝曲音乐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变化。在他几十年不断地艺术实践中创作了

大量的优秀筝曲，编写了优秀的古筝教材，为山东筝的发展迎来了一个崭新的繁荣时期。赵玉斋的

古筝演奏技巧，在继承山东筝演奏技法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和创造，形成了自身的独特

风格。本文仅就赵玉斋的演艺生涯，及其筝曲演奏风格，从笔者自身的学习中，作一粗浅地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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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东筝的代表人物赵玉斋

（一）筝艺初期

赵玉斋（1923 年 2 月 2 日---1999 年 2 月 10 日）古筝演奏家、教育家1。出生于享有“书山戏

海，筝琴之乡”的山东郓城县。他是一位来自民间、植根民间的古筝艺术大师。

他从小就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八岁起开始向当地民间艺人学习山东琴书和扬琴、古筝、

坠琴，经常同他的父亲一道在村头弹拉说唱，村里人都称他们为“老少迷”。

1943 年，经石登岩介绍，他拜“丝弦之王”王殿玉为师学习擂琴、古筝，成为“东鲁雅乐社”

的一名学员。每星期他要往返两次、步行到八十公里外的县城去上课。白天要干农活，他就利用早

晚时间练琴，风雨不误，从不间断。王殿玉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提倡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每

天让学生早、中、晚练功八小时，如果时间不够，晚上不睡觉也要补上，即使一天演出三场也是如

此。严师出高徒，在这样的环境下，赵玉斋练就了一手扎实过硬的基本功。这期间他多次随“东鲁

雅乐社”到各地参加募损以救济灾民和扶持地方教育事业，还曾应邀到曲阜参加祭孔活动。他还跟

随王殿玉先后到过济南、天津、北京、徐州、南京、苏州、上海、武汉等大城市进行演出，增长了

见识，受到了锻炼。

（二）筝艺发展时期

在西南，他边演出边走访名家、艺人，学习南派筝的演奏技巧，欣赏丝竹乐曲，不断提高音乐

修养和技艺。

1950 年昆明解放后，赵玉斋是第一个组织西南区重庆技艺团的艺人，并担任擂琴、古筝演奏

员兼乐队队长。他由一个在旧社会被称作“下九流”的江湖艺人一跃成为受人尊敬的艺术家，在政

1阎俐，《中国古筝教程》，上海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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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从而在艺术领域里开辟了广阔的前程。同年 6月，他参加了西南地区第

一届戏剧音乐汇演，演奏了山东筝曲《高山流水》和擂琴乐曲《借东风》，获得了优秀节目奖；7

月，随西南演出团赴闪藏慰问解放军和当地少数民族受到了热烈欢迎。

1952 年初，赵玉斋和师傅王殿玉加入了天津曲世团。在那里，师徒二人共同研究提高技艺水

平。

1953 年 2 年初，在全国第一届音乐舞蹈汇演中，他们二人的擂琴演奏获得了优秀表演奖。

（三）筝艺成熟时期

1953 年秋，古筝演奏家曹正推荐赵玉斋到当时的东北音乐专科学校（沈阳音乐学院）任教，

任民乐系古筝擂琴教员。由于教学优秀，不久便晋升为讲师。

进入了中西音乐并存的音乐殿堂之后，在著名的音乐家李劫夫院长的指导和帮助下，赵玉斋视

野更为开阔了，他深入了解西洋音乐，吸收西洋音乐的精华，提高音乐理论素养。学习弹钢琴，他

发现钢琴的演奏原理与古筝很相象，便试着将钢琴的一些演奏方法应用于古筝中，不仅在节奏变化

上突破了原有的民间筝曲的程式，而且在高潮乐段中大胆地采用了钢琴的和音、和弦技法，充分发

挥了古筝的表现力。在学校组织的首场演奏中，他的筝曲演奏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受到了院领

导的表扬。为了搞好教学，他对古筝的演奏技巧作了进一步研究和提高，把过去老一辈那种口传心

授的二百多首筝谱，用简谱记录下来，整理出老八板十大套筝曲，谱写出三大套合奏总谱，还用工

尺谱新编了三十余首独奏曲，为我国建立了古筝音乐教材。

1955 年，赵玉斋随学校到辽宁南部下乡慰问演出、体验生活。农民忘我的劳动热情和冲天的

干劲，以及丰收后欢天喜地的心情，深深地感染了他，激情之中，他的著名筝曲《庆丰年》2诞生

了。在这首乐曲中，演奏呈现崭新的技法，首次运用了双手弹筝，充分展示了人们锣鼓齐鸣、载歌

载舞、欢庆丰收的热市场面，这首筝曲达到了空前的艺术效果。

（四）筝艺辉煌时期

1956 年 8 月，赵玉斋作为辽宁代表队员在全国第一届音乐周上演奏的《庆丰年》获得了巨大

的成功，并在南海受到毛主席和国家其他党政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在大会闭幕式上，全国音协主席

