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筝艺术的传统和创新

冯光钮

正当我国人民满怀信心地跨进九十年代
,

热情地投身于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 的社

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时候
,

在历史文化名城扬州

举行了中国古筝艺术第二次学术交流会
。

来自

全国各地和海外的筝友们
,

在这次盛会上广泛

地交流了古筝艺术经验
。

特别是通过演奏
,

交

流了四十多年来创作和改编的筝曲新作 从理

论上探讨了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

创作出

既充满时代精神又 富有民族风格及地方色彩

的筝曲作品
。

参加这次学术交流会
,

使我获益甚多
。

这

里
,

我想从古筝艺术的传统和创新谈起
,

并对

进一步繁荣古筝艺术谈一些想法和建议
。

漫长的历史长河
,

流淌着我国各民族人民

用 自己辛勤的劳动和智慧创造的丰富多彩的

民族音乐文化水脉
。

古筝艺术就是祖国传统音

乐文化水脉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中国古筝音乐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

据史料典籍记载
,

在公元前二世纪左右的春秋

战国时期
,

它作为声乐的伴奏乐器 已在当时的

秦地 今陕西及甘肃
、

青海等地 广为流传
。

两

千多年来
,

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筝家创作加工和

创造发展
,

这种古老的民间乐器的构造和形制

不断得到完善
,

演奏技法和乐器的表现力越来

越丰富
。

尤其是近几十年来
,

古筝艺术更呈现

出令人可喜的局面 多种多样的流派风格得到

进一步发展 传统曲目及新创作品在群众中较

广泛的流传 老一代筝家为培养后继者呕心沥

血 中青年古筝人才不断涌现 业余古筝爱好

者越来越多 演奏形式也由独奏
、

为歌唱伴奏

发展为重奏及器乐合奏
。

这些都使古筝成为最

受人们喜爱的民族音乐艺术之一
。

这些成绩都是在学 习传统和继承传统优

秀遗产的基础上取得的
。

从古筝演奏和筝曲创

作来看
,

古筝艺术的发展不能不受到古筝传统

的深刻影响和有力制约
。

离开了纵向继承
,

古

筝的独特艺术个性和艺术风貌就难以延续和

传承下来 离开了横向借鉴
,

便会影响古筝艺

术的丰富和发展
。

但
,

古筝界在为保存古筝的独特艺术性
,



学习传统
,

继承传统方面
,

还存在着一些薄弱

环节
。

特别是在前些年那股来势不小的反传统

思潮的影响下
,

古筝艺术也受到波及和冲击
。

有人把古筝及传统民族音乐一概贬损为封建

社会的产物
,

认为在今天 已不合时代潮流而加

以排斥 还有的人认为古筝的传统表现技巧落

后
,

热心于另起炉灶
,

唯
“

新
”

