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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发扬传承山东筝曲

张秀明

摘要：筝，是华夏民族创造的一件弹拨类乐器，它镌刻着中国历史文明的深
刻烙印，是中国乐器中的瑰宝。在有文字可考的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上，筝乐广
泛流传于神州大地，并与各地的风土、自然、语言、习惯及其他民间音乐艺术相
融合，由此形成了各种具有浓郁地方风格的流派。他们主要有：山东筝、陕西筝、
浙江筝、河南筝、潮州筝、客家筝、福建筝、内蒙筝八个派系，其筝曲及演奏方
法各具特色。本文主要以山东筝派为例，介绍其历史发展的脉络和山东筝曲的特
点，从而深入探讨出如何更好的发扬和传承山东筝曲，扩大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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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这是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的诗句，

其中的锦瑟，就是我们所说的古筝。

筝，这个中国传统艺术的瑰宝，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不断地传承和发展。从

战国时期到现今的 21 世纪，古筝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它

以独特的姿态，在传统的艺术中，发挥着光和热。它似乎有着神奇的魔力，吸引

着一辈又一辈的艺术人才去继承和发扬。在漫长的传播发展中，古筝形成了以地

方风格为依据，以传人、乐谱为载体的各古筝流派，这些流派分布在我国的大江

南北，被后来的研究者分别称之为山东筝、潮州筝、客家筝、浙江筝、陕西筝、

河南筝、福建筝、内蒙筝、延边筝，遍布中国。逐渐形成了“百花争鸣，百花齐

放的”繁荣局面。但是世界的常态就是变化，事物总是在运动发展着的。达尔文

曾经说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马克思也认为，事物的发展是由否定到肯定

再到肯定之否定的，所以我们如何发扬和传承优秀的艺术文化，成为我们必须直

面的问题。尤其是，作为山东人，我们更应该去发展我家乡的文化，提升我们的

文化软实力，这样做，不仅是发扬了我们的齐鲁文化，使山东筝派得到传承和发

展，更是为中国的民族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了贡献。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呢？本文通过研究山东派的历史发展脉络，分析其成

因，并结合山东筝曲的特点来探究怎样发扬和传承山东筝曲。

一、山东筝派的概况

1.1、山东筝派的历史发展脉络

筝演奏在山东有着久远的历史传统，据《战国策-齐策》记载：“临淄其富而

实，其民无不欢竽、击筑、弹筝 ”,所以不少人称山东筝为齐筝。汉魏时期，曹

植任鄄城王时，曾写有“弹筝奋逸想，新声妙如神”的诗句。在南宋时，《宋书》

中记有“承天又能弹筝，上又赐银装筝一面。”在描写以北宋时期山东水泊梁山

农民英雄生活为题材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的第七十一回中，也有这样的描述：

“堂前两边筛锣击鼓大吹大擂，马麟品箫，乐和唱曲，燕青弹琴，各取其乐”。

而明末清初的小说家蒲松林在他的《聊斋志异》中的《宦娘》篇里提到“宦娘少

喜琴筝，筝以颇能安之。”从这些不同的文学作品中可以推断出，山东古筝的历

史是很悠久的。山东筝主要流传于鲁西南尚泽地区和鲁西聊城地区的郓城，鄄城

一带，特别是菏泽地区的民间音乐甚为流行，这一地区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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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丰富多彩，也是远近闻名的“筝琴之乡”。出过不少民间说唱和戏曲，民间