吕季在讲话中称《庆丰年》的创作是对民族音乐发展的一大贡献；音乐评论家李凌在《人民日报》

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古筝演奏革新者》的文章，对赵玉斋的艺术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庆丰年》

的诞生，为古筝演奏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首次创作的成功，更加激发了赵玉斋的工作热情。继《庆丰年》之后，他又创作了《公社好》、

2 《庆丰年》取材于山东传统的“老八板”音调，以山东套曲《小溪流水》的旋律为基础。吸收了民间锣鼓的节奏，赵玉斋在原曲

调的基础上拓宽了创作思路，极大地丰富了乐曲内容。在古筝的弹奏技巧上，赵玉斋大胆创新，使用了很多以前所没有使用过的全

新弹奏技巧，使左手同右手一样在筝马右侧进行复杂的弹奏，极大地强化了古筝的和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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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赞》、《新春》、《和平舞》、《十年大庆》等数十首乐曲，先后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

版社出版了《筝曲选集》和《古筝曲集》。在中央和省、市电台录制播放筝曲八十首优秀作品，为

中国唱片社灌制《高山流水》、《四段锦》、《大八板》、《风翔歌》、《庆丰年》、《公社好》等唱片，其

中，《庆丰年》和《新春》两首乐曲分别获得了国家和省内音乐作品一等奖。在擂琴专业上，除了

整理王殿玉口授的戏剧乐曲外，还创作改编了《忆昔》、《幸福歌》、《白毛女》、《洪湖水浪打浪》等

乐曲，在创作上充分展示了他的艺术才华。

1956 年春，赵玉斋随中国艺术团到捷克参加了第十一届“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周，演奏了

山东传统筝曲《汉宫秋月》、《高山流水》、《风翔歌》和他创作的《庆丰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布拉格音乐学院竖琴教授玛丽亚还将《庆丰年》移植到竖琴上，并将这首乐曲传授级 54 个国家的

学生。同年 10 月，他又随中国音乐家代表团访问了北欧四国，演奏了传统和创作筝曲近 20 首，所

到之处颇受欢迎。芬兰总统吉科宁和夫人还特观看了他的演出并给予了热情称赞。此时赵玉斋的演

奏技巧已达到炉火纯青的高度，他曾多次受到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接见和赞扬。

1962 年赵玉斋在山东济南举办了个人独奏音乐会专场。他在进行创作和演奏的同时，还非常

注重对音乐理论方面的研究。

赵玉斋一边教学一边演出的同时，还从事古筝的科学研究。1953 年至 1963 年之间，他对古筝

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原来的古筝只有 16 弦，音域太窄且不能转调，使得现代古筝乐曲创作受到

很大的束缚。1957 年，赵先生向沈阳音乐学院乐器厂提出加大筝体、增加琴弦的设想，于是第一

台 21 弦筝便诞生了，它是现代古筝的雏形。21 弦增加了古筝的表现能力，但在现代音乐演奏中，

其调式的单一性限制了它的发展，在赵玉斋的建议下，乐器厂又开始研制转调筝。经过努力，1959

年，终于研制出了全国第一台张力转调筝并在全国民族乐器改革大会上展出，受到了全国音乐界、

古筝演奏家和音乐爱好者的注目和欢迎。1963 年，在沈阳晚报上，他发表了《论筝的表演艺术》，

这是他在音乐理论上的第一次尝试，为他后期的理论他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66 年“文化大革命”中，赵玉斋被隔离审查，受到了残酷的迫害，直到 1978 年才得以平反，

然而，十年的非人待遇并没有夺走他投身于音乐艺术的热情，在恢复工作后，他又以更大的热情投

身到古筝音乐事业之中。

1979 年，他又创作了古筝乐曲《喜庆》，《难忘》和擂琴乐曲《忆伯苓》，并在当年“哈尔滨之

夏”代表辽宁演出了他的新作；1979 年 10 月参加全国第四届文代会、第三届音代会和中央音乐学

院主办的“老人音乐会”演出；1980 年 3 月，出席辽宁省文代会和音协辽宁分会，当选为辽宁文

代会委员和音协常务理事；1980 年 6 月，在沈阳音乐学院音乐厅举办了筝擂琴独奏音乐会，同时，

他演奏的《喜庆》、《难忘》也被辽宁电视台选送中央电视台在国庆节播放；1980 年夏，参加“沈

阳音乐周”，演出了四代同台、十四台古筝的群筝联奏，其形式新颖，气势宏大，受到了与人者的

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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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与演出的同时，赵玉斋更加深入地从事理论研究，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1979 年，在

