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灼南及其
藏谱《筝谱集成 》

姜宝海

筝家金灼南 —
·

曾用名 葵生
,

号秋圃居士
。

山东临清金郝庄人
。

出生于书香
、

音乐世家
。

家中除藏有大量书籍及

三架古筝外
,

还有古琴
、

琵琶
、

三

弦
、

二胡
、

箫等乐器
。

金受家庭熏

陶
,

又亲得长辈指教
,

自幼习字挡

筝
。

他的家乡有着悠久的古筝演奏

传统
,

据艺人年谱记载
,

距今至少

有二百余年的流传历史
。

清代较兴

盛
,

一村就有十余 名挡筝好手
。

筝

艺中存有收古老筝法
“

纵
”

据考证是

店代筝艺之遗韵 详见 《音乐小杂

志 》 年 期
。

可见
,

该地筝史之

深远
。

金灼南耳濡 目染受到环境的

影响
,

加之勤学苦练
,

书法
、

筝技

日见成熟
。

金 岁考取秀才
,

未及院考
,

求取功名的向往亦告结束 同时也

目睹了清工朝的腐败与没落
。

废除

科举后
,

便在家乡
一

设帐教授私塾
。

后曾在县高等小学枉教
。 ·

金的至亲系清末进士
,

曾任朝

臣
,

回乡后食宿金家
,

在他带 回大

量书籍中有部分音乐论著
。

如朱载

靖的《律吕精义 》等
。

金勤学苦读
,

深入学习律学
、

筝学
。

精通了减字

谱
、

瑟谱
、

工尺谱
,

并 能 编 曲 创

乐
。

那时
,

他从家传筝谱到民 间筝

曲已能掌握娴熟
。

在当 地 影 响 颇

大
。

年
,

金依据
“

对板为真
”的

原则 又不固守于“ 六八板
”
句式的

限制
,

将传统筝曲 《双板 》
、

《三环

套 日 》
、

《流水激石 》编成一 曲
,

取

名《渔舟唱晚》
。

现从乐曲说明中可

看出金的创作动机
“

此曲是推倒满

清专制的时候
,

欣望中国有 了转机
,

借着渔人的幸福生 活 而 写 的
”

①

全曲由三段组成
,

各 段 为 板
,

黄钟调 ’’首段描写渔夫在夕阳晚照

的时候
,

风轻浪静
,

既醉旦饱
,

无

忧无虑
,

扣舷而歌
,

有悠游 自如的

意致
。

二段描写回忆封建时期
,

受

外侮和统治者的压抑摧残
,

有伤感

的情怀
。

三段描写天昊地阔
,

鸟飞

鱼跃
,

仰欢俯察
,

触景生情
,

有兴

致活跃的景象
。

末以潺泼的流水作

结
。 ”

②乐曲巧妙地运用 了
“

纵
’, ,

“

送
, , 、 “

如一
” 、 “

撮
, , 、 “

裨
”

及
“

花

指
, ,

等技法 其“ 点
” 、 “

按
” 、

吟
” 、

“

揉
”

等也得到充分发挥
。

乐曲情趣

盎然
,

赏心悦耳
,

气韵生动
、

耐人

寻味
。

金有一 同好老乡名叫金 以坡
,

在北京道德学社任职
,

金 以坡回乡

时常往金家
。

金 以坡赞赏金的书法

与筝艺
,

并邀他书写 了 该 社 牌匾

俪说北京解放前夕曾有人见 过 此

匾
。

知情者王灿东 珍 年生
, 山

东临清张半屯人 讲
“

、

当时北京某

市长极为赏识金的筝艺
,

所 以他常

去北京
。 ”

