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 鲁 古 筝 探 源

—兼谈山东筝派的演奏特色

山东 杜

年 月 日 ,

全国政协委员
、

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史

树青先生 ,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
、

北京古筝研究会会长曹正先生
,

西安音乐学院教授
、

秦筝学会会长高自成先生
,

专程到山东鲁西

南素称 “筝琴之乡 , 的郸城参加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古筝音乐会
。

史树青先生听了师生弹筝后吟诗一首 “郸城筝馆育群英
,

动我

察丘怀古情
。

揉指挥弦备逸响 , 坐听枯木发新声 ” 。

描绘了筝乡历

史和筝的演奏艺术水平
。

曹正先生挥毫题词 “丝桐合为筝
,

端

赖雁柱承
。

右弹轻弄弦
,

左按补韵声
。

五音协六
’

律
,

二 变 化 无

穷
。

阮声众乐师
,

正名主人公
。

音乐多委业
,

仁让不分争
。

海内

多知音
,

天下有令名
。

弹筝人何老
,
得弹乐中筝

。

博大胸怀在
,

敬业宜乐群
。 ” 充分展示了全国著名筝乐大师的艺术才华

。

笔者随史学筝界前辈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访了几位民间琴筝老

艺人
,

经过座谈
,

进一步挖掘了齐鲁筝史资料
,

探索了山东筝派

的演奏艺术风貌
。

现将访谈情况和几点粗浅认识整理如下

一
、

齐 攀史 派扭流长

山东古筝历史悠久
,

是我国最早的琴筝发祥地之一
。

齐鲁大

地古为东夷
,

古代部落首领尧舜都曾在此生活过
。

据中国社科院

考古研究所考古发掘 , 日照市南郊有尧王城遗址
。

孟子云 “ 舜

东夷之人也
。 ” 济南一带至今还流传着舜耕历山的故事

。

而尧舜

文化是齐鲁文化的先驱
,

有尧王独奏七弦琴
、

舜将瑟由 弦改为

弦之说 , 舜并作有韶乐
。

参见 《吕氏春秋 》卷五 “古乐分 。



《诗经 》是最早提到琴和瑟的典籍之一
,

有 “窈窕淑女
,

琴瑟友

之 ” 之句 《关唯 》篇
。

伟大的思想家
、

教育家孔子非常重视

礼乐
,

常常与弟子一起欣赏琴瑟笙箫管笛古乐
,

用 “六艺 ” 进行

典礼的修身
。

有一次
, “孺悲 鲁国人 欲见孔子

,

孔子辞以疾
,

将命者出户 , 取瑟而歌
,

使之 闻之 ” 。

在两千四百多年前的春秋

末
、

战国初
,

琴瑟在齐鲁大地就已流行
,

而筝也在秦地和齐鲁诞

生
。

秦相李斯在 《谏逐客书》中提到 “夫击瓮
,

叩击
,

弹筝
,

搏脾
,

而歌乎鸣鸣 ,
快耳目者 ,

真秦之 声 也
。 ” 《战 国 策

·

齐

策 》中所述 ,’右淄甚富而实
,

其民无不吹竿
,

鼓瑟
,

击筑
,

弹

筝 ” 。

古诗十九首 四
’

