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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筝的定弦

林 怡

内容摘要：筝是我国古老的传统民族乐器，在当代仍广受欢迎和喜爱。筝的
定弦，作为调性思维的基础，对乐曲风格，音域音色影响深远。传统五声音阶定
弦，造就了筝清越婉转的音色，而现代音乐思维的发展，又要求打破规则定弦的
调式局限。本文想从传统五声音阶定弦和非传统特殊定弦两个角度，简要分析筝
的定弦音阶的发展脉络，进而对现代定弦的变化发展加以总结，希望对今后筝的
创作和革新有所帮助和促进。
关键词：筝；定弦；五声音阶

筝，是我国古老的民族弹拨乐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几千

年来，以其独特的音色和韵味源远流长。不仅在国内蓬勃发展，更早在古代就流

传到东亚，南亚的一些国家。至今已演变为各国独特的民族乐器。

作为独具魅力的一种民族乐器，筝在当代仍受到广泛的关注与喜爱。而筝的

定弦，作为调性思维的基础，对乐器的音色音域，基本风格，演奏技巧，作品创

作等多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传统的定弦，造就了筝清越高洁的优美音色。而今，

日益发展的技巧和多类型的作品，要求筝的定弦有了进一步的突破。本文想通过

初步探索筝的定弦音阶的发展脉络，进而对现代定弦的变化发展加以简略分析，

希望对筝的创作和革新有所促进。

本文将从传统五声音阶定弦和非传统特殊定弦两个角度，来分析筝定弦音阶

的发展和变化规律。

一、传统定弦

1、早期筝的定弦

筝的最初起源和原始形制，由于资料和史实的缺乏，一直是扑朔迷离，尚无

定论的。而其弦制的变化，则经过了由少到多的漫长变革过程。由最初的五弦，

发展至今天较为普及的 21，23 弦制，逐渐丰满和完善。成为满足丰富音色和技

巧表现力的成熟乐器。

据文献记载，筝在早期主要是五弦，但在先秦时就已同时出现了十二，十三

弦筝。汉魏时期，十二弦筝得到广泛使用，但五弦，十三弦也同时并存。唐代是

十三弦筝的鼎盛时期，宋元时期开始出现十四弦，十五弦筝。到了清代，筝的弦

数除已有的，五弦，六弦，十弦，十二弦，十三弦，十四弦，十五弦并存外，清

末又发展为十六弦。直至近代，21 弦筝得到广泛普及，筝的弦制基本固定下来。

关于早期筝的定弦，由于缺乏相关史料记载，我们基本上无法确定。1993

年，湖南长沙考古工作队在发掘西汉长沙王后墓中出土的五弦筝，据专家推测，

应是采用“宫商角徵羽”五声定弦的。1这主要是参照，有文献记载的琴、瑟五

声定弦，以及与同时出土的琴、瑟的定弦相照应，都是采用五声定弦。而汉代十

二弦筝的定弦，也被推测为五声。除参照琴瑟的定弦外，还因为汉代筝多用于相

和歌，按五声音阶排列两个八度加一个大二度的排列正好符合人声的音域。日本

学者林谦三也认为：“ 五弦时代的筝，定弦于五声律：宫商角徵羽，一如五弦琴，

1 萧兴华 张居中 王昌隧《七千年前的骨管定音器》 《音乐研究》2001年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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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容易理解的。”2但这些多为推测，缺少准确的依据。

关于筝五声的记载，可见于晋代傅玄《筝赋》：“设之则四相存，鼓之则五音

发”3。魏阮瑀《筝赋》：“筝之奇妙，即五音之幽微”“五声并用，动静简易。”4

可见在当时，筝按五声定弦已成为定式。同时，参考各历史时期对琴瑟定弦的史

料记载，筝按“宫商角徵羽”五声定弦应是大致可以确定的。

2、有明确记载的定弦

唐代是筝乐发展的鼎盛时期，尤其是传统十三弦筝的辉煌发展期。但当时也

是十二弦和十三弦筝并存的。唐代的定弦法和调式种类繁多。段安节《乐府杂录》

5记载筝有宫商角羽四调，临时移柱可得二十八调。这二十八调具体是怎样我们

没有准确的资料印证，但应该与唐著名的俗乐二十八调有一定关系。唐代虽然调

式繁多，但筝本身还是五声定弦为主的。不同的调式转换都是在五声定弦的基础

上进行的。

唐代出现了十三弦筝谱，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斗为巾”作为谱字，代

表弦序来纪录音高。此时的十二十三弦筝的定弦如下6：

图表 1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斗 为 巾

十二弦 宫 商 角 徵 羽 宫 商 角 徵 羽 宫 商

十三弦 徵 羽 宫 商 角 徵 羽 宫 商 角 徵 羽 宫

唐十三弦筝传入日本后，保留唐制达千年以上。因此日本关于唐筝的资料较

多。日本著名学者林谦三，在其《东亚乐器考》一书中认为：“十二弦筝的弦音

制，据我看来，可以对比于琴的七弦制。有着二倍于七弦的音律制。…….但是这

二声，在筝弦是重复的，所以减少了二弦。”他在书中认为，十二弦筝的弦序排

列应为7“宫商角徵羽宫商角徵羽宫商”

