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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与琴之现代审美境遇

吴 曦

在中国传统音乐中，筝与琴同属于弹拨乐，几乎产生于同一时期。在漫长的

历史发展过程中，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一种表征，被视为中国文人最

重要的文化修养。而筝却始终未能进入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表征体系之中。

但如今，琴所代表的文化理想已经不为多数人所知。而自古缺少文化价值肯定的

筝，在今天却以中国民乐代表性乐器的姿态频现于专业艺术院校、国内外音乐厅

等高雅艺术殿堂。呈现在琴与筝现代际遇之间的发展境况无疑揭示着现代音乐审

美的转变，但这一转变究竟是音乐文化的进步，还是音乐文化的异化呢？

一、筝与琴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的异同

筝，是我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自产生到如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传

统的筝与筝乐文化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民间到宫廷，各种

音乐形式中都可见筝的身影。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筝乐受到各地不同风格的民

间音乐、戏曲、说唱等艺术风格的影响，形成了各种风格独特的流派，各有特色。

筝乐在今天的欣赏者眼中，形式简单的传统乐曲已经不能满足了，传统的古

曲，因为其形式简单、技巧单一，在舞台上已经淡出。取而代之的是更多大型的、

技巧复杂、曲式形式层次多样的现代作品。“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换言之，

听筝，不懂其意者，听其旋律，只看热闹；能懂其意者，品其意趣，很容易做到

雅俗共赏。但如筝这样恣意表达各种情绪的乐器，与传统伦理人文的心理理性化

原则相悖，因此，筝在古代是没有登大雅之堂的，考古界迄今发掘的贵族坟墓，

随葬乐器何其多，却无一处有筝，也可见古代上流社会对筝的轻视。但这种率真

的性格，和直接、外在地表达感情的方式，在现代社会的审美视角下，被更多的

接受和喜爱。筝的技巧、演奏形式、乐曲创作等，都被推向一个历史新高。筝的

技巧潜能被更大限度的开发，高难度的演奏技巧，带来了更为强大的表现力；更

加多样的更具观赏价值的合奏形式，带来筝乐时尚；其音乐性，被大力开发，更

多的主题可以淋漓尽致的表现，虽然其中也不乏一些形式新颖的“新民乐”，以

纯粹娱乐的形式占领着民族音乐的舞台，对此，不置可否，且让时间来选择。

而琴，是没有热闹可以看的。古琴作为中国文人必备的修养，列在第一位，

古琴文化，在历史变革中，因表层和深层的原因，从功利色彩移位到隐逸色彩，

成为“竹林七贤”型文人目送手挥的尤物，可以感到，在古琴音乐中蕴藏着自成

机杼、一成风骨的艺术特点。自古听琴就有很多讲究，择高堂雅室，或是竹林松

下，三五知己而已。很多古画中都有听琴这一题材，画面多是一人弹琴，一人在

一旁听，两人皆是不知今夕何夕的超然神色。听一张琴，听一首琴曲，一定是在

一个极慢、极静的状态下的聆听和思索，是一种深层的感受，听到的是琴人内心

的自说自话，是对琴、对音乐、对生命的体会。与其说是听琴，不如说是听琴人、

听自己、听自然更为恰当。可以这样说，听琴，如果不懂其意，就已经失掉了大

半的趣味。琴的声音那么小，乐句那么冗长，速度是那么的慢，琴带给人的愉悦，

并不是直接的感官体验，更多的是在旋律之外的境界感受。琴用特有的方式，简

单的技巧，音韵疏朗的旋律，传达出对世界的看法，直接而准确的直指人心，但

非静听深思不能得其旨趣，现代人耐心已乏，急切获得感受，又有太多的想要表

达，已逐渐没有了感受“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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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对比两个乐曲。先看筝曲《云岭音画》。这是由王中山先生根据湘西