器乐的演奏人才。

这两个地区的古筝曲目不相同，但传统古曲大都是长度为六十八版的“八版

体”结构的标题性乐曲，在演奏技法上也无很大差异。聊城地区的古筝传入和古

曲数量较少，它的传统筝曲主要是聊城地区临清县金郝庄的金灼南先生等人传下

来的。由于聊城地区的传统筝曲未能在山东和全国范围内流传，它的历史、传谱

等尚待进一步整理，故人们对于“山东筝”的概念，习惯上只指菏泽地区的古筝。

据说最早传筝的师祖可能是一位道人，此人在清朝任过宫廷乐师，随后他又

将筝艺传给了居住在山东郓城与鄄城交界处黎同庄的黎邦荣老先生，而黎邦荣又

有了新的创新发展。他不仅仅演奏宫廷音乐，而且还使用筝作为民间的说唱音乐

伴奏，使它在结合民间音乐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派生出很多有乡土风格的筝区。

山东古筝流派以略见雏形。随后黎邦荣又将筝艺传给了四位弟子，黎连俊，张念

胜，张为台，黄怀德，而筝四位弟子又将筝艺传给赵玉斋，高自成等人，使山东

古筝得以流传发展。

1.2、成因探析（地域、语言、民间音乐）

山东筝派属于北方筝派，所以具有北方筝派的粗犷豪迈的特性，但山东筝派

因为某些原因，又有着细腻，柔美的特点。那么，是什么造就了山东派如此多样

的曲调风格呢？

首先，是受地理位置的影响。

山东，也是古代的齐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黄河下游、京杭大运河的中北

段，西部连接内陆，从北向南分别与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四省接壤；中部高

突，泰山是全境最高点；东部山东半岛伸入黄海，北隔渤海海峡与辽东半岛相对、

拱卫京津与渤海湾，东隔黄海与朝鲜半岛相望，东南则临靠较宽阔的黄海、遥望

东海及日本南部列岛。由于山东省与周边接壤的省份较多，其中也与南方城市接

壤，受周边城市影响较深，所以它的音乐风格不仅刚劲，明亮，还带有柔美，细

腻之情。

其次，是受当地语言特色的影响。

山东方言多为升调，山东筝曲上滑音的使用较之下滑音多，滑奏速度快，音

乐装饰成分少，质朴刚直灵巧。由此可见，一种方言的声调特征对其地方音乐有

着深远的影响，也很可能成为该地区音乐的地方风格特征。这种风格的形成，经

历了从语言到唱腔旋律再到器乐语汇的过程，完成了从语言到音乐的升华。这种

风格在一定程度上还必须依附于语言。由于各地方言的不同，从而对风格各异的

古筝流派产生出重要的影响

最后，是受当地民间音乐的影响。

山东民间音乐与山东筝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传统的山东筝曲多质朴率

真，这与长期流传于菏泽民间的山东琴书大有关系。山东琴书从唱腔上属于梆子

腔系，节奏明快，风格多憨厚朴实，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尽管后来有一些文人

加入到琴书艺术中来，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琴书风格大体上未有根本转变。山东

琴书还长于演说历史故事，这使其质朴中又多了几许成熟、深沉的气质。山东派

筝乐延续了琴书的风格，不仅仅只是传统曲牌的编创曲，就是后来筝乐家们的一

些新创作品，也大多保留了它本有的传统。

1.3、山东筝派的著名代表人物

现知最早的一位山东筝的传人是菏泽地区的黎邦荣老先生。他是清末民初的

文人，郓城县黎同庄人，以教书为生。黎邦荣擅长于筝、扬琴等多种乐器及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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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书演唱。他的技艺和乐谱，据说授自一位不传名的僧人。此外，还有传自黄河

北岸或传自一条运粮船等离奇说法。很显然，由于黎邦荣当年在传授这些曾在民

间长期流传的技艺和乐谱时，出于某种观念而隐去了他的师承渊源，使我们现在

只能知道山东筝近百年的传艺历史。

在黎邦荣的学生中，有不少出色的山东筝演奏家，如张为台、张为昭、张念

胜、樊西雨、黎连俊、黄怀德等人，他们都为山东筝的传播作出了贡献，并在家

乡一带享有盛名。在这一代的演奏家中只有张为昭，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任教时，

留下过《汉宫秋月》、《美女思乡》等十二首传统山东筝曲录音，这是我们现今能

寻到的最早的山东筝乐的有声资料。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这些以黎邦荣为首的老一辈山东筝派的代表艺术家

