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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筝艺术近半个世纪发展迅速 ,本文分析了近年来古筝
艺术的普及推广以及技术的发展创新 ,并提出了今后发展中要
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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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产生于两千年前 ,因此人们习惯在其名字前冠以“古”字。

应该说 ,古筝音乐的历史源远流长 ,在姹紫嫣红的民族音乐艺苑
里 ,极具华夏传统音乐特色的筝乐是繁花丛中最秀丽的一朵。
它音韵典雅优美 ,风格多姿多彩 ,与民间音乐、曲艺音乐、戏曲音

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 ,很长时间里 ,古筝艺术并没有得

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 ,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才进入了新的发展
阶段。特别是 80 年代后 ,筝乐的发展尤为迅速 ,不管是古筝教
育的推广普及还是曲目的创新及演奏技术的快速发展都上了一

个很大的台阶 ,这与代代作曲家、演奏家以及广大的古筝教育工
作者的努力是不可分割的。

一、五十年代 —古筝艺术为发展奠定基础

著名古筝教育家曹正先生曾经谈到历史上“重雅轻俗”的倾

向。其实 ,“雅俗”的区别是与社会地位的区别息息相关的。那
时候的“士 ”是封建社会的知识阶层 ,他们文化水平高 ,音乐自

然就“雅”,而被广大群众所喜爱的筝乐就被认为“俗”了。但是
党的文艺政策的内容又是艺术要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因此 ,

古筝艺术要发展是历史必然趋势 ,最大的转折在于 1950 年的时

候 ,曹正先生在更名后的东北音乐专科学校 (沈阳音乐学院前

身)率先设立了古筝专业 ,此后全国高等音乐院校才相继设立古
筝专业 ,1953 年曹东扶先生应音乐研究所之邀赴京演奏录音 ,

1954 年到河南师专教授古筝。1955 年中央音乐学院邀山东张

为昭到校教授古筝 ,1956 年再聘曹东扶执教。1956 年沈阳音乐
学院邀请苏文贤到校任教。1958 年金灼南到南京艺术学院教
授古筝 ,后来定聘于山东艺术学院。1959 年客家派筝人罗九香
到天津音乐学院任教。1960 年曹东扶去四川音乐学院任教。

1964 年曹正先生从沈阳调入中国音乐学院任教。另外 ,潮洲派
筝人郭鹰 ,山东派筝人高自成先后于 1952 年和 1955 年进入上海

民族乐团、总政歌舞团任专职演奏员。郭鹰同时在上海、南京、

天津、西安等音乐院校兼职教学。这些现状足以证明古筝艺术
已经全方位地进入了专业音乐的行列。但是这些民间艺人进入
高校后也逐渐发现了自己的不足。比如音乐理论知识的不够扎
实、教学经验的不足、知识面狭窄等等。他们深感自己的水平有

待提高 ,因此也有了学习或交流的热潮。在这方面 ,赵玉斋先生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时 ,他在教学之余努力学习音乐理论和
西洋乐器 ,将 200 多首口传的筝曲、擂琴曲整理成谱。当他发现

钢琴的演奏原理和古筝相似的时候 ,他便试着将钢琴的一些演

奏技巧用于古筝演奏 ,如将山东的筝曲《老八板》改编成《四段
锦》,在这首乐曲中采用了钢琴的和音方法 ,效果非常好。后来

他又创作了〈〈庆丰年〉〉,在这首乐曲中 ,他采用了左右手交替和
多声部演奏的手法 ,充分地运用了左手弹奏的技巧 ,结束了古筝
单手弹奏的历史 ,这首乐曲的创作成功成为了那个阶段古筝艺
术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同时 ,那段时期全国性的学术交流工作

也开展得特别好 ,各校的老师或相互兼课 ,或相互借调 ,这样也
很好地促进了教学水平的整体提高。另外 ,有几次重大活动对
这一时期古筝艺术发展有巨大影响。

111956 年第一届全国音乐周 ,当时出席人数达到 3500 人。
赵玉斋演出了《庆丰年》,曹正、罗九香、刘天一等都参加了演出 ,

高自成改编的山东筝曲《高山流水》获创作一等奖 ,并在中南海
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这次活动加深了人们对古筝的认识 ,也
使众多高校纷纷设立了古筝专业 ,加大了古筝艺术在社会上的

影响力。
211960 年 2 月 ,中国音协邀请山东派筝家赵玉斋、高自成 ,

广东汉乐筝人罗九香 ,河南派筝家曹东扶等五人在中央音乐学
院举行专场音乐会。当时有很多音乐名家观摩 ,大家对这次音
乐会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中国音协也将这次演出进行了大量的
报道 ,影响颇大。

