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古筝历史的探讨

曹 正

引 盲

研究我国古代弹拨乐器 —筝的时候
,

既要重视正

史的记载和古典文艺作品中的描写 也要重视民间故事

传说和稗官野史的叙述
,

因为它是从各个不同角度
, ·

在

各个历史时期客观的反映了人们对筝的看法 、 所以不能

也不应该偏执一说给古筝历史作出轻率的结抡
。

古攀斌是滋地的民间音乐艺术
、

在重雅轻俗的封建

时代
,

直遭受士大夫阶级的诬蔑和诽谤
,

谬说流传
,

贻害非浅
。

到今天
,

社会的发展
、

人类的进步 使我们

对待历史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

要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

度来看古筝的历史
,

以便比较准确地阐明古筝真实的历

史面目
。

研究古筝历史
,

要以社会发展情况为根据
,

具体通

过现代可以见到的和流行的乐器
、

表演技艺
、

古乐谱
、

乐器改革
,

结合历史上有关筝的记载和故事传说等等
,

由近及远
、

从令到春 经过辩证推敲
,

理出对这一古老
民间音乐遗产的正确看法来

,

更好地发扬古筝艺术
。

关于古筝的命名

筝是根据音响效果命名 的
二

后 汉 刘熙在《释名妙里

说“ 施弦高急
,

筝筝然也 ” 唐李娇咏筝诗里也有 “ ⋯⋯

莫听西秦奏
,

筝筝有剩哀
。 ”这 种用音响效果为乐器 命

名 也正如古人对
“ 磐 ”“琴 ”“ 呼呼瞥乐器的取名一样

·

是符合历史悄况
、

合乎当时人血时事物看法的习惯的
。

筝
,

为什么又叫“ 秦声 ”、 “ 秦筝”和“古筝 , 呢 汉末

建安才子曹子建在《空侯斌》中说 “秦攀何知概 齐瑟和

且柔今唐王湾诗 “虚室有秦攀气 张九赞诗产端居正无

绪
,

那复发争筝
。 ”岑参《秦筝弥》“ 汝不 闻

,

争等声最

苦
, · ”

⋯白
一

居易咏《筝》诗里有“赵瑟清相似
,

胡琴姻不
’

同
·

一嘴些诗句申的“秦攀
、

齐瑟 赳瑟
、

、

胡辈
’