就好
。

虽然这

些错误观点在古筝界未形成大的气候
,

但仍带

来不少消极作用
。

这表现在一些同志对古筝艺

术传统的学习不那么热心
,

远不如五十年代和

六十年代初期对古筝传统的挖掘
、

学习的劲头

大
,

特别是年轻一代筝人 包括专业的和业余

的
,

对古筝的传统已不甚了解
。

弹奏起来感到

很生疏
,

筝的韵味不浓
,

创作的新筝曲音乐语

言贫乏
,

缺乏古筝特有的情趣
。

这种后果
,

人

们已从艺术实践中深切地意识到
,

迫切地感到

学习和继承古筝艺术的优 良传统
,

仍然是十分

重要的
。

任何一个音乐品种的艺术特色
,

既有继承
,

性
,

又伴随时代的进程
、

审美观的变化而不断

演变
。

纵观我国各门音乐艺术的发展历程
,

都

离不开这个规律
,

古筝艺术也不例外
。

艺术是

扮种社会意识形态
,

它是时代的产物
。

古筝艺

术和整个音乐艺术一样
,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
‘

程中
,

都反映着每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观念意

识
。

只要我们研究一下传统筝曲
,

就可以清楚

地看到
,

首先是社会生活对筝曲作品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和影响
。

任何一首传统筝曲必然反映

出一定的时代生活特征
,

从而带着产生它的那

个时代的印记
。

人们常说 “ 民歌是时代的镜子

和回音壁
” 。

优秀的古筝乐曲与民歌一样
,

也是

源于生活原形的
“

艺术变形
” ,

通过演奏者的弹

奏
,

在琴弦上唱出时代的旋律
,

是另一种形式

的时代的
“

回音壁
” 。

自然
,

在我们审视古筝艺术传统时
,

也不

难看到
,

古筝艺术传统中确实也有许多不足之

处
,

在艺术表现上有一定的局限性
。 ·

同时亦应

该承认
,

古筝艺术在长期的发展中
,

历代筝家

以其创造性的辛勤劳动
,

为古筝艺术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和成果
。

近四十多年的筝艺发展事实

也告诉我们
,

古筝艺术的革新是 不能抛弃传

统
、

另起炉灶的
。

应当在吸取现实生活养料的

基础上
,

用当代人的眼光去重新审视古筝艺术

传统
,

以适应新时期人 民群众艺术欣赏的需

要
。

继承传统是为了创新
,

创造新意离不开传

统法度
。

处理好这种辩证统
一

的关 系
,

我们才

能更好地继承古筝艺术的优 良传统
,

不断推陈

出新
,

使传统更加发扬光大
。

古筝艺术家曹正 先 生 曾引用毛泽 东的著

名诗句
“

茫茫九派流中国
”