311961 年 8 月 ,高等音乐院校古筝教材会议在西安召开 ,各
地的筝家大都到会。在这次会议上 ,各地的筝家讨论了各校的

古筝教材 ,交流了教学经验 ,进行了学术研究。会议不仅对教
材进行了规范 ,对指法进行了审定 ,还做了交流演出。因为山
东、河南两省地域相连 ,筝曲风格相似 ,两派筝家还联合创编了
十首乐曲 ,定名《鲁、豫大板套曲》演奏时采用了两台筝 ,一台演
奏山东乐曲 ,一台演奏河南筝曲 ,两台筝演奏的复调音乐 ,是一
次成功的创新。

二、六十年代初 ———第一批高校培养的古筝人才
走向社会

前面我们了解到五十年代很多高校都设立了古筝专业 ,那
么到六十年代这批学生毕业了 ,走入了社会 ,开始了与古筝教学
或演奏相关的工作。他们比较全面地掌握了中外音乐文化 ,吸
取了各个筝派的优点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些毕业生一
部分到了专业的演奏团体 ,一部分到了群众文化团体 ,还有一部
分留在了学校。这样 ,古筝艺术在更高层次上得到了推广。但
是当时正经历了文革 ,高校停止招生 ,因此教学工作暂时搁浅。
但是当时全国各地都组织文艺宣传队 ,这样演奏家们一直都从
事演奏活动。如当时刚进入专业团体的古筝演奏家项斯华、张
燕燕等就在从事演奏活动。王昌元的《战台风》几乎天天广播。
直到 1973 年高校恢复招生后 ,第一批毕业生才有机会从事教学
工作。他们又培养了更多的古筝专业方面的人才。

三、八十年代后 ———古筝教育进入普及阶段

因为有了前两个阶段的铺垫 ,全国的古筝教育者越来越多 ,

于是古筝教育的普及工作也越来越发展。在 50 年代 ,全国学筝
的人不过千人 ,可是到了八十年代 ,学筝的人数已经到了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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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特别是推行素质教育以来 ,学筝的人数增长更快 ,不仅是高
校和音乐学院的附中附小增加了招生名额 ,一般的学校也开始
开辟第二课堂 ,培养具有音乐特长的学生。这样古筝的普及工
作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由于业余学筝的人数越来越多 ,他们很
想有一个检验自己水平的机会 ,于是就有了全国性的古筝考级 ,

且考级人数每年在成倍增长。各地纷纷建立了一些筝艺社团 ,

另外 ,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也纷纷开展。1986 年到 1990 年在扬州
连续举办了四届“中国古筝学术交流会”,在第二届的交流会上
还专门安排了一场现代筝曲创作研讨会 ,涌现了许多新的作品。
1991 年 7 月在辽宁召开了“中国古筝家、传统筝曲交流研究会”,

这次活动有 300 多人参加 ,以“敬业乐群、敬老尊贤、尊师重艺”
为指导思想 ,并提出“茫茫九派流中国 ,天下筝人是一家”。随
后 ,各种古筝比赛也相继进行 ,这一系列活动都对古筝事业的繁
荣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四、九十年代后 ———筝曲创作和演奏技术飞速发
展

九十年代后 ,新作品层出不穷。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古筝
的艺术表现力 ,也为古筝技术的更新开辟了新的领域。如徐晓
琳老师创作的《情景三章》出现了四指轮的技巧 ,强化了无名指
在演奏中的重要性 ;《黔中赋》则运用了扎桩摇和悬空摇的交替
手法 ,扩展了摇指的运用手段。而王建明老师的作品《幻想曲》
则打破传统的五声调式 ,设计了一个新的定弦方法 ,促进了演奏
技法的改革。当然 ,新作品也还是以五声音阶的定弦为主 ,但是
在创作的难度及作品的深度上有了很大的突破 ,乐曲的风格和
表现形式越来越丰富。如何占豪老师的《临安遗恨》采用了钢琴
和筝协奏的作曲手法 ,作品以宏大的结构、强烈的戏剧性冲突以
及细腻的音乐语言 ,体现了古筝这一古老乐器超常的予以表现
力。在筝与钢琴的配合中 ,通过悲愤与哀怨、激情与温柔、跌宕
起伏的对比将岳飞这个受人尊敬的英雄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
乐曲通过优美的旋律把英雄对命运的悲叹、对人生的领悟、对奸
臣的愤慨、对戎马生涯的向往、对亲人的思念以及对人民的鱼水
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深深地震撼着听众的灵魂。< < 秦桑曲
> > 则把握了陕西筝派善抒情的特点 ,充分发挥了“碗碗腔”音
乐缠绵细腻、委婉迷人的表现力。乐曲的引子主要运用了密集
的有爆发力的摇指 ,中板主要是思念性的旋律 ,充分发挥了秦筝
传统的一些技巧如左手大指和中指、名指交替按滑筝弦的手法 ,