糠为题

咏的反衬和诗句对仗工整外
,

更重要地是说明了乐器的

流行地域
,

因此我们说在攀
、

瑟等乐器上冠以秦
、

齐
、

赵
、

胡字样
,

是因地异名井非指朝代而言 , 至于近代人

喜欢在筝字上加一古字 称为“ 古筝 ”无非是想借以说明

筝的厉史悠久昙了
。

产秦声
”之说

,

来源于《史记
·

李斯谏逐客书 “ ⋯⋯

弹筝搏脾而歌呼呜呜
,

快耳目者
,

真秦之声也
。 ”以往

,

多少年来
,

都误以为秦筝在陕西本地失传了
,

其实不然

因为在陕西榆林地区的“
偷林小曲 ”中 始终都用古筝来

伴奏的
,

这当然是秦筝的余绪 秦筝并未失传的重要证

据
。

不过它很少受到外来的影响
, 、

发展不大 仍然停滞

在象《汉书
·

盐铁论
·

散不足篇》里所说的“ 无要妙之音
,

变羽之转 ,, 的一般水平而已
。

秦筝是民间乐器

筝是道地的民间乐器
。

西汉桑弘羊在优盐铁论
·

散

不足篇 》中写道 “ ⋯⋯往者
,

民间洒会
,

各以党俗
,

弹筝

鼓击而已 ”这 “ 往者 ”二字
,

说明了筝是在西汉以前多少

个世纪 多少年来筝在当时当地都是民间党俗所不可缺

少的乐器
。

如果从秦
、

汉的历史年代而论
,

《盐铁论 》的

记载也是对李斯《谏逐客书芳中所谓 “ 真秦之声 ”的叙述

作了补充
。

侯后魏
、

晋
、

南北朝
、

隋
、

唐
、

宋
、

元
、

明
、

清“一以至现代
,

不但有历代文人在正史里和诗词歌赋

里广为宣传介绍 也可以从“ 茫茫九派流中国 , 的古筝曲

谱印证筝是流传广大民间的乐器
。

当然也不排徐在某一

个朝代
,

某一个历史时期
、

筝也曾经被封建统治者攫为

享乐乐器
,

进入宫廷的乐队里 但这不是主流
,

也不 影

响筝在民间音乐中的地位
。

驳“ 分瑟为筝
”之谬论

除上述以音响效果为筝之命名外 还有从乐器的形

制和取材为筝作解释的声提 昌这种观点的不妙乎是户多梦
同源论 ”和 “ 筝筑一器论 ” ,

这无非是囿于历史故事传说

加以牵强附会的结果而已 如《瑟史》上说
“黄帝令素女

鼓五十弦瑟
,

帝悲不止
,

破为二十五弦瑟 ”这本来是乐器

发展史的必然产物
,

并没有什么神秘可言
,

但是到 了

陈陆琼《玄圃宴各咏一物得筝》诗里 就成为 “

定减瑟中

弦 ”
的法则了 而唐代赵礴在《因话录 》里则干脆具体化

为“ 秦人鼓瑟 兄弟争之
,

又破为二
,

筝之名自此始气

其实 这种分瑟为筝之说
,

尚不止兄弟争之
,

还有“ 秦俗

薄恶
,

有父子争瑟者 ” 见《集韵 》 也有说是“秦有婉无

义者
,

以一瑟传二允 争引破
、 终为二器

,

故号笋气 或

云“ 秦女姊妹争瑟 引破终为两片
,

其一片十三弦为 姊

分 其一片十二弦为妹分
,

秦皇奇之
,

立号为筝” 见 乐

道类集
,

当秦筝传到 日本之后
,

记入 日本筝史里的传



说
,

就演绎成为秦始皇的两位爱姬
,

分二十五弦之瑟为

十三弦
、

十二弦两种筝
,

并说传入日本的是十三弦
,

传

到朝鲜的是十二弦
。

〔见 日本中岛雅乐之都著《筝曲的知

识
·

沿革略 》表注 这种“ 筝瑟同源论 ”的“分瑟为筝”的

故事传说
,

都是着眼于‘ 秦代 “ 筝”两字上
,

所以有“秦人

鼓瑟 ” “ 秦俗恶薄 ” “ 秦有婉 一作统 无义者 ”“秦女姊

妹汽

一以至“ 秦始皇的两位爱姬 ”这个“ 秦悖
,

以时代
、

国度
、

地区而言
,

它概括了战国时代的秦国和秦地
,

这

便是后世称为秦筝的根据 , 而作为乐器命名的“ 筝”字
,

则有人各取所需的作了不同的解释 一种是许慎的《说

文解字 》观点
,

说“
氧 鼓弦竹声乐也

,

从竹争声 ” 持这

种观点的还有《风俗通义 》说 “ ·

⋯五弦筑身
, “ ”“ 筝形

如瑟
。 ” 《集韵 》说 “ ·

一名为筝
,

古以竹为之
。 ”到了清

代的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 》则解释成为 “古筝五弦
,

施于竹如筑
,

秦蒙恬改于十二弦
,

变形如瑟
,

墓竹于木
,

唐以后加十三弦
。 ”这些观点

,

都是因为“ 筝”字 “ 从竹争

声 ”望文生义而来者 另一种则是着眼于“争 ”字本义的
“分争 ” “斗争 ”“争夺 ”的争字作解释

,

所以把这个晋人

傅玄 誉为“仁智之器 ”的筝
,

诬蔑为“无仁无义 万的乐

器 , 使魏人 阮王勘 称之“众乐之师 ”的民间乐器
,

蒙受
着一两千年的不白之冤

,

岂不可借 时至今天
,

尚有人

把这种谬说
,

不加明察而照录云云
,

写入中国音乐史册

中去
,

又岂不可叹

健倡书瑟同时井存

当然
, “ 筝瑟同源 ”

也不是毫无根据的
,

乃是从乐器

的形制
,

结构上有某些近似之处而提出的看法
。

其实筝

和瑟 也包括筑 是同时并存的
,

一

不但在战国时代的秦

国如此
,

就是在齐国 现代的山东省 也是这样 如《战

国策
·

齐策 》里就有“ 临淄甚富面实 ,

井民无不吹笔 鼓

瑟
,

击筑
,

弹带““ · ”的记载 秦赵绳池之会
,

蔺相如完
璧归赵故事里

,

也提到了“ 赵王为秦王苹舞
,

秦王为赵王

击击里的事 而李斯向秦始皇上书
,

谏始皇收回逐客卿的

命令的文章里
,

引证了始皇对“真秦之声 , 和“异国之乐 ”