山东菏泽地区《牡丹》杂志第三期上发表《筝学表演艺术概论》，在《乐府新声》上发表了《鲁筝

流派老八板的学术研究》；1985 年，在《人民音乐》第四期发表了《香港讲演会知音》，在《宋江

河》期刊上发表了《王殿玉老师的艺术生涯》，在《中国音乐》第三期发表了《怀念恩师王殿玉》。

进入 80 年代后，许多人士开始聘请他作评委、邀请他前去讲学。1983 年 9 月，他被邀请担任

全国青年民族器乐比赛评委，之后，应邀赴广州讲学演出；1984 年 9 月，受香港远东艺术学院的

邀请，到香港进行艺术交流。中文大学教授陈蕾士先生称他是名符其实的“中国筝王”。各大报纸、

电台纷纷报导他的精彩技艺，称他为“中国筝王、擂琴宗师”。邻近国家的一些古筝爱好者唯恐失

去机会也纷纷赶来听讲。他受到当时香港新华社社长的邀请出席了盛大晚会，与会者对他在港的演

出给予了高度的赞扬。香港之行打开了内地与香港的古筝艺术交流的大门，也是赵玉斋晚年最感光

荣的一件事。此后，香港到内地学习古筝、切磋技艺的人开始增多，古筝事业的发展日益壮大起来。

二、赵玉斋的筝曲演奏风格

（一）略看山东筝的历史渊源

赵玉斋是山东筝的杰出代表人物。我们要解析他的筝曲风格特征，首先必须对山东筝的历史渊

源作一些了解。

“山东筝”又称为“齐鲁筝”，源于菏泽地区的郓 (yun)、鄄（juan）二县。主要流传在鲁西

南的菏泽地区和鲁西的聊城地区,素有“郓鄄筝琴之乡”。

远在战国时期，筝就盛行于山东民间，成为群众喜爱的一件乐器。《战国策•齐策》中对筝的描写就

有：

“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筝”3

汉魏时期，诗人曹植初封东阿王（山东西部东阿县），后改封陈王。在他的《弃妇篇》中以：

“抚弦弹鸣筝，慷慨有余音，要妙悲且清，收泪长叹息。”4

来表达他那郁闷不得志的心情。南朝宋时，无神论思想家、天文学家何承天精通音律，并善弹

筝。宋书《何承天传》记有：

“……承天又能弹筝，上又赐银装筝一面。”5

可知何承天弹筝技艺高超，得到帝王的赏赐。元末明初的小说家施耐庵创作的，以宋代山东水

泊梁山的农民英雄为题材的《水浒传》里，也有在忠义堂菊花会上也有写照：

“马麟品箫，乐和唱曲、燕青弹筝、各取其乐”6。

明代兰陵（山东峄县）笑笑生创作的《金瓶梅词话》，在这部以山东富豪西门庆为主人公的文

3出自《战国策•齐策》
4出自《弃妇篇》
5出自《何承天传》
6出自《水浒传》第七十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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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名著中，就有几十处描写以琵琶、筝、弦子、月琴等乐器为唱曲伴奏的场面，以及当时流行的曲

目。如：

“……当下春梅，迎春和玉箫、兰香，一般儿四个家乐，琵琶、筝、弦子、月琴一 面弹唱起

来，唱了一套《南石榴花》……”7。

这种弹唱形式很可能跟山东说唱音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说明弹唱的曲目还是相当丰富的。其

中弹筝演唱的描写也很多。

从这些历代文学的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到，流传在山东地区的筝，一直是历代盛行不衰的。

近百年来，山东筝主要流传在山东鲁西南地区，特别是荷泽地区，以郓城和鄄城最盛。那里的

人们常常在农闲时节和赶庙会、逢年过节的时候演奏筝曲，欣赏娱乐。根据老艺人们的回忆，最早

传筝的师祖，是清末时期郓城与鄄城交界处黎同庄的黎邦荣老先生，他一边以教书为业，一边研究

古筝技艺。他的传人有三代，第一代有黎连俊、张念胜，第二代有传人樊西雨、张为台、张应易，

第三代有张为昭、黄怀德、赵玉斋、高自成等。这些筝艺名家把山东筝继承和发展并流传。他们继

承传统筝曲，充分发挥了筝演奏技术上的特长，广泛地吸收山东民间音乐为己所用，如，把山东琴

书音乐编为筝曲，把民间乐曲《八板》创作为筝的独奏曲，同时还演变成器乐重奏乐曲形式。

解放后，一些山东筝艺人被高等音乐院校聘请任教，赵玉斋先生也在其中。由于他的教学和演

奏影响面很大，促进了山东筝曲的传播，为山东筝在我国古筝流派中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

为山东筝派的代表性核心人物。

至上世纪五十年代, 中央音乐学院、沈阳音乐专科学校 (沈阳音乐学院)、西安音乐专科学校 (西

安音乐学院)、南京艺专(南京艺术学院) 及山东艺专(山东艺术学院) 都先后聘请了山东筝派的民

间艺人任教，培养出了大批学生。

（二）解析赵玉斋的筝曲及演奏

了解赵玉斋的筝曲风格，与山东筝的风格应该是并为一谈。谈到山东筝地方风格，首先要知道

形成这种地方风格的技术要素。从古筝音乐演奏来看，山东筝地方风格形成的技术要素通常表现是：

其一为装饰性的演奏手法，它的表现常常是在一个传统的曲调基础上，进行加花演奏和色彩性的加

花变奏等装饰运用。其二为大多数乐曲都以老八板为曲体结构，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大板曲”；其