谱例 1

并称这种定弦法是“参考七弦琴和十三弦筝的定弦原则而得之如上文，虽未

必中，亦不远了。”

《仁智要录》是一部长达十二卷，记载大量唐传筝曲和乐调理论的著作。根

据林谦三先生对《仁智要录》所存大量筝曲，和卷一《调子品》记载十二种定弦

法的考证，认为唐时传入日本的传统十三弦筝的定弦有十种。分别为8：

图表 2

2 林谦三《东亚乐器考》人民音乐出版社 1962年 2月版
3 3曹正《历代文艺作品中的筝》《中国音乐》1981年 4期

5 唐 段安节《乐府杂录》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年 12月新一版，第二页。
6 赵毅《古筝早期谱式与弦式流变脉络》 《黄钟》1999年 1期
7 7 林谦三《东亚乐器考》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62年 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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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时，出现了一种以十二律为准的独特定弦。陈旸《乐书》载：“圣朝用

十三弦筝，第一弦为黄钟，二弦大吕，三弦太簇，四弦夹钟，五弦姑洗，六弦仲

吕，七弦蕤宾，八弦林钟，九弦夷则，十弦南吕，十一弦无射，十二弦应钟，十

三弦黄钟清声。”这实际上是采用中国传统乐律学的“十二律吕”，即六律（黄太

姑蕤夷无）和六吕（大、夹仲林南应）来定弦的。这种定弦法类似现在的半音阶，

弦法独特，音程小，音域窄。虽有别样的色彩，但缺乏音区对比，表现力受到限

制。这是筝定弦发展史上较为特殊的一种定弦，是基于律学和乐调理论的一种尝

试和实践。这种定弦并未为后世沿用传承，也并不意味着筝从此用十二音定弦。

它是不符合当时中国传统礼教和乐教的。宋元明清时期，筝的主要定弦仍是以五

声音阶为主的。

到了清代，出现了十四弦筝，也出现了七声音阶的定弦方式。据《律吕正义

合编》记载：“今筝十四弦，则五声二变为七，倍之为十四也。”所谓“五声二变

为七”，即指五正音加两变音，如变宫，变徵。以一般规律推算，应为宫调式或

徵调式的雅乐七声音阶。以宫调式为例，其音阶应为：

谱例 2

这说明清代已经开始用七声音阶定弦。但这种定弦，也未得到广泛普及和推

广。

直到近代，各地风格性流派渐渐演变成型，主流的定弦音阶也一直是五声音阶的。

虽然各地方流派中也有调式的变化，如秦筝中，有苦音音阶和欢音音阶之分；潮

州筝中，也有轻六，重六，活五等调式之分。但这些调式的区别大都是以左手按

变音来体现，而非直接体现在定弦上。筝与五声定弦的结合，应该是源于五声音

阶与中国传统音乐审美的密切关系，也应证了五声性审美在中国深厚的历史渊源

和广泛的社会基础。

今天，我们广泛应用，并得到公认的筝的传统定弦法，采用五度相生律，通

常定弦为“宫商角徵羽”，即“do,re,mi,sol,la”的五声音阶及其在不同音区的

重复排列。以 21 弦筝为例,，最常用的 D宫调式定弦音阶为：

谱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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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各大流派的传统筝曲都是采用这种定弦。建国以后，以此为基础创作的