的态度
,

借以讽喻
。 “ 夫击瓮叩毓 弹筝搏珠 而歌呼呜

呜
、

快耳目者二真秦之声也
。

郑卫桑间
、

韶真武象者
、

异国之乐也
。

今弃击瓮而就郑卫
、

退弹筝而取韶魂
、

若

是者何也
、

快宽当前
、

适观而己矣
。 ·

一哒是古筝历史

最早的一段文字记载
,

它是古今中外研究中国筝史的重

要根据
,

舍此之外 , 尚没有发现比它更是的文越资料

但是古筝在秦
,

是秦始皇统‘中国之后的秦 还是在春

秋
、

战国时代的秦国地区
,

早就流行多少年代了呢 这

是应该弄请所以的
。

就以如上这段记载而论 , 李斯再三

肯定 “击聋叩击
、

弹筝搏碎嗅道地的秦国本地岭乐
,

而司空见恨的称它是“ 真秦之声分对补郑卫桑间
、 一

韶虞

武象 ”等所谓 “异国之乐 ”也是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
便流行在春秋战国时代以前的齐

、

普
、

郑亚一等画
,

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东
,

曾经感动德他“ 三月不知肉味气

孔子也评论过郑卫
,

桑间浪上的音乐说 “ 郑声谬气“ 滥雅

乐 ”
这些情况

,

对子生活在战国末年帮助秦始皇统一天

下的客卿李斯来说
,

是非常清楚的
,

因而针对秦始皇对

外国音乐和外国人 客卿 所持不同的态度慷慨陈词一

番
,

终于打动了始皇
, “ 除逐客之令

,

复李斯官
。 ”

