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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 鲁 筝 考 略

刘 燕

苏州教育学院 艺体系
,

江苏 苏州

摘 要 齐鲁筝是中国古筝九大流派之一
。

在广泛流传 中
,

由于受地 区
、

环境
、

文化
、

历 史
、

经济

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

齐普筝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私流派
。

齐鲁筝的形成与 山 东地方戏 曲
、

民间说唱

山 东琴书
、

尤其是传统曲牌形式《八板 》密切相关
,

齐鲁筝是我国古筝中重要一流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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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指山东省
,

春秋时代
,

齐国在山东的西北部 沿海一带
。

鲁国在山东的西南部靠近河南
、

江苏省
。

当时的齐国要比鲁国强大的多
。

鲁国因孔子而出名
。

后来山东统称齐鲁
。

筝是由最早的

秦筝 陕西 流传到山东地区的
。

《史记李斯列传 》有
“

弹搏稗而歌呼呜呜
”

的秦筝最早记载
,

距今

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

在流传过程中
,

齐鲁筝具有依附性
、

区域性和延续性的特征
。

与当地风土习

俗及曲牌 八板 》都关系密切
。

一
、

齐普筝的渊源与流派成因

关于筝流传山东地区
,

最早的历史有争议
,

确切时间有待考证
。

年 月 由万叶书店出版

的《中国音乐史纲 》杨荫浏著 一书
,

在《上古时期的乐器
·

乐器略释 》一节中写到
“

筝
,

秦筝
。

乐

书多指筝为蒙恬所造
,

或以为源于西域
” 。

《战国策
·

齐策 》说 ,’晦淄甚富而实
,

其民无不吹竿鼓瑟
、

击筑弹筝 ,’见该书
。

此后
,

杨先生 已发现这段《战国策
·

齐策 》的引文有误
。

因此
,

在

年 月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杨荫浏著 一书中纠正了这一谬误
。

《战国

策
·

齐策 》苏秦对齐宣王说
“

临淄甚富而实
,

其民无不吹竿
、

鼓瑟
、

击筑
、

弹琴
” 。

见该书 即 春

秋时筑流行于燕
、

齐
、

赵等地
,

而筝独出西秦 见《史记
·

李斯列传 》中的秦筝最早记录
,

战国时齐

民弹筝之说
,

有待考证
。

筝广泛流传于民间是秦先与齐 还是齐先于秦 据 目前史料记载当然秦

国是发源地
。

但上述文字
“

弹筝
”

还是
“

弹琴
”

还有待学者去探考
。

若是
“

弹筝
”

的话
,

就说明齐先

于秦
,

反之就是秦先于齐了
。

汉魏时曹植《弃妇诗 》中有
“

抚弦弹呜筝
,

慷慨有余音
,

要妙悲且清
,

收泪长叹息
”

的描述 余冠

英《潜诗选 》 描述了曹植在山东为官不得志时的心境
。

《宋书卷六十四
·

列传
·

何承天 》
“

承天又能弹筝
,

上又赐银装筝一面
。 ”

译 何承天 山东郑城人
,

无神论者
,

天文学家
, 一 何

承天又能弹筝
,

皇帝又赐给他一张用白银装饰的筝
。

说明何承天精通音律并善弹筝
。

清代小说家

蒲松龄 山东淄川人
, 一 巧 在他的《聊斋志异 》中有

“

⋯⋯ 宦娘 少喜琴筝
,

筝已颇能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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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浒传 》
、