有 “弹筝备逸响
, 新声妙入神 ,, 之句

,

曹植《笙摸引 》中亦有 “ 秦筝何慷慨
,

齐瑟和且柔 ” 等语
。

另据史

料记载 筝与瑟相似
,

筝是在瑟的基础上改进 形 成 的
。

《风 俗

通 》 “ 并
、

凉二州筝形如瑟
。 ” 并州一带战国时期归赵国管

辖
。

《吕律正义合编 》中还记有 “筝似瑟而小
,

十四弦 ⋯ ⋯

随宫调设柱和弦
, 以谐律吕 ” 。

瑟与筝的相同点在于其整体为一

共鸣器 , 弦上有柱码 ,

演奏方法大致相似 , 不同点是 瑟的形体

大于筝
,

瑟的弦数多于筝
,

瑟的产生早于筝 瑟在商代 前 就 已 产

生
,

瑟的流行地域比筝广
。

而在 “筑筝同 源
,

琴 瑟 并 存 ” 之

后
,

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和社会进步
,

瑟就被筝所取代了
。

而后

筝便逐渐流入中原
、

荆楚
、

浙
、

闽
、

岭南等地
,

就有了陕西
、

山

东
、

河南
、

浙江
、

潮州
、

客家俨内蒙等各个筝派
,

形成了 “茫茫

九派流中国” 的局面
。

由于乐中筝乃仁智之器 ,

清越典雅
,

旋律

优美 , 声韵独特
,

为人民群众所喜爱
,

为历代官宦文人墨客欣赏

或用以自娱
。

山东齐鲁是礼仪之邦
,

是我国古老文化发祥地之一
。

古筝这一

民族乐器瑰宝
,

原属宫廷士大夫上层治具
,

后因战国的内乱和 秦

末农民革命的兴起
,
才传到了民间

。

自唐
、

宋
、

明
、

清以来
,

逐

渐得到了发展
,

在鲁西南素称 “ 书山戏海
,

筝琴之乡 ” 的菏泽地

区 , 更有了较广泛 的群众基础
。

这里是黄河冲积 平 原
,

土 地 肥



沃
, 民风淳厚

,

为造就历史文化名人提供了社会条件
。

公元

年
,

三国诗人曹植为哪城侯时 ,

在哪城旧城土山厅堂前
,

面对茫

茫稚水曾作有 “抚弦弹鸣筝
,

慷慨有余音 ” 《弃妇篇》 的诗

句
。

唐初贞观年间
,

赵师字耶利
,

曹县人
,

是琴筝名家
,

弟子亦
多高手

。

传说唐玄宗时期有一梨园艺女因怕治罪走出宫廷在邪州

西部隐居
,

借古喻今
,

取汉朝故事编创了 《汉宫秋月 》
、

《昭君

怨 》
、

《鸿雁捎书 》等曲
,
后在郸

、

哪一带流传现已成了山东古筝传

统名曲
。

明初
,
郸籍李自信居官河南

,

喜爱琴筝
,

自弹自娱
。

据

《邪城县志
。

文艺篇》记载
, 明万历年间 ,

樊侍郎之孙樊陵就善

弹古筝
, 编创琴筝曲谱流传民间

。

清康熙年间
,

郸城艺人到曲阜

祭孔时
,

用筝
、

琵琶
、

如意勾等四种乐器 , 合奏了根据琴曲改编

的 《平沙落雁 》
。

在鲁西南民间还流传着 “霍家小女家家琴
,

杨

氏褚姨部部筝 ” ,

描绘了当时弹筝的盛况
。

因此
,

山东古筝在清

朝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
。

郸城
、

郸城
、

聊城
、

临清一些 “筝琴之

乡 ” ,

群众基础更为广泛
,

当时就有相当一部分民间艺人
,

从事

业余或专业的琴筝演唱活动
。

一些古筝先人
, 口传心受

,

一代代

相传下来
。

现在民询还藏有明清时期的琴筝
,

有的人 不 仅 会 弹

奏
,