三为特有的“节奏型”的运用，如《庆丰年》中它借鉴钢琴的和弦技巧，使得演奏令人耳目一新；

其四为特殊的“色彩音”的使用，其表现在传统中的按、揉、滑、颤运用的十分巧妙，以及特有的

大指小关节密摇。这些技术要素都充分体现山东筝曲音乐的风格。

赵玉斋的筝艺术，充分体现了山东筝音乐的风格特征，并以其丰富的曲目、刚劲内在的音乐气

质和朴素优美的抒情性在全国享有盛名。他演奏中的刚劲、优美、音韵浓郁的艺术特点,恰似赵玉

斋先生耿直、朴实的个性。他的筝曲繁茂如林，有的清秀细腻，如泣如诉；有的粗犷豪放如万马奔

7明代兰陵（山东峄县）笑笑生创作的《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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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有的抒发怀古之幽思；有的描写离情之别绪；有的寄情于花鸟鱼虫、高山流水，表达人们对幸

福生活的憧憬，对邪恶的鞭笞或对英难的讴歌，对秀丽山川的赞美，使人们听了兴趣盎然，耐人寻

味。

借用曹植的诗句:“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生动刻画出赵玉斋的筝曲风格。赵玉斋一生演

奏大量不同风格韵味的山东筝曲，笔者从以下三方面进行阐述。

1、古韵风格

赵玉斋的筝曲古韵风格，一般表现在比较古老的传统筝曲中，如《汉宫秋月》、《昭君怨》、《高

山流水》，这些乐曲历史悠久、内容深刻、音调典雅、结构严谨、节奏多为慢板。

《汉宫秋月》8是一首山东古典筝曲。主题旋律由民间乐曲《八板》变奏构成。原为“十八板

体”曲式结构(全曲分为八段，称八板。每段八拍，惟第五段多四拍，总计为六十八拍)。是著名的

传统慢板筝曲。乐曲音调缠绵哀怨，表达了在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的残酷统治下，连年混战，民不

聊生，生灵涂炭，尸遍旷野，被禁锢在深宫大院中的宫女们，思念家乡，怀念亲人，为他们担忧，

为他们祈祷，盼望能早日出宫与家人团聚。夜深人静，秋高气爽，明月高悬，宫女们以月当人，诉

说自己在宫中的悲惨遭遇．发泄对封建社会黑暗统治的不满。

赵玉斋在演奏这首乐曲时，带着真实感情进行弹奏，充分表现了乐曲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主题。

使各种技巧充分地为表现乐曲内容，恰到好处地运用颤按推揉技巧和砸扫技巧，音乐里的呈现，使

华丽的宫殿、豪奢的宫廷生活和人民的疾苦、宫女们的遭遇形成鲜明对照，表现出宫女们面对秋月

诉说苦衷的情境。

《汉宫秋月》谱本较多，弹法不一。赵玉斋既保持原曲的风格，又有很多创新，包括对曲谱的

正规化处理和砸扫弦等全新技巧的运用等等。他采用 G调定弦，第二十一弦定为倍倍低音 sol，第

一弦定为高音 sol。但出于记谱的方便，有的移高一个八度来记谱，定弦为倍低音 sol 至倍高音 sol。

全曲可分四个弹奏段落。第一乐段由十六小节构成，第二乐段由十小节构成，第三乐段由八小节构

成，第四乐段由四小节构成。第一乐段以“花”奏开始的旋律低沉幽静，在记谱上拍节虽然严格，

但赵玉斋弹奏起来却适当自由一些，他尽量把韵味弹足，一开始就要把宫女们思乡的心情表现出来。

第二乐段的弹奏，赵玉斋注重按滑弦的弹奏。上滑音的弹奏除了按照按弦下滑弦的弹奏要求处理外，

他还特别注重按音上滑音与下一个音的衔接。由于此按音上滑音的止音和下一个音的音高相同，所

以他更注重突出后一个音的个性，避免雷同。另外他在同度按音砸扫弦的弹奏上严格按砸扫弦的弹

奏要领弹奏，使提腕、翻掌、回掌、砸弦、扫弦成为一体，砸出按音的上滑音，扫出双弦同度和声

音。这是一种全新的弹奏方法，音乐效果特别突出，视觉形象特别鲜明。右手正反扣弦的八度双音，

结合左手在弱拍上的按揉，进一步呈示和巩固了主题乐思。第三乐段赵玉斋注重上滑音弹奏的时值，

使其发挥了作用。 以及接弦下滑弦、六连音、按颤弦的弹奏。着重运用“按、揉、点、花”和“吟、

8 谱列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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颤”手法，细腻地刻划出悲郁的愁绪，凄凉的音调犹如发自肺腑的哭泣；乐曲旋律多是大幅度的八