来形容古筝流派之

丰富
,

这是很恰当的比喻
,

足以说明两千多年

来古筝艺术流派风格异彩纷呈
。

现在
,

我们要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

提倡主旋律

与多样化相辅相成
。

多种多样的艺术流派
,

发

展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

是符合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文化的多样化要求的
,

这也是继承古

筝艺术优 良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
。

古筝艺术的生命力存在 于广大筝家的不

断参与创造发展之 中
。

有的筝曲在 民间流传若

干代
,

甚至历经千百年
,

其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仍不稍减
。

古筝流派在各个时期于 民间
、

宫廷

及寺院竞相争妍的情况
,

在有关典籍及古诗文

中亦有记叙
。

但由于历 史 仁缺乏 曲谱记录
,

现

在
,

我们除了从古诗文中可以觅 见一些筝曲名

称及描绘著名筝家的生动演奏场面的文字外
,

只能从流传在 民间的古筝曲中获得 一些感性

的认识
。

建国以来
,

许多音乐工作者对留存在民间

的古筝音乐进行了普查收集
,

看到了古筝艺术

流派纷呈的情况 山东筝派
、

河南筝派
、

浙江

筝派
、

潮州筝派
、

客家筝派
、

陕西秦筝派以及

蒙古族雅托噶
、

朝鲜族嘎呀高 伽椰琴
。

这些

筝派风格多样
,

有着差异性很大的鲜明艺术个

性
。

有的刚健激越
,

有的幽柔清雅
,

有的轻盈

柔美 ⋯ ⋯
,

但均各异其趣
。

这些形成于中华大地的古筝艺术流派
,

主

要以地域或民族的古筝群体为特点
。

它们是在



特有的土壤上生长开放的花朵
。

这些流派的艺

术风格的形成
,

以其拥有一批代表性筝家和代

表性曲目为明显标志
。

特别是在曲目演奏方面

尤能表现出特有的技巧和风韵
。

如山东筝派的

《汉宫秋月 》
、

《高山流水 》
、

《凤翔歌 》
,

河南筝

派的 《和番 》
、

《天下大同 》
、

《闹元宵 》
,

浙江筝

派的 《四合如意 》
、

《海青拿鹅 》
、

《月儿高 》
,

潮

州筝派的 《昭君怨 》
、

《寒鸭戏水 》
、

《平沙落

雁 》
,

客家筝派的 《出水莲 》
、

《蕉窗夜雨 》
、

《单

点头乱插花 》
,

陕西秦筝派的 《秦桑曲 》
、

《香山

射鼓 》
、

《绣金匾 》
,

等等
,

都体现出各个流派丰

富多彩的艺术活力
。

古筝艺术流派发展的经验充分说明
,

艺术

风格要越有地方性才越有全国性
,

越有民族性

才越有世界性
。

近几十年来
,

古筝艺术专业化

的发展
,

艺术院校培养了许多古筝专业人才
,

文艺演出团体大都设有专业古筝演奏人员
,

这

在古筝史上
,

是空前的繁盛时期
。

与创作
、

演

奏的提高比较起来
,

相对来看对流派的继承则

注意
、

提倡得不够
,

有点顾此失彼
。

虽然
,

在

许多地方各种民间筝派仍继续在流传
,

但由于

老艺人的不断故去
,

专业艺术团体保留节 目的

推广
,

加之一些农村青年筝手到城市音乐单位

的
“

进修
” 、 “

培训 ” ,

古筝流派的地域实际上有

越来越缩小的趋势
,

有的地方已逐渐消失
,

富

有个性特征艺术风格的流派曲目后继乏人
,

这

并非祀人之虞
。

发展流派
,

是为了进一步促进古筝艺术的

兴盛
。

我感到
,

首要的是
,

应该认真总结古筝

流派的艺术经验
,

研究各种流派的现状及特

点
,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取其精华
,

发扬流

派的特长
,

继续推动地域或民族群体性的古筝

流派风格的不断变化发展
。

另一方面对个人流

派也应大力倡导
,

鼓励筝家根据个人的艺术特

长
、

天赋条件进行创造
,

逐渐形成个体鲜明的

新流派
,

让流派在古筝艺术的长河中
“

流
”
起

来
。

其次
,

提倡流派越多越好
。

自然
,

这里指

的流派
,

是真正经受了时间
、

地域和群众欣赏

实践检验
,

艺术个性鲜明的
“

这一个
” 。

一旦发

现独特的筝艺风格
,

就应给这种风格的发展创

造 良好的条件
,

以利于流派的成长
。

我想 卜声
筝艺术的路子应越走越宽

,

让各种流派
、

风格

都充分享有展现才华的天地
。

艺术的生命在于变化
,

在于创新
。

古筝艺

术四十多年来之所以获得很大的发展
,

除了重

视学习传统
、

继承传统外
,

与古筝新曲目的大

量涌现也是分不开的
。

这些新作经过演出实践

的考验
,

有的已成为音乐会的保留节 目
,

有的

作为教材被广为传授
,

有的编成专集或录制成

唱片
、

录音带出版发行
。

这些古筝新作显示了

自己的艺术生命力
。

与传统筝曲相比
,

有联系

又有超越
,

有继承又有变化发展
。

古筝艺术在两干多年的发展历史中所形

成的传统
,

犹如一条滚滚流动的河流
,

每一个

时代的古筝家都将 自己的创造和贡献注入在

传统的长河里
。

在四十多年来迅速发展的古筝

事业中
,

筝曲创作的成绩引人注 目
。

这些新作
,

在今天看来是现代曲目
,

在下一代人看来便是

传统筝曲
。

它们不仅较广泛地表现了当代人民

的生活和时代风貌