《红楼梦 》中都有关于齐鲁筝的描述
,

说明流传山东地区的筝久经不衰
,

具有不断

延续的特征
。

在长期艺术实践和不断的传承创新过程中
,

在当地民间音乐尤其说唱音乐
、

山东琴

书
、

《八板 》基础上发展
、

形成了齐鲁筝风韵独特的流派
。

齐鲁筝即山东筝主要流传于鲁西南荷泽

地区和鲁西聊城地区的娜城
、

哪城一带
。

这一地区流行着民间音乐
“

山东琴曲
” 、 “

山东琴书
” 。

山

东琴曲是一种由筝
、

扬琴
、

琵琶
、

胡琴等演奏的民间器乐合奏形式
,

因为筝在合奏中担任主奏
,

所以

山东琴书中的许多精华被古筝吸收
,

从合奏中分离出来形成了山东筝曲
。

而山东琴书是一种发源

于鲁西南的民间说唱
,

筝也为主要伴奏乐器
。

山东筝不仅从中吸取了一些曲牌
、

唱腔
,

而富有山东

方言的装饰性润腔也被古筝所吸收
。

清末时期邪城与哪城交界处黎同庄的黎邦荣先生
,

弹筝技术

很高超
。

他的弟子黎连俊
、

张年旺
、

樊西雨
、

赵玉斋
、

高 自成等
,

把齐鲁筝发扬光大
、

大胆而富于创

新
。

把民间乐曲《八板 》灵活
、

发展成为筝独奏和器乐重奏的形式
。

形成以
“

大板曲
”

为代表的齐鲁

筝地方流派
。

齐鲁筝派典型代表人物有 赵玉斋
,

年生于郸城
,

从小随黎连俊
、

樊西雨两位先

生习筝
,

技法精湛
,

风格粗犷爽朗
,

在齐鲁筝的继承和发展上堪称楷模
。

他借鉴西洋乐器表现手法
,

首次使用双手古筝演奏技法
,

使传统筝的韵味有和声效果
。

《庆丰年 》是他建国以来较早使用双手

技法的成功之作
。

高自成
,

年出生于山东郸城县东关里高庄
,

从师于张为昭先生
。

他演奏的

齐鲁筝纯朴典雅
、

华丽流畅
。

他右手运指既有力度又有速度
,

左手按弦细腻入微
、

淋漓尽致
。

在传

统曲的基础上创新
。

《风翔歌变奏曲》是山东琴书前奏曲《风阳歌 》的变奏
,

旋律优美
、

音色多变
、

淳

厚和谐
、

乡音浓郁
,

节奏多采用单一节奏型贯穿全曲的形式
、

规整对称
,

为齐鲁筝的继承和发展作出

了很大贡献
。

二
、

齐鲁筝与 山 东琴曲
、

山 东琴书

认齐鲁筝与山东琴曲

传统的齐鲁筝分为
“

大板曲
”

和
“

小板曲
”

两种
。 “

大板曲
”

直接出自山东琴曲
, “

小板曲
”

源于

山东琴书
。

山东琴曲和山东琴书都是流行与山东的民间音乐
,

两者有密切的联系
。

山东琴曲是一

种由筝
、

扬琴
、

琵琶
、

奚琴等演奏的民间器乐合奏形式
。

这种合奏形式主要流传在鲁西南地区
。

筝

在合奏中处较突出的地位
,

素有
“

无筝不成乐
”

之说
。

合奏时
,

各乐器的乐谱不尽相同
。

但曲体确

是相同的
,

这种演奏形式便是《八板 》曲体
。

每句八拍
,

唯第五句多四拍
,

这样全曲就有六十八拍
,

俗称
“

六八
”

板
。

据说这种
“

六八
”

格式是根据所谓的
“

天干地支加八卦
”

而定
,

不允许随意增减
。

人们也常称
“

碰八板
”