都已仙去（张为昭最晚至 1963 年离世）。但他们所留下的艺术精华，传承至今。

这就多亏了张为昭、黎连俊等人的学生们，便是现今健在的著名山东筝演奏家、

教育家。他们有幸进入高等音乐艺术学院任教，培养出大批学生，遍布全国各音

乐艺术院校和专业文艺团体。山东筝不仅后继有人，并能迅速流传至全国，主要

是这一代筝家们的努力所致。他们虽然师承渊源相同，但各具鲜明的艺术个性。

如赵玉斋的演奏技巧全面而精湛，既有刚健、粗犷的气派，又有清新优美的情趣，

并善于吸收其它筝派的长处和民间音乐营养，在他的演奏中体现了山东筝的继承

和发展；高自成的演奏清丽纤秀，富于韵味，更兼他忠于原谱，使后人得以听到

山东筝上一代的面貌；韩庭贵的演奏则热情奔放，充满激情。比之前辈，他们的

视野更加开阔。更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不仅在教学上，同时也在演奏技巧的发

展和创编新曲等方面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这一代的筝家中，鄄城的张应易也是

突出的一位，演奏风格婉转含蓄、手法细致并忠于师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山

东人民广播电台分别存有他 1957 年和 1980 年录制的《汉宫秋月》、《隐公自叹》

等筝曲录音。

二、山东筝曲

2.1、风格特征

山东筝曲有着独特的地域性风格。它华丽，柔美，刚劲，明亮，乡土气息浓

郁，并且贴近生活。它的音韵宽厚，粗犷豪放，苍劲细腻，刚柔相济，有着悠久

的历史。并且其内容深刻，音调典雅，很多山东筝曲的结构严谨，节奏鲜明。

例如，高自成老先生编纂的《高山流水》，它是山东筝派最具有代表性的乐

曲，由《琴韵》、《风摆翠竹》、《夜静銮铃》、《书韵》四首小曲联缀而成。

第一曲《琴韵》，从谱例中可以看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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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刚劲的级进音程和缓慢的滑奏，

可以看出乐曲旋律婉转优美、韵味悠扬、古意盎然。第二曲《风摆翠竹》，从谱

例中可以看出，以右手大指、食指交替弹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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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而轻盈、

静而有韵。可以看出乐曲很有韵味，很明亮。

第三首《夜静銮铃》，是山东快板筝曲的佳作，从谱例中可以看出，乐曲旋

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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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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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韵轻巧中小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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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乐曲华丽，柔美，刚劲，苍劲细腻，刚柔相济。

第四首《书韵》，从谱例中可以看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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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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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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现了乐曲音韵浑厚，粗犷豪放的特点。

六八板的大板曲是山东筝曲的精华，艺术性强，既可以单独演奏一曲，也可

以按板序连起来演奏。合奏曲的演奏由筝、琵琶、扬琴、奚琴四种乐器组成。筝

始终处于突出的地位，民间有“无筝不成乐”之说。

2.2、演奏技法

山东筝演奏技术中的右手大指的充分应用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包括四个方

面的特点。第一，大指触弦刚健有力，乐曲旋律主要由大指演奏，中指、食指作

为辅助，配合大指的弹奏。第二，山东筝的摇指由大指连续快速的“劈托”构成，

山东筝摇指时一般都是先“劈”后“托”，“劈”由大指向内，使用光滑的指甲背

触弦，音色纯净。在传统的慢板筝曲中，大指无快速的“劈托”，也不存在摇指

奏法，比较随性。在传统快板筝曲中，摇指奏出清脆明快的音响。第三，山东筝

在演奏时主要以大指的小关节作为活动部位，第四，大指“花奏”指法使用很多，

在其它筝派中则用得较少。

山东筝派也非常重视左手的技巧。在左手技巧中有轻松活泼的颤音、具跳动

感的点音、产生不稳定感的按颤音、表现激动或愤怒的按颤音、活泼轻快的按滑

音等，慢板乐曲中山东筝更强调左手技巧的应用。山东筝的滑奏使用较多，上滑

音多于下滑音，滑奏的过程较快，这些与其传统乐曲中大部份为活泼欢快的音乐

风格有关。山东筝在演奏时，揉弦幅度的大小，揉弦频率的多少，在乐曲进行中

千变万化，正是这种多变的揉弦方法，形成了山东筝特有的音乐韵味。左右手联

合奏出的“双劈”、“双托”、“双勾”、“双抹”是山东筝的特色指法之一。该指法

的使用不仅加强、突出了重音，同时也更好地体现了山东筝古朴高雅、清凉浑厚

的特点。

三、山东筝曲的发扬与传承

古筝是一门古老的乐器，强调历史更强调传承。只有在充分继承的基础上，

求发展，才是实现高水平、高层次筝乐艺术的必然途径。老一辈的古筝演奏技术

和传统曲目，是一批珍贵的遗产，是对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筝艺术的总结。我们

只有认真地继承老一辈的艺术，才能更好地创新。现代的古筝艺术，并不是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只有在充分的继承上，更好地尊重传统的古筝艺术，才能够实