既然当时的异国之乐有悠久历史
,

那么真秦之声又

何独例外 如果我们墓于这种观点来认识筝的历史 那

么“分瑟为筝” “ 蒙恬制筝 ”的传说
,

就不攻自破了
。

筝和瑟向时井存
,

不仅在同一时代 以战国时代为

例 如此
,

在某一国度里也是如此
,

除前所引《战国策
·

齐策 》的记述外
,

即以 “ 秦人鼓瑟 ”之说
,

便可以证明这

一事实是客观存在的 赵国的瑟
,

是因“ 混池之会
,

秦王

令赵王鼓瑟 ”而载入史册闻名后世的
,

但赵国有没有 筝

呢 《古今注 》里
,

一

却记载着 “ 邯郸女子
,

秦氏罗敷 出

采桑于陌上
,

赵王见欲夺之 罗敷乃弹筝
,

作《陌上桑 》

以自明
。

哒就是史称
“ 秦氏罗敷

,

巧善秦筝 ”的记载
,

到

了唐代诗人李白的笔下就演绎出“含情弄柔瑟
,

弹作陌

上桑 ”的瑟弄筝曲的描绘
。

这当然也可证明 筝和 瑟在 赵

国是同时并存的
。

我国在汉代有了夔筷之后
,

不但筝瑟同时并存
,

而

些筷也参与了这种古老的弹拨乐器的行列
,

三国时代的

曹子建咏《缝衡 时
,

就用筝和瑟来陪衬说 “ 秦筝何慷
慨

,

齐瑟和且柔唁外之义
,

是夔筷一器兼事和瑟的“慷

慨 ”和“柔和方而有之的特点
,

同时也在他的《元会诗 》里

写道 ‘ · ”一笙必既设
,

筝瑟俱张
·月““ ”这就构成了明郑

世子朱载琦在《瑟谱 》里提出的筝
、

受摸
、

瑟三器同源论

的观点和主张
。

还有“筑 ,’, 究竟产生于什么时代 更早的历史证据

也很少见
,

也只是《史记
·

刺客列传 》里提到的把筑当作
凶器来行刺秦始皇的高渐离是一位善于击筑的人

。

无疑

这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的秦代
,

当然也是和筝同时并

存的
。

《评注史记莆华录 》关于“

筑
”的解释是 “ 形似琴有

弦
,

用竹击之
,

取以为名
。 ”这种解释

,

是符合乐器发展

史的
。

试想我国古代的乐器工匠
,

早已能按照自己的意

愿
,

选择木料设计制造出如同独木舟形的共鸣体的筝和

瑟来
,

为什么反而取材比木质要坚硬得多且不能选择宽

度的竹来制作乐器 因而这“ 用竹击之
,

取以为老 ”的解

释
,

还是比较确切的
。

上面是着眼文史的记载
,

从物象来证明也是有大量

物证的
。

如云岗石窟 据考证北魏时始建
、

敦煌石 室

隋唐时始建 的壁画大量的乐队奏乐图中
,

也是筝瑟并

用
,

当然从历史年代看
,

是晚于秦汉近千余年了
。

许多历史事实
,

充分证明了筝和瑟是同时并存
,

但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

大量出土的文物里有瑟
、

有筑
、

有

琴却没有筝呢 其实这并不难解释
,

中国历代的封建统

治者
,

从秦始皇开始
,

退弹筝而取韶虞为证 对民间

艺术所持的态度
,

历来是既重视艺来 当热是为了享乐
,

又轻视艺人的人格
,

在音乐上既讲究稚俗之分
,

当然就

有重雅轻俗的偏向
,

因而“钟鼓东之
,

琴瑟友之 ”的堂上

雅乐
,

多为士大夫阶级所提倡
,

如“士无故不彻琴瑟 ” ,

这些封建统治阶级贵族们 不但活着的时候
,

有
“ 百官之

富 ”的待遇
,

死后还要享有
“ 宗庙之美 ” ,

所以他们死后连



同他们生前享用的器物 也作为殉葬品埋在地 下
,

这就

是出土文物里
,

有瑟
、

有琴 ⋯⋯而无筝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是民间音乐艺人处在政治受压迫
,

生活困难的条件

下
,

为了热衷于自己的艺术爱好拼借以谋生
,

千方百计

制作或购买一台得来不易的筝
,

又怎熊随便丢弃了 很多

民间艺人的遭遇
,

甚至是
“ 死无葬身之地

”,

所以不可能

把筝埋在地下成为今天的出土文物
。

古筝流行民间的物证

筝在古代历史上
, 一直是流传广大民间

,

为活着的

人服务 历代诗人
,

用大量的诗
、

词
、

歌
、

赋来描写的

弹筝人
、

弹筝技艺
、

筝曲
、

筝歌 以及弹筝故事等等
,

都是有力的证明
‘

还有大量流行在全国各地的各式各样具有民间特色

古筝曲谱
,

如潮
、

漳地区流传的
,

早在唐宋以前就有专

门记录 筝曲的弦诗“ 二四谱
”

梅县
、

大埔代带流传的声

字并用的
“

工尺谱
’

还有流传山东地区的大板花字“工

尺谱
’