加上二拍子和三拍子的交替出现 ,使整段音乐如泣如诉 ,亲切感
人 ,细腻地表现了怀念亲人的复杂心情 ,乐曲后部分的快板则激
情满怀 ,一气呵成。而结束部分结构简洁 ,情绪得到升华 ,给人
“一声长在耳 ,百恨重经心”之感。另一首陕西筝曲《香山射鼓》
也是一首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它取材于西安鼓乐 ,以《柳青
娘》为基调 ,《月儿高》《香山射鼓》等四首曲牌连缀而成 ,描绘了
幽静的山谷 ,高耸的庙宇 ,虔诚的祈祷 ,深情的低唱的音响画面。
整首乐曲在技法上保持了秦筝的传统 ,也吸收了潮洲特有的“勾
搭”技巧。快板的双手演奏体现了盛大的庆祝场面 ,结尾简洁明
朗 ,有“珠联千拍碎 ,刀截一声终”的终止式效果。另外 ,作曲家
们在创作独奏作品的同时也越来越发挥古筝在群体中的表现
力 ,写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古筝重奏作品. 如《大浪淘沙》、《春江花
月夜》(古筝与琵琶二重奏) ;《渔舟唱晚》(古筝与高胡二重奏) ;

《丰收锣鼓》、《瑶族舞曲》、《百花引》《嫦娥奔月》(古筝合

奏) ,这些作品广泛在舞台上运用 ,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也使
古筝艺术的影响越来越深入人心。

另外 ,九十年代后古筝演奏技术方面也有了一个飞速的发
展 ,在这方面古筝演奏家王中山先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传统基本演奏技术基础上进行的发展和
创新 ;二是对传统演奏技术中左手可变因素方面展开突破与创
新 ,从而发展和开创了多种新的演奏技术. 如“快速指序”技术的
发展运用。快速指序最早是由筝家赵曼琴先生创定的 ,其基本
特点是 :强调运用符合运动规律的手法进行演奏 ,以全新的角度
阐释了弹奏中对称和惯性的合理转换问题 ,同时发展左手弹按
技术 ,便利了半音阶的演奏 ,大大提高了古筝的演奏速度 ,而且
在音色、力度、速度、转调等方面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一技术的
开创对古筝艺术的技术发展尤其是对现代筝曲的创作提供了更
多的表现空间。而王中山则在“快速指序”的原始基础上对其进
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突破。最初的“快速指序”

主要用于右手演奏当中 ,王中山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 ,

将“快速指序”运用到左手的演奏当中。例如他创作的《溟山》其
中左手就运用了大段的“快速指序”,具有很强的艺术冲击力。
另外 ,王中山还创新运用了“双手摇指技术”,主要是将原来右手
独有的摇指技术运用到左手当中来 ,在他创作的乐曲《云岭音
画》中就运用了这一技术。通过乐曲的演出效果来看 ,“双手摇
指技术”使古筝在表现长线条音乐时有了更多的音域表现空间 ,

对于丰富音乐的乐思发展和艺术表现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走位三指摇”技术的发展运用也是王中山的一个创新。这是以
增加色彩层次为主的技术创新。它的基本技术形态是大指、食
指、中指分别在三根不同的琴弦上同时采用摇指演奏法。王中
山在他改编的《彝族舞曲》中运用到了这一技巧。这一技巧强调
“走位”的概念 ,它既具有与传统摇指相同的陈述流动化、线条化
旋律音调的功能 ,同时由于“三指摇”有两个八度重复的音 ,使这
一结构具有更丰满的状态 ,让单线条的旋律变成了一条流动的
和声化色彩带 (这里说的和声化色彩带是指声部具有平行运用
关系 ,并在听觉上具有连续性、延绵感的和音连续状态) ,可以说
这一技术为古筝提供了一个新的艺术表现方式 ,特别是在另一
只手的演奏与“走位三指摇”形成呼应或对比时 ,更是可以大大
增强乐曲的戏剧性与色彩张力。以上只是列举了古筝艺术在技
术创新上的一部分 ,不管是老筝家还是年轻的古筝演奏家们都
一直致力于古筝艺术演奏或作品的推陈出新 ,使古筝艺术成为
民族音乐艺苑的一朵奇葩。

回顾半个世纪来古筝艺术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出 :古筝
艺术在近几十年来有了很大的提高 ,虽然它是门古老的艺术 ,但
是它在不断地为新时代服务。应该说是古老的艺术散发了现代
的活力。古筝艺术几十年的发展力度超越了过去的二十世纪。
现在 ,在很多国家如美国、加拿大、阿联酋、马来西亚等都有着非
常多的古筝演奏者和爱好者 ,这一古老的民族艺术已经立于世
界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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