度跳进，时而有激昂的下行“花”音点缀，表现出宫女们愤慨情绪； 第四乐段的弹奏速度放慢，

大反复第二遍弹奏时，对此乐段进行低八度弹奏。适当增加滑音中过渡音的时值比例，以求获得一

种古朴凄凉的音乐效果。在第二遍弹奏时．为了增强戏剧性的效果，在滑弦之前适当缓腕，产生一

定的回滑音效果。回滑音的食指短促，音乐效果要鲜明。 乐曲最后稍快而有力地按颤八度双音及

随后的“花”音进行，使全曲发展到高潮；结尾旋律的不断下行和还原的速度，又回到充满忧思的

情感之中。

《昭君怨》9，又叫《美女思乡》也是一首传统筝曲，乐曲以西汉时期王昭君出嫁匈奴的故事

为题材，表现了身在塞外的王昭君对故乡和亲人深切怀念的情感。赵玉斋演奏特点表现是在整个乐

曲中多为低音区进行，速度稍慢，加上“压揉、点扣、吟滑”的手法，起到了缅怀深思地抒情效果。

特别是按压“角”音,使其升高小三度；压揉“商”音升高小三度至“清角”音，再回到原音的技

巧，更显现其哀怨、婉转的特色。另外，他还运用独特的连续揉滑及抹托五度和弦的传统手法，细

致地表达了王昭君思绪万千的内心世界，体现了山东筝的古韵特性。

《高山流水》10是“大板曲”的代表曲目之一。山东筝曲长于抒情，旋律则喜好抑扬起伏的进

行，多采用单一节奏型贯穿全曲的形式，规则对称。小板曲的风格比较平实亲切，大板曲的风格偏

于优美典雅，华丽清畅。赵玉斋演奏十分讲究右手大拇指的技巧，乐曲的旋律部分多依靠大拇指的

小关节灵活的“劈、托、摇、刮”而奏出，速度张弛自如，击弦刚劲坚实，左手滑音干净利落；另

外，利用“走指”技术以求音色的变化，用“邻弦回音”以加强力度，这些都是赵玉斋演奏山东筝

曲的技法特点。这些曲风与技术上的特点，他还讲究以右手轻弹为主，不太强调左手的“以韵补声”，

故而形成淡雅、含蓄、清丽、秀美的风格。在曲式结构上，采用的是套曲联缀的形式。他与其它筝

派的同名曲相比，不管是形式还是风格意趣，发挥了自己的独到之处。

山东派的传统古曲，大都是六十八板的小曲，为此，民间就常常用套曲联奏的形式来扩大乐曲

的篇幅，以塑造和表现多侧面的音乐形象。赵玉斋演奏的《高山流水》就是由《琴韵》《风摆翠竹》

《夜静銮铃》和《书韵》四首小曲联缀演奏而成的套曲。

第一曲《琴韵》，赵玉斋以古筝模拟古琴的神韵。右手充分利用大拇指的“劈、托”技巧，浑

厚有力；左手配以淳厚明朗的按滑，刚柔相济。几乎通篇的级进音程和缓慢的滑奏，使乐曲旋律婉

转优美、韵味悠扬、古意盎然，大有“描摹于伯牙于汉水之滨鼓琴的风采”。

第二曲《风摆翠竹》，赵玉斋以右手大指、食指交替弹拨，运用花奏代撮轮的独特指法，使旋

律生动活泼，轻巧流利，音响效果清脆明快；左手用颤音润饰旋律，频繁的奏出小二度音程效果，

勾勒出“微风轻拂、翠竹摇曳”的情景。动而轻盈、静而有韵，动静有序，使得竹影婆娑，轻风拂

9 谱列见附录
10 谱列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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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犹如置身其中领略自然的交响。