大量筝曲，为推动筝乐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二、特殊定弦

1、需求与发展

今天，筝乐艺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尤其是近年来，筝乐作品的创作可谓硕果

累累。

作为乐器调性思维的基础，筝定弦的发展与筝曲的创作和演奏技巧的发展息息相

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筝乐事业的发展。

从建国初期到五六十年代，现代筝曲的创作大多是由弹筝人来完成的。由于

都是非专业作曲者，因此其创作技巧并不复杂，21 弦筝传统定弦基本满足了当

时的发展要求。以传统定弦创作的大量优秀作品，在当时也大大促进了筝乐事业

的发展。随着七八十年代专业作曲家更多的参与了筝曲的创作，他们丰富的创作

技巧，和新鲜的调性思维，对筝的音色，技巧，和定弦都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和变

化。这些变化，使得筝的传统定弦渐渐不能满足作曲家日益发展的创作思维，凸

显出一定的局限性。

1 筝的传统定弦以五声音阶排列，虽然能靠左手按弦获得清角、变宫、变徵、

闰等变音，但在双手同时演奏或快速进行的段落中,左手会来不及或不便于按音。

这样，各声部只能演奏五声性的旋律。这限制了旋律及整体创作的调性色彩和可

变性，从而影响创作题材和体裁的开拓。

2 随着双手演奏技术的巨大发展，筝能够演奏出丰富的和弦及伴奏织体、

刮奏等。但由于传统定弦是按八度规则排列，在双手演奏时，和声只能在同一个

调内。织体和和弦也只能体现出五声性的音响色彩，效果较为单一。这些都不能

满足作曲家对多样的音响色彩和丰富的和声效果的要求。

3 筝的传统转调是靠移动筝马，每转一个相邻的调至少需要移动四到五根弦

的马子。靠左手按弦可以取得临时的转调或离调,但必须在单手演奏时。即使这

样,也只能有上下四五度两调的可能。因此不能方便、快捷的进行转调，从而不

能满足作曲家大范围，远关系转调的要求，这一点大大限制了整个筝曲创作的调

性思维，进而也会影响乐曲结构的发展扩张，现代创作技巧的运用等方面。

专业作曲家的创作，在近几十年来，极大的推动了筝的曲目，技巧，形制改

革等诸多方面的发展。但由于前面提到的一些局限性，也限制了部分作曲家对筝

曲创作的积极参与。这无疑是一种遗憾。

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些局限，使一些作曲家开始尝试改变筝的传统定弦，以适

应日益发展的创作需求。像著名作曲家徐晓林，王建民，庄曜等老师，都是早期

便致力于这方面探索和研究，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正是他们的不懈探索，将筝

的特殊定弦推向了成熟发展的道路，为筝乐创作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2、特殊定弦的分类

一些前辈，如古筝演奏家焦金海老师在《论筝乐定弦调式音阶》中，作曲家

王建民老师在《从古筝的定弦谈筝曲创新》中，都曾将近年来应用于创作中的各

种特殊定弦，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分类。焦金海老师的分类主要以八度重复的规律

为原则。王建民老师的分类，则更侧重于，以各组音阶内部关系的组织原则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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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笔者认为，特殊定弦音阶的结构，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和挖掘空间。窃以为，

可结合几种分类的优点，将八度重复规律，和单组音阶组织原则作为特殊定弦的

两个要素，分别分类。而将两要素下的各类别分别组合，则可产生千变万化的定

弦。这不仅可以是分类的依据，也可成为每一种新的特殊定弦创作的依据。正如

王建民老师在其论文中曾提到：“就上述各类定弦而言, 本身又包含了极大的可

变性”。个人认为，这样的划分，可最大限度体现这样的可变性。

以八度重复规律划分定弦：

1 八度重复的定弦。

保留传统定弦五个音一组，八度周期循环的规律。但五个音的排列则可以有

多种变化。如《木卡姆散序与舞曲》（周吉、邵光琛、李玫曲）的定弦：

谱例 4

王建民《幻想曲》的定弦：

谱例 5

2 间隔八度重复的定弦。

两组不同的音阶交替重复。如徐晓琳《黔中赋》的定弦：

谱例 6

庄曜《山的遐想》：

谱例 7

刘文佳《碎影》：

谱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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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八度重复的定弦。

按两个八度交替重复的定弦。如闵惠昌《表情素描》：

谱例 9

林怡《夜雨三笺之二--思归》：

谱例 10

4 部分八度周期重复的定弦。

即部分八度是按周期重复的，部分改变规律重复，或不重复。如王建民《枫

桥夜泊》：

谱例 11

李萌《长歌行》：

谱例 12

5 非八度周期重复的定弦。

即不以八度规律重复的定弦。可以七声规律重复，或以自定规律重复，或不

重复的定弦。这类定弦可充分发挥作曲者的自定义空间，也最大限度体现了定弦

的可变性。

按自定规律重复如：

《莲花谣》（王建民曲）：

谱例 13

不重复的定弦如：

徐晓琳《山魅》：

谱例 14

以定弦音阶音层关系划分定弦：

1 保留传统五声音阶排列。当然，可以应用前面提到的，多种不同的排列法。

如刘晨晨《荒兰》，以各差半音的几组五声音阶定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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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 15