或
“

对流水
” 。

各曲均为
“

六八
” ,

且板序相应
,

因此各曲的长度
、

节拍速度均

能很好吻合
。

这些曲子以板序
“

第一
、

第二
、

第三
、

第四来标记乐曲的速度
。

如《汉宫秋月 》标为
“

大

乐乐器器 大板第一一 大板第二二 大板第三三

古古筝筝 汉宫秋月月 昭君怨怨 鸿雁捎书书 莺啡黄鹏鹏

扬扬琴琴 满洲乐乐 满洲词词 天下同同 天下同同

奚奚琴琴 丹西牌牌 满洲词词 鸿雁捎书书 鸿雁捎书书

琵琵琶琶 满洲乐乐 满洲词词 夜撞金钟钟 夜撞金钟钟

乐乐器器器 大 析析之 第 四四

古古筝筝 琴韵韵 风摆翠竹竹 夜静蛮铃 书韵韵

扬扬琴琴 高山流水水 高山流水水 高山流水 高山流水水

奚奚琴琴 红娘巧辩辩 红娘巧辩辩 红娘巧辩 红娘巧辩辩

琵琵琶琶 莺凤齐鸣鸣 莺凤齐鸣鸣 莺凤齐鸣 莺凤齐鸣鸣

注 此表系高自成先生编制
。

板第一
” ,

即表示这是一首慢板曲 《昭君怨 》标为
“

大板第二
”

即表示其速度中慢 又如《鸿雁捎书 》



标明
“

大板第三
”

即为中速 再如《琴韵 》标注
“

大板第四
”

即表示其为快板曲
。

大板曲是山东筝曲

的重要组成部分
,

也是齐鲁筝的风格
。

一些典型 的曲目来源传说不一
,

有的传说这些曲子汉代就

有
,

但更多人以为是后人根据前传谱的规格加以续写的
。

从演奏曲目看到
,

齐鲁筝的大板曲是在

《 又板 》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来
。

在保留骨干音和调式结构 均为宫调式 基础上
,

乐曲根据不同内容

用筝特定的演技来塑造不同的音乐形象表现不同的思想感情
,

使大板筝曲成为齐鲁筝中典型的风

格标致
。

、

齐鲁筝与大板曲
“

八板曲体
”

的结构特点和变奏形式是大板筝曲的主要特色
,

加之山东筝中按
、

滑
、

揉主要技法

的演奏
,

把八板演绎的出神人化
、

音韵清远
。

齐鲁筝的大板源于《八板 》
,

除齐鲁筝外
,

《八板 》在中

州筝
、

潮洲筝
、

客家筝的传统筝曲中都是重要 的组成部分
。

《八板 》是一首流传广泛
、

形体多变
,

已

有数百年历史的民间乐曲
,

它的板式结构特点为

一
、

二
、

三
、

】

一一一

一一一二一一一一一一一四五六七八

旋律特点 五声音阶以宫音 为骨干
,

第一大板终止在商音 上
,

第二大板终止在微音

上
,

第二大板是第一大板的变尾重复
。

旋律围绕宫 。 循环进行
。

形成三个不同的节奏音

节
,

与五音七音律诗的平仄转换格律相似
“

平平仄仄平
,

仄仄平平仄
” ,

或
“

平平仄仄仄平平
,

仄仄平

平平仄仄
”

起伏小
,

旋律流畅
,

调性明确
,

具有鲜明的山东地方特色
。

《八板 》原型

《莺嗒黄鹏 》山东传统筝曲

· 勇介

《汉宫秋月 》山东传统筝曲
·

以上将《 又板 》原型第一
、

二句与数首
“

八板体
”

山东筝曲的第一
、

二句作对比
,

从中可 以看出不

同程度的变奏衍生
、

演化的过程
。

《八板体 》结构在河南筝曲中的
“

板头曲
” ,

客家筝曲中的
“

大调
”