民歌曲调，以现代手法创作的一首大型古筝作品。乐曲分四个部分：晨曲、寨庆、

恋歌、夜火，表现西南少数民族风情。乐曲的四个部分，“晨曲”是宁静安详的

气氛，是乐曲的引子，“寨庆”和“夜火”用相同的主题表现热烈奔放的欢庆场

面，“恋曲”则是用婉转的旋律表达男女之间的缠绵真挚的爱情。这首乐曲，较

集中的体现了古筝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第一，曲式结构庞大，多段式立体结构，

从多个侧面描写艺术形象；在传统乐曲中，也有多段式的较大型的乐曲，但其段

落差异多以速度变化为主。《云岭音画》在曲式结构的安排上，是将这种曲式安

排运用于古筝作品中较为成功的范例。第二，突破传统五声音阶的定调模式，加

入变化音，构成特殊音阶，成功实现在曲中不移马的多次转调。在使用了大量的

非五声调式音阶音之后，乐曲并不显得很艰涩怪异，仍保持流畅的旋律性。第三，

用少数民族音乐元素表现少数民族风情，这是近年来筝曲音乐创作的一个新特

点。乐曲中的 b3、#5 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音乐中最具特点的音，

这两个变化音的使用，使乐曲呈现出典型的西南少数民族风情。第四，速度、节

奏的大幅度变化，使整首乐曲灵动活泼。快板节奏轻快，有快速点状的双手弹奏，

也有“紧打慢唱”的旋律性极流动的快速演奏；慢板节奏有张有弛，小乐段速度

的细微变化，使慢板并不局限于和缓的抒情，也有激情飞扬的情绪表达。第五，

左右手不拘一格的交替使用。在古筝作品中，通常右手演奏旋律，左手弹奏伴奏

和弦，该曲在慢板部分，创新使用了左手摇指，左右手实现了旋律的轮奏；更有

用左手轮指（点轮），仅左手就完成了两个声部的旋律，双手演奏出三个声部的

旋律，让伴奏织体更加立体，使乐曲的表现力空前的丰富。

我们再来看一首古琴曲《平沙落雁》，这是一首明代的，以自然为题材的作

品，作者已无从考证。虽然它相比很多更古老的琴曲，出现得较晚，但却是 300

年来，最为流行的琴曲之一。《天闻阁琴谱》的解题中说：“盖取其秋高气爽，风

静沙平，云程万里，天际飞鸿。借鸿鹄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者也。”此曲所描

写画面与所要表达的境界，与中国文化中所崇尚的“淡”、“远”达到了高度的契

合。乐曲开始用一段宁静的泛音，展现沙滩的空远辽阔，有静、净之境。接下来

的三段，主旋律相同，从不同的侧面表现大雁“回环顾盼，空际盘旋”，曲调悠

扬婉转，颇有雁群在空际和鸣，若往若来，若近若远的意趣。在第六段中，表现

了雁群初落，立足未稳，惊而复起，掀起了参差飞鸣的喧闹。尾声，再次回到宁

静致远的意境里，与引子形成呼应。

乐曲旋律清澈，音色醇美，意境深远，气息平稳，条理清晰，乐句方整。音

色处理清朗、刚直、透明；节奏处理自由而生动，动静虚实相得益彰，速度疾徐

有致，力度张弛有节，与中国传统音乐注重的“和”的境界相当吻合。乐曲以简

洁的技巧和简单的曲式安排，单声部线性音乐形式，表达出中国文人长久以来所

追求的淡泊与致远。乐曲的意境平淡隽永，宁静淡和，旷远豁达，在这样一个看

似平淡的形式深处，表达了对世途的厌倦，却有着另一种对生活的热爱，有一种

对自然、对生命的热情和崇敬。

通过这两首乐曲的比较，不难看出，同为现代较为流行的乐曲，筝乐在现代

音乐境况下，持有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度。筝乐在现代的发展，技术难度较高的乐

曲，更受到业内的关注，并且成为达到某种“高度”的指标。而古曲已是作为一

种音乐修养而去练习，甚至很多年龄较小的琴童并不研习古曲。同时，高难度技

巧的现代作品，被认为是技术纯熟的体现，是演奏者真正高水平的标准，也是众

多习筝者所追求的理想目标。而琴乐，在现代基本保持着古老的个性，古曲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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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仍然非常流行，仍有很多可以让人无限玩味的意趣，而现代创作的古琴作品，