第三首《夜静銮铃》，赵玉斋以山东快板为基调。由于突出的运用了“勾搭”技法，故此曲又

名《勾搭》。乐曲旋律上他采用了强拍上的低音旋律与弱拍上快速的高音区刮奏相配合；节奏进行

中采用了切分节奏的连续运用等手法，旋律进行中使用的大跳音程布及全曲，故而乐曲华丽流畅中

暗含波动起伏，音韵轻巧中不失非凡气势。犹似夜静阑珊，清脆的銮铃声隐现于更鼓之中，叫人欲

睡不能，勾起阵阵遐思。

第四首《书韵》，其旋律是根据山东地方的发音特点而作，别具风味。赵玉斋在右手运用食指、

大指的“小勾搭”手法的同时，左手频繁使用大二度、小三度的滑音装点其中，旋律大多在低音区，

节奏规整、平稳，曲风明朗而风趣。旋律中上滑音与邻弦音相结合，以不同形式奏出连绵不断的同

度音，把古人吟诵诗书的情境声情并茂地模拟了出来。低音区按滑音更为低沉浓郁的回音，附点与

切分节奏的使用，使得“书韵”格外抑扬顿挫。

对《高山流水》这首乐曲的演奏方法，山东筝派目前认识并不很一致，对于大标题的含义与乐

曲内容的关系，有两种看法。演奏家高自成认为：“乐曲以庄重的和弦开始，以双手交替演奏的繁

响，描绘出高山耸立的巍峨气魄。接着以双手交替的加花手法，引出小溪潺潺的流水之声。而后描

绘出轻风拂弄着松柏翠竹时较为摇摆的形象，给人以清新秀丽、欢快舒畅的感觉。乐曲后半部分好

似涓涓细流汇集成滚滚飞瀑，直泻深谷，声响轰鸣。展现出祖国锦绣山河宏伟壮丽的磅礴气势和到

处充满生机的兴旺景象。

而赵玉斋则认为：“大标题的含义与各曲内容并无关系，而原各小曲标题与音乐内容十分吻合。”

他认为，应该将四首小曲联缀形成套曲形式，因为这四首曲目从内容上看，虽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但并不影响其中任何一首以独奏的方式演奏。因而它既可单独演奏，也常组合起来联奏。

2、地方说唱、民间小调风格

赵玉斋的筝曲音乐中，有着浓厚的山东地方说唱、民间小调的风格色彩。这些筝曲其结构精炼、

短小，节奏富于变化，旋律优美柔和，具有浓厚的地方韵味。经过他在演奏中运用的简洁有效手法，

地方风格更加突出。如《鹦啭黄鹂》、《隐公自叹》、《牡丹乡的春天》。

《鹦啭黄鹂》，这是由民间乐曲《八板》演变成的一首十分巧妙的筝曲。赵玉斋使用了山东筝

曲的密集繁碎的音符，使其节奏活泼跳跃，曲调欢快明朗，表现了在轻风荡漾、春光明媚的时节，

鹦鹉用它那优美清脆的歌喉，和黄鹂一唱一和地纵情欢歌。他着重运用右手拇指第一关节的密“摇”

和左手“打”弦、“点”指,以及双手配合演奏的“走”指等技法,使得音乐更加活泼隽秀。

《隐公自叹》也是一首优秀筝曲。乐曲节奏悠扬，富于变化，曲调高低交错，轻重交织，时而

深情沉思、时而慷慨激昂，表现了古代终身不得志的白首老翁隐居深山老林，忧国忧民、嫉世愤俗

的心情。赵玉斋的演奏运用了“按、颤、揉、撮”和“花”音、“勾、托”的手法，贴切地表达了

山东筝曲所揭示的内容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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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乡的春天》，是作曲家牛玉新创作，它是一首以山东民间音调创作的筝曲。赵玉斋很欣

赏这首乐曲，以他独特的演奏手法，给乐曲注入了新的生命。他用清晰的摇指使乐曲由弱开始，加

上渐强渐快的旋律音调和左手压弦模仿鸟鸣的手法，描绘了谷雨时节，牡丹乡的早晨，露珠点点、

花蕾初绽、百鸟争鸣、春风轻拂的情景。他还运用山东筝曲的左手无名指按弦、拇指托弦，配合右

手同时演奏和弦音的手法，把旋律转到了快板的速度。轻松活耀、朴实爽朗的音调，表现了花农在

花田施肥修剪花枝时的洋洋得意、喜气盈盈的热闹场面。旋律柔美、音调悠扬，描绘了一望无边的

花田，蝴蝶往返采蜜，丹花阵阵飘香的迷人景致。乐曲以欢快、火热的情绪为结束段落，展现了牡

丹乡的春天，春风催花开、百花齐争艳、花开迎宾客、洲人赞花娇的景象。

3、现代风格

赵玉斋演奏和创造的现代筝曲中大多都是双手演奏、节奏欢快、情绪昂然、技法新颖。这些技

巧表现出明显地现代风格。在他改编的《风翔歌变奏曲》中，运用了拇指、食指的连托、连劈、连

挑的技巧。这些技巧是赵玉斋学习西洋乐器后受到的启发，钢琴的双手弹奏启发创作了古筝的双手

弹奏。

《庆丰年》11取材于山东传统的“老八板”音调，以山东套曲《小溪流水》的旋律为基础。吸

收了民间锣鼓的节奏，赵玉斋在原曲调的基础上拓宽了创作思路，极大地丰富了乐曲内容。在古筝

的弹奏技巧上，赵玉斋大胆创新，使用了很多以前所没有使用过的全新弹奏技巧，使左手同右手一

样在筝马右侧进行复杂的弹奏，极大地强化了古筝的和声功能。在当时，这应该说是一种了不起的

创举。由于加入了大量左手的弹奏技巧，使古筝的表现手法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发掘了乐器本身所