而且还会做筝
。

如蒋庙乡刘花园村已故刘于文老先生
,

从咸

丰四年开始做十六弦筝
,

下传子孙四代人做筝
,

工艺精湛
,

音色

浑厚
,

曾销往北京
。

伴渡乡李河口 冯儒信老先生的祖父同治年间

做的 十 五 弦 筝
,

筝码是花刻的
, , 非常别致

,

现仍保存着
。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
,

邪城西部清末文人
、

筝师黎邦荣在

郭
、

郸两县教有很多徒弟
,

有一定社会影响
。

后传黎连俊
、

张念

胜
,

又传樊西雨
、

张应义
,

下传黄怀德
、

张为亭
、

张为台
、

张为

沼
。

张为沼先生曾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两年
,

其父张元成为清末

秀才
,

书香门第
,

音乐世家
, 到黎全庄跟黎邦荣学筝

,

夜间往返

数十华里 ,
曾跑死一匹马

,

学筝精神令人赞叹 全国著各民间盲

艺人
、

丝弦圣手擂琴演奏家王殿玉先生为弘扬民族文化
,

发展擂

琴
、

古筝艺术
,

年
,

组织家乡民间艺人
,

在郸城成立了东鲁



雅乐社
,

他亲为社长
,

成员有赵永和
、

郑西培
、

韩凤 田 、
赵玉

斋
、

高自成等人
,

曾到济宁
、

充州等地演出
,

还被遨请到曲阜参

加祭孔活动 , 并在黎连俊等筝师密切配合下
, 以擂琴

、

古筝
、

高

胡
、

京胡等民族乐器演奏为重点
,
进行授课

,
广收门徒

,
·

培训骨

干
,

培养造就了一批民乐演奏艺术人才
。

年
,

赵玉斋等人随

王殿玉老师离开家乡
,

先后到济南
、

天津
、

北京
、

徐州
、

上海等地

流浪卖艺
。

后来
,

王殿玉在天津市曲艺团就职
。

年赵玉斋经

曹正介绍到东北音专 今沈阳音乐学院 任教
。

高自成于 与年

到了总政文工团
,

后被调到西北音专 今西安音乐学院 任教
。

张为沼先生于 年被聘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教
。

还有现在吉林省

民族乐团的赵登山 赵玉斋之侄
、

山东省艺术学院的 韩 庭 贵 等

人
,

都成了山东筝派的名家
。

广西艺术学院古筝演奏家林坚副教授曾受业于赵玉斋教授
,

是赵先生的入室弟子
。

兽西聊城地区的筝琴之乡临清市
,

有清末文人筝师金玉亭
,

后传金光烛
,

下传金灼南
、

郝雁秋等人
。

金灼南先生
,

年出

生于临清市金郝庄一个书香门第
,

音乐世家
,

自幼酷爱 习筝
,

岁考取秀才
,

二
、

三十年代
,

曾来往北京道德学社
,

携琴访友
,

交流筝艺
,

既能编曲创乐
,

又能撰写筝学理论
,

其筝的演奏风格

独具风范
,

生前曾在南京艺术学院及山东艺专任教
。

现在山东省

戏曲学校任教的赵彩琴同志
,

就是鲁筝的金派传人
。

还有烟台的李祖基
,

生前也为山东筝派作出了贡献
,

除教学

外 还 编 创 了 卜收锣鼓 》等筝曲
,

成为鲁筝的现代名曲之一
,

在国内广为流传
。

二
、

琴攀相伴 攀弄琴曲

山东琴书 杨琴
,

是民间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曲艺形式
,

分为南路
、

北路和东路三大流派