现古筝艺术的更大发展。特别是传统筝曲，无论在创作技法，还是在演奏技法上，

都是我国多年来形成的规范的技法，也是古筝艺术的精华。特别是山东筝曲的老

八板，它有严格的启、承、转、合的规定和板式结构。传统的筝曲艺术，是一代

一代古筝艺人的实践积累和经验总结，所以只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辩证的

批判和继承，才能使传统的山东筝乐与时代相契合，不断地发展前进。对于山东

筝曲的发扬和传承，我有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古筝教育要进行改革

没有青少年对山东筝乐的喜爱和发扬光大，山东筝乐将会失去它存在和发展

的基础。而古筝教师责无旁贷地成了弘扬山东筝乐的的传播人，各个培训学校和

机构也成为其主要的阵地。所以，教师们如何对学生进行乐曲的教育，显得尤为

重要。

首先，学习技法与讲解曲艺相结合。这要解决技法上的问题。由于某些曲子

节奏比较慢，在练习时不仅要把握好左手按揉技法，还应该注意其节奏的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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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法的呈现、音色的纯净及强弱的控制。在技法问题解决后，就要深入了解一下

乐曲的内容及意境。传统筝曲根据表现内容的不同可分为叙事和抒情两种。叙事

性的传统乐曲，常常在筝曲标题上就有所体现，如《隐公自叹》、《文姬归汉》等

等。由于目前学习古筝的主流人员仍是小孩子，因此在讲解此类乐曲的内容与意

境时，就不得不涉猎到许多传统的文学作品与历史事实，使学生在学习古筝的过

程中，同时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讲解抒情性的传统筝曲时，

不仅要通过讲解的故事使学生产生相应的联想，而且还要针对有些年龄小的学生

进行“移情”教学。用一种她们所能理解的感情来代替乐曲中人物同样的情感。

最终，把技法和曲艺结合起来。

其次，传统的山东派曲目与基础训练相结合。在古筝学习中，人们往往只注

重学习曲目，而忽视了对练习曲的训练。但是，基本功的深厚与否，会最终决定

一个学习者的筝路长远。扎实的基本功对于更好的完成山东的古筝曲目奠定着坚

实的基础，所以应重视基本指法的训练，并由此不断提升演奏山东乐曲的技术。

然后，培养学生学会辨别山东筝曲。学生通过自己对山东派技法的学习，能

够了解其特点，在他人演奏曲目时，可以很快辨别出哪些是山东筝法，从而为乐

曲的创新开辟道路。

最后，抒情和演奏技巧相结合。寓情于曲，培养学生在演奏山东曲目时，把

自己所了解的感情投放到乐曲当中。

第二，建立专业的山东筝乐推广机制。

古筝，作为传统乐器中的瑰宝，一直处于突出地位。但是，如果可以把古筝

与琵琶、扬琴、二胡等民族乐器相结合，推陈出新，大量创作此类的乐曲，并为

各个乐团所沿用，通过各类大大小小的演出和比赛，建构起山东筝乐的推广机制，

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一要大力推动各类演出，使山东筝乐走进寻常百姓，进校园，进企业，进社

区，拉近山东筝乐与观众的距离，从而赢得观众。

二要大力推进具有山东特色的大型比赛，学会利用媒体和市场，多角度地立

体宣传，从而使古筝学者们踊跃参加，也为山东筝曲的发展开辟道路。

第三，寻求政府的政策和经济支持。

在当今经济迅猛发展的年代，文化作为国家的软实力，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它对人们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我们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

力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所以，筝乐，作为非

物质文化遗产，一直被政府保护和支持。我们在发展山东的传统筝乐时，可寻求

政府的帮助，与政府一起为我们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做出贡献。例如，

政府可以为优秀的艺术家们提供物质的保障，能使他们安心为传承和创作民间音

乐等等。

结语

山东筝派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厚文化底蕴的古筝流派，在古筝艺术中

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筝派的形成与其

流传地域、历史、方言、文化等诸多因素有关，没有了一代代古筝学者们不遗余

力的对山东筝曲的发扬和传承，它终将会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所以，我们应该

看到，虽然发扬和传承山东筝曲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它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

应该大力培育古筝人才，建立筝乐推广机制，与政府合作，对山东筝曲辩证的发

扬和继承，使其薪火相传，从而促进山东筝乐大发展、大繁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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