具有的潜力，使古筝艺术得到了极大发展。此曲创造性地运用了左手大抓、左手套抓、双手交替套

抓、左手刮奏、和声刮等技巧，增强了乐曲的表现力，也为以后的筝曲创作奠定了基础。

古筝独奏曲《庆丰年》的意义，并不仅仅体现在使用左手参与弹奏上。在《弦索十三套》中的

《军令》一曲中，即有左手演奏的记载。在古筝独奏曲《庆丰年》之前的一些筝曲创作中，也出现

过左手技巧的使用，但这些使用相对来说都比较简单。最重要的是，这些技巧并没有真正以体现古

筝的和声功能为主。而赵玉斋的古筝独奏曲《庆丰年》一开始就把左手弹奏部分当作整体的一个有

机组成部分来考虑，尽可能地充分展现古筝所具有的和声功能。在编配上，可以看出作者花费了一

定的功夫，力求创作出古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作品。这首乐曲打破了原来古筝左右手界限分明的戒

律，开创了古筝双手系统弹奏的先河，也给后来的古筝曲目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以。将这首

乐曲赋予划时代的意义，并不算溢美之词。

古筝独奏曲《庆丰年》属 D调曲目，赵玉斋用 D调来弹奏，二十一弦古筝定弦为倍低音 do 至

倍高音 do。但是使用 G调来弹奏也具有可行性，有些版本的音像资料就是利用 G调演奏的。古筝

独奏曲《庆丰年》可大致分为十个弹奏乐段。第一乐段，也是整首乐曲的第一部分，为散板。第二

11 谱列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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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段由十五小节构成，第三乐段由十三小节构成，第四乐段由二十小节构成，第五乐段由二十三小

节构成，第六乐段由二十四小节构成。这五个乐段构成了乐曲的第二部分行板。第七乐段由三十九

小节构成，第八乐段由三十一小节构成，第九乐段由二十四小节构成，第十乐段由十七小节构成。

这四个乐段组成了乐曲的最后部分——快板。

赵玉斋在演奏这首乐曲时，第一乐段进入正板后到此乐段结束，节奏为四分之二拍，基本上是

连续的上行自然音阶弹奏，用连抹技巧来完成。注意此处的弹奏与一般刮奏有一定区别，刮奏相对

自由，其中的组成音并没有加以严格的时值限定，根据自己对于乐曲的理解和实际情况进行了适当

的处理。

第二乐段出现了真正具有实际内容的旋律。此曲后面的内容，基本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成，所以

这一乐段具有一定的主导性，在演奏时赵玉斋注重弹奏速度。节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如果没有要

求，是不会发生明显变化的。前面的速度要延续到后面，开始弹奏确定速度时比较细心，防止过快

或者过慢。

第三乐段基本上是左右手交替抓奏，它和第四乐段一起起到一种烘托气氛的作用，赵玉斋注意

在技巧相对较单一的弹奏中营造氛围。他特别注意弹奏速度，一开始慢起，然后逐渐加快。在反复

之后，弹奏速度更快，最后在第四小节将速度渐慢下来，恢复到正常的弹奏速度。奏得坚定有力，

保证了音的质感，抓弦准确。这几小节的弹奏有气势，节奏感鲜明，和弦效果明显。左右手配合协

调，动作优美自然。

第四乐段他弹奏得连贯流畅圆滑优美，注意每个抹音的时值，特别注意把第一个抹音弹奏成附

点音符。

第五乐段，乐曲的另一个主题出现了。此部分的和声应用较多，具有独特的风格。与前面的旋

律比起来，此处的旋律具有语言般的效果，如同倾诉一般。赵玉斋演奏时，一是右手八度抓的弹奏。

抓弦充分发挥腕部的弹奏功能，关节灵活，利用关节自身的活动能力，减少对手臂的依赖。抓奏音

除了具备一定的力度之外，还有弹性，音与音之间的距离感明显，节奏感强。另外注意附点音符时

值的准确性，这一点不容忽视。二是右手八度抓和左手套抓的配合弹奏。右手注意抓弦力度，弹奏

出具有厚重感的八度和声音。左手注意所抓三音的准确性，突出和弦效果。左右手的弹奏密切配台，

衔接自然紧凑。三是右手的连托弹奏。稍靠近岳山一些弹奏，以此在音色上与前面形成对比，获得

颇具戏剧化的效果。连托奏得清脆明亮。四是上滑弦的弹奏。滑弦技巧的各个技术细节要处理准确，

按弦一次到位，有较高的精确度。下滑音中起音、过渡音、止音各个部分的时值比例合适。

第六乐段注重按滑弦和按颤弦弹奏的衔接。此处按滑弦为按弦下滑弦，所产生的音为按音上滑

音，按颤弦产生的音为按颤音。连续八度抓的弹奏。稍靠近前岳山的一些弹奏，奏得坚定有力，节

奏感强，和声效果突出。在强拍上，手指动作的控制，假甲的触弦时间短，奏出具有爆破音性质的

音。同时。弹奏时，最后一小节在速度上是渐慢的，连抹音尾音的上滑音根据当时的速度来确定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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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动作的快慢，滑音中的各个组成部分时值比例准确，突出上滑音音乐效果。最后一拍的自由反复