,

即鲁西北和济南一带的为北路

琴书 , 以广饶
、

博兴为中心 胶东的为东路 琴 书 以 菏 泽
、

曹



县
、

单县
、

邪城
、

郸城为主普及鲁西南的为南路琴书
。

从清初以

来迅速得到发展
。

年 雍正 年
,

郸城著各琴 书艺人王 尚

田和刘继龙等便自成一家
,

广收门徒
。

本世纪 三
、

四 十 年 代
,

邪
、

哪两县约有三百多个琴书玩友班
,

在邪西就有四 大 琴 艺 筝

手
,

即黎连俊
、

张念胜
、

张为台
、

黄怀德
,

琴书艺人王尔君
、

赵

仰彬
、

石登岩‘ 王尔敬
、

杜克法
、

赵布云
、

梁乃忠等都是吹拉弹

唱 的多面手
。

郸城东部刘官屯
、

张官屯
、

郭林村
,

在琴书老艺人

的带动下
,

开展得比较活跃‘ 群众说 “ 郭林村两头沉
,

前街是

花鼓 , 后街是扬琴 ” 。

高庄高克旗是全县文明的琴手
,

他教出了

很多徒弟
。

在大王庙村出生的赵玉斋从十四 岁开始学扬琴
,

启蒙

老师王登海
,

后又跟邻村樊西雨
、

黎连俊习筝
。

韩庭贵最初也是

在木村琴书班演唱
,

后师承张为沼
。

流传在鲁西南的 山 东 琴 书

南路 演唱多用筝伴奏
, 因此筝与山东琴书有着直接联系

,

些古筝演奏家都是从学扬琴开始的
。

。

因为山东筝和 当地曲艺
、

戏剧有着密切 的联系
,

所以有很多

筝曲都来自于琴书曲牌
,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山东筝曲的风格

和特点
。

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乐曲如 “大八板 ” 、 “五字开门 ” 、

“ 凤阳歌 ” 、 “ 天下同 ” 、 “ 上河调 ” 等都是从山东琴书的演奏

中演变而来的
,

或是在间奏音乐中发展起来的
。

如王殿玉先生在

演奏扬琴 “大八板 ” 时
,

创造了边用锤打
,

边用右手的大食中三

指弹奏配合
,

有时还借用筝的颇音
, 在扬琴上按

、

揉
、

颇
、

滑音

都加入到旋律中去
,

配合得节奏和谐
,

出神入化
。

高自成先生演

奏的 “ 琴书曲牌联奏 ” 就是由山东琴书曲牌 “叠断桥 ” 、 “ 上河

调 ” 、 “ 双叠翠 ” 、 “夜落金钱 ” 四首曲子改编连辍而成
。 “凤

翔歌变奏 ” 取材于山东琴书曲牌 《凤阳歌 》 ,

并吸收了河北梆子

和河南豫剧的有关音调
。

演奏中优雅文静的泛音奏法用双手弹奏

和弦 , 增加 了旋律的力度和厚度
, 并创造性地运用三指连托

、

连

挑与连剔等技巧
,

造成了热烈活泼的气氛和磅礴的气势
,

取得了

很好的艺术效果
。



筝在演奏上除独奏外还可以合奏
,

琴书伴奏和曲牌联奏以古

筝为主奏乐器
,

同时配有扬琴
、

胡琴
、

琵琶等四种乐器
、

在演奏

中和谐地凝合在一起
,

它们纵横交织
,

此起彼伏
,

形成不同的复

调和声效果 , 其演奏形式和曲调之所以如此丰富多彩
,

与各乐曲

的本身特性和 各乐器的演奏技巧是分不开的
。

它们既有个性又有

共性
,

巧妙地融为一体
,

达到了较完美的高度
,

演奏起来悦耳动

听
,

令人心旷神怡
。

这种乐曲合奏俗称 “碰八板 ” 。

这些充分体

现了山东筝派在演奏过程中灵活多变 的 特 色
。

例 如
,

年

月