很难超越甚至只是达到古曲的境界。多数古琴演奏者并不在乎技巧是否高难度，

而是努力寻求音乐中更深刻的表达，一些琴家，只演奏小型作品，但境界之高，

风格之独特，非一般琴人可比。这样的境界是众多习琴者历经多年不断求索的目

标。

二、演奏技术比对

琴与筝同属弹拨乐，弹拨乐指演奏的方法，是以弹拨琴弦的方式演奏乐器，

也指音色效果，是颗粒状音色，与线状音色相对比。从乐器形制上看，筝器型比

较大，因此共鸣效果好，琴弦短，有柱，弹奏时使用义甲，音色简短有力、饱满

明亮、颗粒性强，有较强的音乐表现力；琴器型较小，音量不大，琴弦长，弹奏

时不使用义甲，手指以甲肉参半的方式弹弦，甚至可以不用甲，得一音后余音较

长，音色深远、悠长。正是由于两种乐器形制上的区别，因此善于表现的音乐形

象也有很大差别。筝更适合快速的、节奏律动的演奏，且可以建立起层次丰富的

纵向立体音效；琴更善于表现幽远、深邃的音乐，在简单的线性音乐中，更有左

手走手音中无声有意的“留白”，使音乐在流动中又有充分的空间，节奏的自由

延展，给演奏者足够的自我表达。

技术的发展，显然筝更具有优势。现代筝乐作品对演奏技巧有很高的要求，

不仅是双手演奏的高速度、高难度，对节奏的掌控、旋律的把握、对新的音乐元

素的感觉和理解，较之于传统的乐曲，其发展变化是颠覆性的。不论是演奏者还

是听众，都会被华丽的形式所吸引，演奏者会着迷于对高难度技巧的驾驭，欣赏

者很容易被繁复的技巧所征服，这样的音乐可以带来视听的震撼，但正是因为形

式的过度表现，使内涵更深的表达与感受被干扰，在欣赏的同时，已无暇进行更

深入的思考。无论是创作者、演奏者还是欣赏者，都容易浮于炫技，满足于视听

的刺激，而忽视对音乐本质的生命力的理解。如此致力于技巧的发展和乐曲形式

的创新，是否可以更深入表达音乐的内涵？

琴的演奏技巧相对简单，掌握其基本的演奏指法和曲目，相对耗时较短。然

而琴真正的高度不在技巧，而是通过这些技巧所要表达的内涵。不以表达为目的

的技巧是无意义的。这一论述在今天可能对一些技术高速发展的乐器来说已经不

是绝对，对于琴，这个说法仍是成立的。琴，是中国传统乐器中唯一能称为“琴

道”的乐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即是宇宙的“气”，是宇宙变化的精神，

是一种永恒的生长。而琴所能的抵达，被看做是可以接近“道”的。琴人对于一

首琴曲的反复弹奏，反复体验，是要得到对生命的感悟。琴人们在超越了技术的

羁绊之后，才有可能对音乐做更深入的诠释。可以这样理解，琴的技术历经千年

几乎没有改变，但是古琴艺术并未因此消失，琴不需要借助“发展”得以延续或

传承，而能自成一个自足的世界。

三、当下艺术氛围里的筝与琴

当代文化发展的境况下，筝空前繁荣，可以认为，古筝在文化发展的潮流中，

既保持了其原有的特点，又能顺应时代进行创新，迎合了大众审美的需求。筝似

乎唤醒了国人尘封的传统文化的记忆，满足了国人对传统音乐的追求。也因为筝

让更多人听起来不辛苦，学习也容易入门，因此更多的人追捧，形成热潮。随之

而来，在乐器制作、销售中，又有着无限商机，教学与表演也成为相当好的职业

选择，筝在当下的意义已经不是一件乐器那么简单，而是一件可以形成产业艺术

商品。这也就是筝这样自古缺少文化价值的乐器，在今天成为现代中国民族音乐

的代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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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以深沉宽广的品格，安静的存在了千年，深度的影响着中国音乐和中国文

化，凡提到中国文化，没有不提到古琴的。在历经了千年的变迁之后，琴仍然以

最古老的气质存在，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已深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替代。