部分筝曲
,

潮洲筝曲都有所体现
。

、

齐鲁筝与山东琴书

山东琴书发源于山东鲁西南地区
,

是一种民间说唱艺术形式
,

演唱形式由二至六人不等
,

主要

伴奏乐器以扬琴为主
,

所以称
“

山东琴书
” 。

山东琴书的伴奏乐器有筝
、

坠胡
、

软弓胡琴
。

其曲牌有



《大八板 》
、

《天下同 》等
,

唱腔除《剁子板 》外还有 民间的小调和曲牌
。

如《上河调 》
、

《汉 口垛 》等
。

演唱特点是韵味浓
,

唱腔华丽动听
、

节奏多变
、

旋律性强
。

将琴书的唱腔和过门曲牌用筝单独演奏
,

便形成了齐鲁筝的小板曲
。

在这些曲调的基础上
,

运用古筝演奏手法
,

采用加花变奏
,

形成了筝曲

如《风翔歌 》
、

《满江红 》
,

这些曲调都配有一定的词
,

便可以演唱
。

另有一些板头曲也就是前奏曲或

间奏曲
,

或叫
“

小八板
” 、 “

小板
” ,

其主要曲子有《天下同 》
、

《过街牌 》等
。

琴书牌子曲《风阳歌 》与《风翔歌 》对比

唱腔 胆 丝 鱼 丝 色卫 丝 呈一旦

筝 旦 丝 丝 丝 巨兰工 巨巨一里 互二 丝

从中可以看到筝曲保留了唱腔的骨干音 终止音
。

把旋律含有 山东地方方言的音调用滑音

表现出来
。

突出了唱腔曲牌为主的特点
。

总体来讲
,

小板曲没有大板曲的变化手法多
,

但小板曲短

小精悍
、

灵活多样
、

结构 自由
,

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纯朴的音韵特点
。

大板曲与小板曲是齐鲁筝

的地方风格特色
,

而成为齐鲁筝派乐曲的代表性作品
。

三
、

齐鲁筝风格及演奏技法特点

音乐艺术的风格尤其是地方风格与当地经济
、

文化
、

环境
、

方言
、

习俗有着密切关系
。

齐鲁筝地

方风格特色主要表现为 装饰性的按滑音手法
,

在同一首曲调上进行技术性和色彩性的加花变奏
。

②右手突出表现在一个
“

花
”

字上
。

③受唱腔的润腔影响
,

以使旋律具有地方方言腔调
。

把 按滑

为
,

把 按到
。

④演奏风格粗犷
、

豪爽
。

演奏技法特点 右手手指触弦与运用
、

大指触弦多用指尖部分
,

靠小关节运动
。

与河南派大

指触弦也是用指尖
,

但靠大关节运动
。 、

齐鲁派大指连续快速
“

托劈
”

构成摇指
,

也是用小关节托

劈
,

节奏型常为
“ 述之全

一

上 述一兰止芝丝
” 。

而齐鲁筝摇指一般都先
“

劈
”

后
“

托
”

起强调作用
。 、

大指
“

花奏
”

指法使用频繁
,

大指奏旋律时常以大指为主
,

中指构成快速勾
、

托
、

抹充当摇指
。 、

中指的

旋律感较强
。

如《夜静变铃 》
、

《高山流水 》中旋律由中指担任
,

大指常奏
“

花奏
” 。 、

食指中常出现

挑的现象丝 丝 风格刚健浑厚
,

音色清脆明快
。

左手指法触弦与
“ ” 、 “ ”

音运用 ①
“

虚点实接
、

揉拈摄空
” ,

频繁使用小三度上下滑音
,

与当地

的方言润腔关系密切
,

常常把变微音按滑为带装饰性的微音
,

把变宫滑为带装饰性的宫音
,

与河南

筝乐相 比较
,

不同之处是
,

山东的
“ 、 ”

按下去时不象河南派那么直接
。

②齐鲁筝左手揉
、

按音无

论是细腻的小颤音
,

或是滑音
,

激越的按音
,

都细致地表现出不 同作品的情绪特征
。

如《汉宫秋

月 》
、

《书韵 》等
,

表现的形象生动逼真
、

韵味淳厚
、

清远淡雅
,

有纤巧秀美的风格
,

也有浑厚淳朴特

色
。

③ ,’
、 ”

音经装饰滑音后再发响
。

左手按至
“ ”

或
“ ”

音位
,

弹弦时略带呼吸
,

右手弹后左手

马上在
“ ”

或
“ ”

基础往下按滑
。

④
“

走指
”

左手运用颤音
,

右手奏出连绵的托腔乐句
,

使旋律曲

调凄婉欲绝
。 “

邻弦回音
”