,

在扬州召开的中国古筝学术交流会上 , 由高自成
、

赵登山和

韩庭贵三人进行示范合演的山东古筝套曲 “老八板 ” , 受到与会

者 的广泛关注和 称赞
。

还有聊城地区 “ 双八板 ” ,

在筝
、

三弦
、

琵琶
、

京胡四种乐

器合奏时
,

非常讲研配合
, 民间称 “一锅煮 ” ,

也在当地流传甚

广
。

三
、

曲式结构严道 六八板为主体

古筝在我国民间广泛流传后
,

筝乐融合了我国各地的民歌
,

说唱和戏曲等民间音乐
,

形成了以不同的音韵为特点和各具特色

的地方流派
。

山东古筝亦称鲁筝
,

有着极为丰富的曲目
,

以 “六

八板 ” 为主体
,

曲式结构严谨规范
。

据筝乡民间老艺人介绍 山

东古筝有名曲十大套
, 民间小曲 首之多

、

曲子多为宫 调 式
,

以 “八大板 ” 编组而成
。

筝曲古朴典雅
,

清亮浑厚
、

粗犷豪放
,

具有独特的演奏风格
,

在国内影响较大
, 流传甚广

。

山东古筝套曲为宫廷音乐
,

唐开元
、

天宝年间传到民间
。

起

初仅在书香门第和富豪人家中玩赏娱乐
,

后在民间被人们广泛应

用
,

如过年
、

过节
、

赶庙会
、

冬闲时间
,

在一起演奏欣赏娱乐
。

据传
,

当时郸州西部有一宝佛寺
,

寺院附近有四位老艺人每月初

一
、

十五
,

在寺内会集切磋筝琴技艺
,

演奏筝曲 “碰八板 ” ,

成

为民间筝曲的一枝奇葩
。

山东筝派的最大特点就是以 “六大板 ”



为主体
,
曲式结构严谨 ,

每曲分为八个乐句
,

每句八拍
,

唯第五

乐句多四 拍
,

这样全曲就有六十八拍 , 以板序来标记 曲 子 的 速

度
。

如第一大套曲中 《汉宫秋月 》
、

《隐公自叹 》标 为大 板 第

一
,

即表示是慢板曲
。

《美女思乡》
、

《鸿雁夜 啼 》标 为 大 板

第二
,

即表示其速度中慢
。

《鸿雁捎书》
、

《莺嗽黄鹅 》标为大

板第三
,

即为中速
。

《琴韵 》
、

《风摆翠竹 》
、

《夜静奕铃 》
、

《书韵 》标为大板第四
,

即表示其为快板曲
。

这 就 是 说
,

曲 子

速度按板序排列
,

由慢渐快
,

直至最快之高潮处 而 “ 刀 截 一 声

终 ” 。

山东古筝套曲大板第一 《汉宫秋月 》是一首具有代表性的慢

板曲
,

属 “ 六八板 ” 体
,

曲式结构严谨
,

全曲共分八段
,

每段八

拍
,

在第五段多加四拍
,

总计六十八拍
。

经过长时间对旋律
、

节

奏的调整
、

发展润饰和寓意
,

使其成为有标题的筝曲
。

通过揉
、

按
、

吟等技巧 的运用
,

以缠绵凄凉
、

悲郁衰诉的音调
,

抒发了古

代宫女对月伤感
,

扶琴思亲的愤慈心
’

寸
。

《高山流水 》套曲大板第四
,

是一首优美而古老的快板曲
。

全曲由 “ 琴韵 ” 、 “ 风摆翠竹 ” 、 “ 夜静弈铃 ” 、 “ 书韵 ” 四个

小曲组成
,

可 以单独演奏
,

但经常是将它们组合起来联奏
。

第一

支小曲 “ 琴韵 ” 在筝上模拟古琴 的声韵
,

旋律优美
,

韵味悠扬
,

音调典雅
。

第二支小曲 “凤摆翠竹 ” 以独特 的右手大指
、

食指交

替弹拨及花奏似轮的指法配合
,

左手颤音
,

使旋律生动活泼
,

犹

如清风徐来
,

翠竹摇摇
。

第三支小曲 “ 夜静鑫铃 ” “ 勾搭 ”