顾冠仁《山水》：

谱例 16

2 传统五声音阶的变形，或特色调性的音阶排列。如前例《木卡姆散序与舞

曲》，《黔中赋》的第二组变形音阶等。

3 特定音层排列的音组。作者自定义的音组，比如按 3：2：2：2的音层排

列，如王建民《戏韵》：

谱例 17

《箜篌引》庄曜曲：

谱例 18

4 十二音序列。按十二音序列排列定弦，是现代作曲技法应用于筝曲创作的

典型代表。这样的定弦，自由度很大，给予作曲者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

周龙《定》：

谱例 19

3、特殊定弦的作用

1 对调性扩展的作用。

调性变化是创作的基本要素之一。有了多样的定弦，使得古筝不再是单一调

性的乐器。不同八度，不同音区，不同音组都可以出现在不同的调性上。这使得

远近关系转调，多调连接， 都成为可能。乐曲的发展动力，调性对比，纵向调

性层叠等，都有了极大的变化和发展空间。这也使得更多的现代作曲技法能够被

运用到筝曲创作中来。在“有调”音乐中，由于事先对定弦做出统筹规划，可以

在作品中体现出不同音区不同调的交替变化。如饶余燕《黄陵随想》中：D --G

羽—E羽的调性变化；笔者创作的《筝、钢琴与女声—山歌》发展中部的：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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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A宫—B羽—bB 宫—C羽的连续调性转换；王建民《戏韵》中：E宫—G羽—

C宫—A宫--#F --A 羽—#D 角—#F 的调性展开及 bE 宫与 bG 宫、#F 宫与 A宫

的多调性复合等。除此之外，调性的适时转换，导致中心音削弱，调性模糊，进

而产生一些“无调性” 、“泛调性”作品。十二音序列的介入，更是使创作突破

了调的概念。这些突破，都为创作提供了巨大的可能。

2 对和声和音色扩展的作用。

对筝的传统定弦的突破和改变，为新的和声运用开辟了道路。新的定弦关系

产生的音响，也使各种不同结构的和弦及连接成为可能。和弦运用变得与旋律处

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根据不同音乐表现的需要，可以产生出不受和弦形态、功能

序进及调式功能制约的新形态。如非三度结构和弦，高叠和弦，复杂的序列和弦

等。这些和弦具有的不同紧张度，可以产生新的，多样化的色彩性音响，为筝的

音色扩展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另外古筝最常用的刮奏手法也因此引起整体或局部的色彩变化和对照。在五声定

弦中，筝的刮奏因为没有半音，音响效果非常和谐优美。但在各种不同的定弦形

式下，刮奏的音响色彩也千变万化了。各种不规则的音层排列，以及不刻意回避

的不谐和半音，以刮奏来表现，体现出新颖而独特的现代音响。为作曲家的创作，

提供了新鲜的元素。

3 对表现力和功能扩展的作用。

新的定弦，使筝的和声与调式极大地丰富，表现力也得到很大提高。其表现

题材和范围也从以前的局限于汉族地区，扩大到各种少数民族题材甚至外国题

材。这也为创作提供了更广阔、自由的空间，对于挖掘古筝的表现潜力起到了积

极作用。

另外，能够因人而异, 因曲而异的设计定弦，使古筝与西洋乐器，与各类乐

队的结合都成为可能。作为一件极富特色的民族乐器，筝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当

代作曲家的青睐。从而在各类重奏和室内乐作品中，得到广泛的运用。

当然，在特殊定弦的发展中，仍应注意一些基本原则的把握，以免在创新的

过程中，过于片面或极端。王建民老师和焦金海老师都曾提过，筝弦的组合排列

并非可以随心所欲，“其原因是因为古筝的每根弦需保持一定的张力，才能发出

良好自然的共鸣。”“故无论如何改变定弦的排列方法,其总的音域仍应保持在传

统定弦的四个八度的框架之内(上下最多不超过小三度) 。所以,古筝的定弦是不

可能排列出象钢琴或竖琴一样完整的半音阶或七声音阶的。否则各弦之间将会失

去张力与音响的平衡。”9

综上所诉，筝的定弦，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中，一直保持着民族器乐传统的

五声音阶定弦，八度重复的原则。其间虽有各种调式的转换，但万变不离其宗。

五声音阶定弦符合中国传统音乐的普遍发展规律和中华民族的传统审美习惯。正

是这样的定弦，造就了筝的优美音色，和纯净的音响效果。这也恰恰是传统筝乐

艺术之魅力所在。然而，创新永远是前进的动力。随着时代的变化，筝乐艺术也

需要发展和变革。器乐改革和乐曲创作的发展，应运而生了筝的各种非传统特殊

定弦。这既丰富了筝的调性，音色，和声织体变化，为创作打开更加广阔的空间，

也赋予了筝新的活力和发展动力。然而，筝的发展潜力仍然巨大，定弦的改变也

只是创新的一个突破点。相信随着作曲家和演奏者的不断努力，将推动筝乐艺术

在创新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9 王建民《从古筝的定弦谈筝曲创新》 《器乐艺术》1999年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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