如今，琴仍坚持这一可贵的品质，这种品质正在当代多元文化的潮流中逐渐隐退，

却没有什么可以取而代之。与琴相关的种种，越来越显得神秘莫测或是高不可攀。

这样，使得本来就“和者甚寡”的琴，更加走向寂寞的境地。琴文化在一定程度

上向“庸俗化”和“神秘化”两个极端发展。

在今天，有人仍然以传统的方式习琴、弹琴，安静而深入的尊重着传统，不

浮躁，亦不颓唐，有些授琴的老先生，至今仍保留着“口传心授”的方式，一句

一句的带着学生弹，等学生将全曲弹完了，才把谱交给学生。这种手把手的传授

琴曲，虽然非常慢，但是学得非常扎实，也很容易准确的传承师门的音乐个性风

格，而中国传统音乐的血脉，就应该在这样的传承里代代相继。

有人对琴的发展提出质疑：为何只弹古调，而不创新？对于追新，是任何一

种艺术的特质之一，在慕古与追新形成的反差中，艺术得到了向前发展的动力。

但琴对“古”的执着，却是一种既是基本又是极高的标准。任何形式的创新，都

不能否认琴的基本品质风格的价值。琴的创新，也只是浮于表面，把本来安静深

沉的琴乐，放到热闹浮躁的氛围里，吸引了更多人关注，但却没有让更多人理解。

琴不是只在今天寂寞，自古就有“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的感叹，琴旷远深

邃的含义，和冷静自我的表达，使其具有一种特殊的气质。而一旦改变了这内质，

琴也许会失去他最有魅力的个性。传统的教授方式也被认为是不利于传播和弘扬

古琴文化的，所以，将琴与所有合适的、不合适的音乐形式相结合，将琴置于各

种庞大而热闹的场合……不可否认这样的创新，对琴的宣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各种形式的尝试也都是必要的，而真正令人担心的，是琴文化内涵教育的缺失。

琴最本质的魅力不是技术的，而是精神的，古琴精神和古琴文化的传承教育应该

重于技巧的传授。在古琴教学中，应该是“技”“道”并重的，我们不应该担心

琴会寂寞，而更应该反省自己对待“琴道”的态度是否真诚。

我们不禁要追问，同样是存在了千年的乐器，何以到了今天，会有如此的不

同？究竟是琴的内敛限制了琴的发展，还是筝的热闹刚好迎合了当下的审美情

趣？琴在今天，是会因为审美多样化而逐渐热闹起来，还是会因为和者甚寡而更

加落寞？筝又会不会因为不断创新，而逐渐远离传统，失去本来的意味？今天的

大众，在音乐中究竟是具有了更强的创造与体会形式美的能力，还是根本就失去

了透过形式感受深层意境的能力？再追问下去，社会的发展，究竟是使得文化进

步，还是因为过度追求，使得文化无所适从？

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工作与生活，已经是一个无奈的事实。大家在这样的社会

现实里，盲目的追求着高效率，被动的接收大量资讯，在发达的传播媒介之下，

没有选择的接受着各种文化的冲击，没有更多思考的时间和余地。而作为一种艺

术形式，要被大众接受，就迫不得已过度包装，只为能在瞬间吸引眼球。筝乐的

尽兴表达，是现代人理解音乐所习惯和更乐意接受的方式，而古琴音乐的慢而深

入，更注重在简单的技巧之下深邃的思考，对精神的要求超越了音乐性。琴是中

国古代文人的文化理想，如今被各种形式纷繁的文化所湮没，少有人能够沉静下

来听一首琴曲，品味其中的含义。

当代审美语境下，很难左右大众对于音乐的挑剔，但作为有责任传播和传承传统

音乐的音乐人，固守传统之上的创新，才是有生命力的创新；不离传统的发展，

才是健康和良性的有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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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文化发展的现实里，艺术很难回到过去非商品的纯粹状态里，而艺术

一旦被功利所包裹，则会失去对人心灵的滋养，容易成为单纯的娱乐或是附庸风

雅的工具。在如今，一切皆有成为商品的可能，但有的东西是不可以交换的。文

化的变迁，可以改变某种艺术的表现形式，却不应该改变艺术的精神。艺术商品

化或许是时代进步的体现，但有的标准、有的价值是应该坚持的。站在文化发展

的前沿，看风口浪尖的风景固然是好，但也要潜入到浮躁表层之下，感受传统，

尊重传统，看到真正传统艺术的魅力，从中获得真正传统文化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