是 山东快板筝曲的佳作
,

旋律优美
,

音韵轻巧
,

突出地运用 了勾

搭技法
,

乐曲旋律以低音为主
,

节奏上连续切分的奏法
,

使旋律

波 浪起伏
,

富有气势
。

第四 支小曲 ,’乡韵 ” ,

根据 山东地方语言

特 点
,

右手运用勾搭手法
,

左手揉出大二度小三度的高音 化
,

形成

成 了独特 的风格特点
,

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

全曲情调在静淡高

雅之中
,

有活泼轻快的情绪
。

乐曲假托古代琴人俞伯牙 及其朋友

钟子期的故事
,

借 “ 高山流水 ” 的意境抒发故友知音相逢的欢快



情 绪
。

以上为赵玉斋演奏曲谱
。

高自成演奏的曲谱
,

由一小段引子
,

接着 “琴韵 ” 、 “ 风摆翠竹 ” 和 “ 奈铃 ” 。

另外
,

还有河南
、

浙

江筝派的 《高山流水》曲谱
, 均不相同

。

《渔舟唱晚 》筝曲
,

原由金灼南先生创编
。

早在 年
,

他

有感于辛亥革命的胜利
,

以聊城
、

临清家乡一带的两个民间乐曲

为素材
,

创编了 《渔舟唱晚 》一曲
,

抒写 自己的情怀
。

该曲根据

老八板的部分音调扩展为三大段
,

把各种技巧手法运用在此曲之

中
, 以旋律优美

,

意境深刻
,

情绪激昂 ,

风格典雅 , 流传很广 ,

现已成为古筝名曲
,

它给山东筝派增添了光彩
。

金先生创编 的这一

筝曲经娄树华先生改编
,

再传曹正先生订谱而成今天的样子
。

四
、

继承传统 发展创新

筝这一古老民族乐器随着历史的发展 , 根据流行 地 域 的 不

同
,

与 当地民间音乐的融汇 , 形成了不同音韵和演奏风格各异 的

地方流派
。

山东筝派以大量优秀的传统曲目
,

著名的代表人物
,

在全国各流派中较为典型
。

具体说来 , 山东筝派的演奏特色是 ,

听山东筝的 演 奏 和 筝

曲
,

如同听山东人讲话做人一样
,

淳朴憨厚
,

热情爽 朗
,

粗犷豪

放
。

其基本传统技法和主要表现手段是右弹左按
,

弹按结合
,

双

手并重
, 以韵补声

,

声韵相 成
,

阴 阳 互 应
,

刚 柔 相 济
。

通 过
“虚

、

实
、

点
、

空
、

吟
、

揉
、

滑
、

按 ” 等技巧表现出的韵味
,

是

各筝派不同风格的标志
,

特别在
、

两个变音 变微
、

变宫

上的变化尤为突出
。

山东筝派的演奏技术特点是
,

右手突出地表

现在一花字上
,

如 “ 空板 花 ” 、 “ 实 板 花 ” 、 “ 滚 花 ” 、 “ 花

指 ” 等
,

这些民间加 花变奏的技巧手法
,

是山东筝派独具特 色的

表现手段之一
。

而在演奏技巧方面
,

左手则表现 在 按
、

滑 的 尺

度
、

力度
、

速度的种种变化上
。

如
,

常使用上滑音
,

上滑过程较

快 常使用重按音
,

常在 “ ” 弦上进行
,

又常使用带揉弦性质



的上滑音
。

同时
,

还比较注重左手的 “吟
、

揉
、

滑
、

按 ” 技巧
,

注重上下滑音和重按音的运用
。

在演奏运指上 , 常以大指为主 ,

大中指八度配合的 “勾搭 ” 较多
。

尤其大指 “ 密摇 ” 技巧
,

以大

指小关节为运动轴
,

乙,
发音清脆

,

节奏均匀
,

颗粒性强
,

适宜表

现活泼欢快的情绪
。

在变奏形式上 , 常以某一种旋律
、

节奏型贯

串全曲
, 以塑造统一的音乐形象

。

乐曲常常以工字和尺字开始
,

上字结束
。

大板曲的旋律
,

都以 ,’又板” 的旋律为基 础 进 行 变
奏 , 并采用同一板式

、

同一速度
、

数曲联套 的演奏形式来丰富乐

曲
,

使山东古筝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得到发展