,

而且也丰富了演奏技法和

推动了乐器制作的改革
。

这说明
,

古筝传统并

非是一成不变的
,

它必然随着时代的进程而发

生变化
。

传统筝曲创作的宝贵经验
,

值得我们认真

汲取
。

当代筝家中的许多有识之士
,

沿着古筝

艺术的传统
,

在现实生活的肥沃土壤中汲取丰

富的养料
,

创作了许多好作品
。

这些作品表达

了人们的思想
、

感情
,

反映了新时代的生活现

实
。

即使是表现历史题材的筝曲
,

或采用民歌
、

曲艺
、

戏曲音乐及艺术歌曲改编的筝曲
,

也较

好地反映出作曲者和演奏者对筝曲艺术的理

解
,

有一定的思想深度
。

这些新编乐曲与传统

乐曲比较起来
,

明显地产生了不小的变化
,

这

种变化
,

不仅仅是弹奏形式技巧上的创新所带

来的
,

更主要的是筝曲表现的思想情感及内容

的不同所要求的
。

近几十年古筝音乐创作及演

奏技法的发展
·

,

为我们提供了两个方面的经

验 一是保持和发展古筝音乐传统的独特因



素
,

并不排斥融化吸收其他姊妹艺术及外国音

乐的表现技巧
、

手法
口

二是为了表现新时代的

生活风貌和适应新观众的审美需要
,

不断从现

代生活中吸取营养
,

丰富古筝曲目
,

扩大和增

强古筝的艺术表现力
。

用一些前辈艺术家的话

来说
,

就是 艺术创作要一手伸向传统
,

一手

伸向生活
。

古筝艺术的继承与创新也离不开这

个规律
。

在肯定古筝创新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
,

我

们也看到还存在某些不足之处
,

需要在今后的

创新实践中不断得到改善
。

新创作的筝 曲题材所反 映的内容还 不够

宽广
。

运用筝曲描写和表现民俗风情
、

山川风

光当然是必要 的
,

但人民的生活是十分宽广

的
,

筝曲创作的题材也应当十分宽广
。

作者应

当在生活的海洋中
,

选择自己最熟悉的
、

有意

义的素材
,

巧妙地采用古筝的音乐语言和弹奏

手法
,

从不同角度反映出人民的理想和愿望
,

反映出丰富的大千世界
。

另外
,

创作方式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局 限

性
。

四十多年来筝曲的创作
,

大致有三种方式

开始是筝演奏家兼搞创作
,

后来有的专业作曲

家参与进来
,

三是筝演奏家与作曲家进行合

作
。

由于筝演奏家与作曲家的音乐创作思维方

式不尽相同
,

而带来某些创作上的缺陷和失当

之处
。

从筝演奏家创作的筝曲中
,

不难看出他

们对乐器的性能掌握娴熟
,

但多从发挥演奏技

巧 出发 由声乐曲改编移植成的筝曲 器乐化
、

古筝化的程度却又显得不够
。

由作曲家写的筝

曲作品
,

往往由于对筝的性能及传统技法 包

括曲式结构
、

表现手法 不太熟悉
,

使用的手

法较为单调
,

变化不大
,

弹奏起来不够顺手
,

特

别是对左手的技巧发挥得不 充分
。

另一方面
,

对刮奏
、

扫弦的运用
,

往往又不够适度
。

有的

乐曲听起来也很热闹
、

有气氛
,

但给人留下的

印象却是花花哨哨的一串串音响
,

原因是这些

技法运用的分寸失当
,

使人感到游离于内容之

外
。

创作上的这些不足
,

有待于在创作实践中

不断加以改进
。

相信通过广大筝家和作曲家的

努力
,

艺术功力的不断提高
,

筝曲作品将更臻

完美
。

发扬传统和锐意创新
,

是繁荣古筝艺术不

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

我们要在
“

传统
”

与
“

创

新
”

之间架起一道桥梁 既使优秀的古筝传统

得到承续
,

又要勇于创新
,

使古筝艺术获得不

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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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面 历史
、

文化的诸多因

素
,

在艺术的感受上
、

理解上也是

如此
。

这个方面的简单化观点
,

会

影响艺术的独创性和丰富性 影响

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反映
,

影响
“

艺术掌握世界 ” ,

同时还会助长反

对反映论的唯心主义
。

为人民服务
、

为社会主义服务

的音乐道路 明确 了 艺术的社会功

能
。

和艺术的表现一样
,

艺术的社

会功能的作用方式及效应极 其复

杂
。

革命的
、

进步的
、

健康优美的

音乐如此
,

低级庸俗的音乐也是如

此
。 “

现代化
”

的靡靡之音就不能只

看其歌词内容和音符排列
。

如果忽

视艺术社会功能的复杂方式
,

也会

影响对艺术反映
、

艺术表现的复杂

性的认识
,

影响我们所需要的社会

功能的实现
。

为人民服务
、

为社会主义服务

的音乐道路
,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

方法论
,

我们的艺术发雇当然应该

是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的
。

在实践

上
,

几十年的历程 只是百花齐放
、

百

家争鸣的开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