以加强力度
。

齐鲁筝以其
“

刚健浑厚
、

清脆明快
“

的风格特点
,

体现了齐鲁人民的性格和齐鲁人民在生 亏经

历中的深厚积淀
。

由于历史原因
,

齐鲁筝在解放前并不受到重视
。

弹筝人多迫于生活而去 二 筝
。

新中国成立后
,

由于党和国家的关怀与重视
,

众多筝家被请至高等学府任教
,

如赵玉斋高 自成等
。

他们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优秀古筝人才
。

同时新作品不断涌现如《丰收锣鼓 》
、

《包楞调 》等
,

技巧方

面大量使用双手快速演奏
,

同时进行不同声部的演奏
,

打破了传统单一演奏的常规
,

丰富了山东筝

的表现力及艺术感染力
。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
,

山东筝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力度并不够
,

涌现出的作

品不是很多
。

而近年来现代作品却层出不穷
。

如何在齐鲁筝传统基础上创新发展古筝艺术
,

这有

待于每位筝人去开拓研究
。

如果脱离传统的轨迹一味进行所谓现代的创新
,

那么 下转第 页



最早的兽面纹是良诸文化的一件玉踪
,

在每一长方形凸面上都琢刻了一个阴线的兽面纹
。

眼睛是

双重圆圈
,

眉毛是重叠弧线宽带
,

鼻子是重叠横线宽带
。

可见
,

最早的兽面纹几乎都是由几何形构

成的
。

而后的兽面纹
,

除了圆形的双 目不变以外
,

其布局及纹饰都有很多变化
,

但还是都离不开几

何形装饰
。

都装饰以其它几何纹样
。

如 连珠纹
、

云雷纹等
。

、

火纹
。

火纹是一个圆形的图案
,

沿边饰有数条旋转状的弧线
,

中心是一个或大或小的圆圈
。

火纹的图案近似水涡
,

所以也有人称之为涡纹
。

青铜器上
,

火纹除在圆形部位单独装饰外
,

一般都

与龙纹相结合
,

通常是一个火纹一个龙纹相互间隔
,

这种组合形式或称之为火龙纹
。

、

乳钉雷纹
。

它是以斜方格为单位的连续图案
,

每一斜方格中有一圆形的乳突
,

四周填以细密

的雷纹
,

每一个斜方格单位之间用较粗的线条相隔开
。

几何形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走过了上万年的历程
。

几何风格的基本图案实际上也同样出现

在欧
、

非
、

亚
、

美等洲的各个国家的装饰文化中
。

西方自包毫斯设计学院建立以后
,

设计的风格趋向

简洁明快
。

设计以满足实用的功能为要 旨
,

摈除一切所谓
“

多余
”

的非功能的浮饰
,

一方面这是当

时人们审美趋势的要求
。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与当时的生产技术条件相适应
。

在这样的客观现实下

几何形无疑是最为合乎要求的选择
。

几何形装饰是人类所喜爱的一种审美形式
,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它都不应消亡
,

假如一个人连什

么是圆形
、

方形
、

三角形都不懂的话
,

怎么能去认识客观世界呢 人类社会在飞速发展
,

而人类审美

需求又有多样性
,

因而有着抽象意味的
、

含蓄的几何形装饰仍有着它的一片天地
,

它是装饰文化中

的一朵奇葩
。

上接第 页 齐鲁筝就会脱离它赖以成长和发展的沃土
,

而失去生命力
。

但一味地效仿传统而

不去创新
,

就会失去发展的空间出现停滞不前
,

古板僵化的局面
。

四
、

结语

具有悠久历史的齐鲁筝
,

吸取民间音乐山东琴书的营养
,

继承了传统民间乐曲《八板 》的结构

形式
,

发挥变奏特点
,

使齐鲁筝乡土韵味浓郁
,

形成了具有齐鲁地区风格特点的古筝艺术流派
。

也

是我国筝坛上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古筝流派
。

齐鲁筝面临着传承与发展
,

传统和创新的问题
,

传承基

础上的创新不仅是齐鲁筝发展途径中值得深思的问题也是中国古筝发展途径中值得深思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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