。

山东筝派为把传统的演奏技巧与现代演奏技法有机地结合起
来

,

经过不断探索与实践
,

在发展创新方面已取得了 可 喜 的 成
绩

。

如赵玉斋先生不遗余力
、

孜孜以求地继承和发展山东筝派艺

术
,

集各家各派之所长
, 在传统乐曲的基础上

,

经过加工改编创

作的 《庆丰年》、

《四殿锦》
、

《工人赞 》等乐曲
,

很受群众的

喜爱
。

尤其 《庆丰年 》筝曲
,

创造了五十年代古筝演奏技巧的范

例
。

这支乐曲是他到沈阳音乐学院后于 年该院组织下乡慰问

演出队和农民同台演出时
,

看到农民获得丰收的喜悦心情得到启

示后创作的
。

这首乐曲
,

无论是手法技巧
,

回旋变化的旋律
,

还

是双手和弦交替方面的处理
, 以及强弱对比 ,

快慢节奏
,

都有新 的

提高
。

它取材于鲁筝古曲 《庆太平 》 ,

根据 “

老八板
”
体系中的一

段发展而成
,

是建国以来
,

歌颂劳动人民的第一个创新筝曲
,

从

此结束了古筝演奏左手只能 “吟
、

揉
、

按
、

滑 ” 等传统技法的历

史
,

对山东筝派的创新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

因此
,

受到

全 国文艺界的注目
。

全国音协主席吕骥说 “这就是古筝新貌
” 。

北美音乐家学会来信祝贺说 “赵先生创作问世的 《庆丰年 》为

亚洲开创 了一条先河 ” 。

年在参加第十一届布拉格之春演出

时
,

受到与会 个国家音乐家的赞赏
。

世界竖琴表演艺术家马丽

亚 日娜娃跟赵先生学了 《庆丰年 》等乐曲之后来信说 她将此曲

教授 了五十三个国家的留学生
,

并灌制唱片售于世界各国
。

年



和 年
,

赵先生又先后到香港
、

日本访问讲学并演出此曲
,

赢

得音乐界人士的好评
,

香港 《大公报 》等新闻媒介作了 专 题 报

导
。

另一位著名古筝演奏家高自成先生
,

为了整理民 间 文 化 遗

产
,

三十多年来积极挖掘山东古筝曲谱
,

经过改编订谱的曲子 已

有百余首
,

如 《高山流水 》
、

《琴书曲牌联 奏 》
、

《天 下 同 变

奏 》等
。

他还和河南已故著名古筝演奏家王省吾先生一起研究试

奏了十首筝曲
,

定名为 《鲁豫大板套曲》
。

此套曲用 两 台 筝 演

奏 一台奏山东乐曲
,

一台奏河南乐曲
,

这种用两台筝演奏的复调

音乐
,

在筝界还是罕见的
。

此套曲在西安演出后
,

受到欢迎
。

他

在其它乐曲的演奏中还创新发展了 “ 先劈后托
,

抹劈结合 ” 的独

特技巧
,

并融化了陕西奏筝的演奏风格
,

既刚劲又细赋
。

他在演

奏 《凤翔歌变奏曲》时
,

巧妙地运用左手小颤
,

右手双劈
、

双托

及连续八度的和弦技巧与加花 , 其旋律动听优美
,

演 奏 技 艺 高

超
,

为山东筝派的丰富发展与提高作出了贡献
。

古筝不仅是中国的民族乐器瑰宝
,

也是世界音乐之林中的珍

品
。

用它演奏的乐曲
, 以其鲜明的个性

,

优美的旋律
,

幽雅动听

的独特风韵感染和陶冶人们的情躁
。

随着人们对文化生活需求的

不断增长
,

在民族音乐普及和发展中的古筝艺术
,

目前已在全国

一些大中城市 日渐复兴
,

从欣赏喜欢到自弹自娱
,

从少儿到成年

人
,

从院校专业到民间业余
,

假期办班与坚持自学相结合
, 已逐

渐形成一个多层次多渠道的筝乐普及的新趋势
。

近些年来
,

筝在

港
、

台的流传发展非常迅速普及
,

筝在东南亚各国已成为海外华

人作为标志其为炎黄子孙的信物
,

用以传扬中华风尚
。

正如现在

台北 的梁在平先生所说 “ 中国音乐
,

唯筝是崇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