在渐慢的同时逐渐减轻弹奏力度，直至停止。

第七乐段可以看作是第二乐段主旋律的变奏乐段，节奏感更加鲜明，气氛也更加热烈。右手弹

奏两个音和左手套抓一个和弦相对应。右手拇指连托的弹奏。奏出重音，并且在重音奏出之后马上

将力度减弱到一般的弹奏力度。整体连托奏得连贯圆滑，优美流畅。

第八乐段他注意右手托抹托指法的运用和抹托劈指法的运用。根据乐曲要求，弹奏出强拍效果。

注意右手和左手的配合．右手的勾托与左手四音连抹两两相对位。也就是说，右手的勾与左手连抹

中的前两音严格对位，右手的托与左手连抹中的后两音严格对位。此部分左手的弹奏全部是弱拍连

抹，整体上的音量小．但音的质量高。运用左手腕部带动手指运动，体现出腕部的灵活性及其在弹

奏中发挥的主动性。每一个连抹弹奏前，左手腕带动手指稍稍扬起．然后再轻轻放下，使连抹筝弦

有一种起伏的感觉。

第九乐段他注意小抓、三勾弹奏要领和柱音弹奏要领，注意弹奏出重音，注意小抓弹奏和柱音

弹奏的紧密结合以及三勾弹奏和柱音弹奏的紧密结合，使整个弹奏融为一体。食指连抹和拇指连托、

拇指连托和食指连抹弹奏的衔接。衔接得严密、自然，无明显痕迹。

第十乐段他弹奏时由弱到强。弹弦位置由左及右。弹奏得连贯流畅，衔接得严密自然。双手套

抓交替弹奏段落。弹奏时注意左右手弹奏的配合，注意双手弹奏力度的一致，注意抓弦的准确，不

碰响邻弦，以免出现杂音。

古筝新曲《庆丰年》的问世，使以后的古筝新作中都使用了双手弹筝的表现手段。同时给山东

筝曲的面貌带来了新变化。这首乐曲以朴实浓厚的乡土气息、铿锵激愤的音调，热烈欢快的情绪，

赞扬和表现了农村喜庆丰收的热闹场面及农民在丰收后的喜悦心情。全曲由引子、尾声和两个段落

组成，主题旋律选于山东琴书和山东传统筝曲的音调，运用变奏手法贯穿于全曲两个段落之中。乐

曲较多的运用了五声音阶式的层层递降或递升的旋律发展手法。乐曲中他使用的新技法有：双手弹

和弦音；一手弹奏旋律，另一手配弹和弦或是划奏；左手食指点柱、右手拨奏，演奏出形似鼓声的

旋律音响等等。乐曲中他还吸取运用了传统筝曲《夜静銮铃》的连续按颤、花奏的“勾搭”手法和

山东筝派传统的风格性技法，穿插应用于全曲中，很有特色，饶有情趣。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从赵玉斋的艺术生涯、古筝的演奏风格中，见证了这位演奏家、教育家，对古

筝音乐始终孜孜不倦，不断探索，广泛借鉴，勇于创新。尤其是他创造了很多独特的演奏技法，如

右手拇指指关节的“小摇”奏法，颗粒饱满，指关节灵巧自如能强能弱，这一演奏技巧是盖世无双

的；在演奏中，他经常在下滑音后施以重颤音奏法，充分表现出无限的山东地区粗犷、泼辣的地方

风格特色，且八度奏法使用频繁，办度饱满，声音纯厚；在奏慢板乐曲时上滑、下滑音的同时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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颤音，表现出无限的哀愁、凄苦情绪，使之发出凄凄切切断肠之音韵；他特别突出地运用大指小关

节的运动，以表达山东人热情开朗的情绪；他右手演奏方法上，基于民间传统的“扎桩法” ；弹

奏时，将右手小指或无名指放置在前梁上，或放置在前梁外侧的弦孔边，作为弹弦的依据，使手指

有个依附而不易弹错琴弦；他在左手的演奏技法上，山东民间艺人总结为：“虚点实按，揉拈摄空。”

注重余音处理的吟、颤、点、揉的效果，强调滑按音的细微变化，特别是在“二变之音” 上的滑

按尺度和速度，其滑按过程较快，变化较多，这些都突出了赵玉斋山东地区浓郁的地方韵味，丰富

了山东筝的演奏艺术，使筝的表现力更加完美，他为中国的古筝音乐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赵玉斋在古筝教学中，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把技艺毫无保留教传学生。在他的培养下，一批

批新的古筝演奏家和教育家也迎任而生。在二十一世纪高科技发展的今天，现代化、信息化的生活

给人们带来了现代的审美理念，但是，古筝艺术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与时俱进，仍然受到广大青

少年的喜爱。赵玉斋先生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留给了我们一笔重要的古筝音乐遗产。学习赵

玉斋的演奏技艺，研究他的筝曲音乐，为更好地继承和弘扬民族音乐而努力。笔者对民族音乐的学

习有限，仅就自身对赵玉斋先生古筝音乐的学习，作一些心得的笔视，再此就教于各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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