朴
·

⋯
,

这种种古筝曲谱
,

从来没正式版本问过世
,

都是寡爱好者辗转传抄 得以流传至今
,

成为记录古代

音乐艺术的珍贵资料
。

古筝艺术
,

从秦汉魏晋
· ”一唐宋

元明清
,

两千多年的历史中
·

不断地推陈出有所发展
,

汗多古曲仍然有着生命力
,

大部分流行异间
,

它是我们

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重要参考和依据
,

流行民间的古筝

曲
,

地区之广
,

内容之丰富
,

是其他民族乐器所不及
。

更重要的是它有着自成体系的记谱法和曲体
、

曲式结构
,

以及结合乐器构造特点而形成的珍特的表演技术
。

从 汉

代以前的“无要妙之音
、

变羽之转
”的民间乐曲 到汉末

妙入神的“新声飞 从梁玉台卿的“
促调移轻柱

,

乱手度

繁弦 ”到唐白居易的“珠联千拍碎
,

刀截一声终 ” ,

古筝在

艺术创作和发展上
,

有史可稽
,

都是不同凡响的
。

所以

在盛唐时期流传民间的筝 受到群众广泛的欢迎
,

而要
“
走马听秦筝”了

。

唐宋以后
·

元明清以至今天
,

都是代

代有新声的
。

尤其是解放后的新中国
,

在古筝艺术的发

展上 无论是古筝新曲的创作
,

还是表演技术
,

以及古

筝这件乐器本身的改革
,

都有很大的发属和成就。

继橄传统
,

推陈脚新的告攀艺术

早作二
‘

, 一二 年代鹅书京
、

有两位从事古牡
术的传播者 准是广东褥阳的林永之解

,

是热心发

扬潮州古靴术的先驱者
·

当时从林先生研习碑州筝的

人
,

有谭步漪人 , 另 ,

垃是阿南遂平魏子狱先生
,

是

积极提倡中州古筝艺多卯带路人
,

当肘从魏先生学习河

南筝的人有高阳粱在平
、

药县 现在属玉田 娄树华
、

绥化周希文 还有 一位专职音乐教育的江都史荫美先生
,

这些人在当时的民族音乐乐坛上
,

从表演到教学
,

从技

术到理论都傲斑了巨大的贡献
。

一

他们把濒于失传韵古筝

艺术
,

不但继承下来
,

而且有 了发扬光大
,

使古筝艺术

后继有人
,

后起之秀人才倍出
。

和姿树华先生同学的梁

在平先生
,

向魏子献先生学习中州古调的同时
,

还从史

荫美先生学习 了潮
、

客音韵
,

从此
,

姿
、

梁两位古筝界

的同窗好友 在丧演实践过程中 形成为南北两派古咨

的代表人物
。

首代公司为梁在北平 录制《系鸦戏水
‘

和

《捣衣曲 》的唱片
,

注明 了“ 南派
’,

字样 为娄先生录制的

《天下大同 》和《关蜘则注称“
北派

”二

同时
,

梁先生编著

出版了中国古筝史上第一本正式刊印的《拟筝潜 》 娄先

生也利用教学余暇
,

移植
、

改编和创作了大量的筝曲
,

四十多年来她名中外
,

易学难工
,

雅俗共赏的划时代的

筝曲《渔舟唱晚刀便是娄先生的代表作
,

是一首继 承传

统 推陈出新的古典风格的作品
。

梁在平先生在美国耶警大学留学时
,

就携着古筝和

琴
,

向美国朋友介绍宣传祖国的文化艺术
“ 琴韵筝声

”

现在已是古稀遐龄的老人
,

尤携琴
、

筝以目随
,

奔走欧
、

美
、

东南亚世界各地 积极为宣传祖国文化艺术事业作

出了贡献
。

建国三十年来 古筝艺术
,

无论是教学
、

表演
、

创

作
、

乐改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

从 。年东北警艺开没

古筝专业课以后不久
,

全国各艺术院校也先后相继开设

了古筝课
,

为古筝专业培训 了大量的教学
、

表演人员
二

使这 一古老音乐艺术
,

后继有人发扬光大
。

使古筝艺术

为祖国的文化艺术争得光荣
。

如世界青年联次节上获得

金质奖的节目代春天来了 》‘古筝
、

高胡三重奏 获得铜

质奖的节目《渔舟唱晚》 事
、

高胡二重奏 以友历年来

随着出国访问演出团向许多国家的国际朋友宣传介绍古

筝艺术 都是得到好评的
。

三 十年来为了更好的继承传统
,

许多教学单位 包

括演员 从事了大量搜集整理工作
,

编辑了比较系统的

传统筝曲集
,

同时也创作了大量的古筝新曲
,

如赵玉斋

的《庆丰年 》
、

任清志的《幸福渠片
、

王昌元的《战台风

丁伯荃的《清江放排公
、

李祖荃的《丰收锣鼓 》
、

史兆元的

丈春到拉萨 》
、

周延甲的《绣金匾 》
、

启殿生的《大渡河
、 · , ·

⋯

等等
,

数量之多不胜枚举 许多新作品中
,

在表演技巧

上又都体现 了推陈出新的情神
二

以赵玉斋的《庆丰年
‘ ·

为

例
,

它是在传统的比较简单的双手拨弦 按武林筝技水

历来就有双手弹筝的技巧
,

以《将军令分为据 技术基础

上
,

大大地发展了一步
。

同时很多后起之秀的筝手们

也都在新作品中
、

争先恐后的竞相运用左手拨弦的技巧
,

把传统的古筝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

随着演奏技术的革新
, 一定会引起对乐器的改革

在建国后 古筝艺术的发祥地沈阳音乐学院
,

由古筝专

业的教师
、

学生和乐器制作食理工人师传一起
,

组成了

古事改革小组
,

翻订张力变调和截节弦长变调的两种方

案
,

同时并举进行试制
。

六 年只初
,

两台机械调筝相

继问瓦 但尚存在着许多需要班甲步改革的向题
,

沈音

的筝改小组便再接再励
,

继续这项改革
,

现在已近二 十

年了
,

终于改革出一台比较成功的脚踏式桥码移拄变调

筝来
。

沈音进行古筝改革的创举
,

引起了全国古筝界
、

乐

器制造业的普遍注意
,

多在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
,

积极

从事古筝的改革
。

乐器制造专业从事古筝改革的有营口

乐器厂
、

沈阳乐器厂
、

苏州乐器厂
、

四川乐器厂 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