金在 年代至 年代期间
,

常

去北京道德学社演奏《渔舟唱晚》等

筝曲
。

并与姿树华等人 交 流 过 筝

艺、 现据道德学社教筝者魏子犹的

《渔舟唱晚》谱证实
,

与魏也有过交

流
。

后在流传中经过改编
,

遂成一

首国内外著名的筝曲
。

金最后一次

离京是
“ 七七事变飞前夕

。

据说
,

当

时北京某电台曾广播过金的 《渔舟

唱晚》
。

原订灌制唱片
,

因局
,

势 不

定也未实现屯

金酷爱教育事业
。

家乡解放后
,

便与他人筹建本村小学
。

他平易近

人
,

治学严谨
,

受到大家的敬重
。

侣前
,

在当地仍可见金所写的对联

与字迹
。

年
,

金被邀请参加省组织

的文艺演出受到重视
。

年
,

筝家

高 自成得知金 的筝艺出众
,

便登 门

求教
,

学得 了《渔舟唱晚》等他
。

金

三次当选县人民代表
。

肠 年受聘

为山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

同年
,

与

季华置 山东师院艺术系主任
、

刘

玉轩 琵琶演奏家
、

詹激秋
、

张育

瑾 以上为古琴演奏家 等人筹建

了
“
琴学研究会

” 。

为演奏
、

挖掘
、

整理
、

传授传统音乐作 出 有 益 贡

献
。

年
,

金被聘去南京 艺术学

院任筝课
,

学生 工刚强
、

涂永梅等

曾获教益
。

年
,

金被吸收为省政

协委员
。

返 回 山东后
,

在艺术专科

学校任筝课和书法 课
。

他 关
一

心 后

辈
、

珍惜人才
。

当他得知学生许风

仙家庭困难
,

准备退学时
,

便亲 自

给家长写信劝说
,

并要 出钱帮助
。

他对学生寄于厚望
,

常题宇勉励
。

金每讲一曲总要亲 自演奏数遍
,

悉

心传授
,

从不保守
。

他在省音乐周

上对赵玉斋所创作的《庆丰年 》给予

很高的评价
,

称道此作
“

重如泰山
” 。

他不拘门户
,

鼓励学生广采众
一

长
。

年
,

金邀赵玉 斋到校传授‘庆丰

年》等曲
,

开拓学生们的艺术视野
。

金坚信党的文艺政策
。

认为
“ 要想用生动的 音调表达出形象

、

情

引 自《筝学探源 》
。

同上
。

①②



感
,

能得到群众的欢迎
、

欣赏
,

此

固由于演奏者对生活有深入体验
,

与对曲情有深刻理解
,

然非有熟练

之技巧亦不能达到成功
。 ” ①阐明了

“生活
” 、 “

表现 ” 、 “

技巧
”三者的辩

证关系
。

从他赠于筝友
“

领异标新

时代采
,

弃芜存著民族风
” 的对联

中
,

便可看出他对党的文艺方针认

识的深度
。

年
,

年逾古稀的金先生应

省政协邀请去农村参观
。

回校后便

创作了《凿山引水灌桃园》一 曲
。

晚

年
,

金不顾年迈体弱
,

仍常为群众

演出
。

并在电视台演奏《乘风破浪 》
、

《渔舟唱晚 》等曲
。

其风格文雅
、

洒

脱
、

朴实
、

细腻
。

重于 韵 味 与 曲

情
,

于筝坛独树一帜
,

故有人称之
“

金派
, , 。

为使传统文化流传后世
,

金撰

写了《瑟学辑要 》
、

《论筝学知识 》
、

《古筝教材 》
、

《筝学探三源 》
、

《书 法

论丛 》等专著
。

以上均未刊印 其

中
, 《筝学探源 》附曲谱 是金汇集

六十佘年来研究筝学的成果而写成

的
,

是一部珍贵的筝学论著
。

年 月完稿
。

全书共 章
,

附有筝

曲 首
。

金在《筝的源流 》一章中
,

引用

了 《唐乐令壁记 》
、

《世本 》
、

《乐性

元义 》等文献中有关筝源之说
。

认

为
“

筝源于瑟是可能的了
。 ”又指出

“

筝与瑟其音色
、

音量迥不相同
。 ”

在《筝的构造 》一章中
,

金为今

人制筝提供了 “

桐背梓腹
、

九梁二

越 底面之孔 第一梁作唇而实之

空洞
,

其第二梁至第八梁
,

使二越

中 虚 相 通
。

古 制 之 度
,

皆 用 九

数 ⋯ ⋯
。

故古筝八尺一寸或七尺二

寸为其长度
,

宽为九寸
,

近首弹奏

则稍宽
,

近尾不鼓则稍狭
。 ”的依据

和参考
。

金在《音律 》一章中
,

论述 了古

人对音律的研究成 果
。

认 为 《史

记 》中的音序和“

管子
” 的音序二者

均可
。 “

十二律旋相宫宫无定位、岂

可拘于清浊大小之说
。 ”

在《律吕本
源 》中论述 了拳律

“

锥书之数九
,

故

黄钟之律长九寸而九九得八十一
,

与纵黍之长合是为律本
“
河图”之

数十
,

故黄钟之度长十寸
,

因而十

十得为分
,

与横黍之广 合 是 为 度

母 ⋯ ⋯
。

而律度二数方备
,

此乃 自

然之妙
。 ”

《定弦参考 》一章 中
,

金介绍 了

两种传统定弦法
。

按司马迁律法一

弦为宫 按管子律法三弦为宫
,

一

弦为微
。

并在《调式音律表 》中详尽

列出
。

金在《旋宫概论 》与《转调说明》

二章中
,

论述 了筝上的
“
移柱旋宫

”

之法 , 并附有
“

律 吕相生图” 、 “

旋

宫图 ,’

在《姿势 》一章中
,

金要求弹筝

应 “ 坐宜正
,

心宜静
,

面对群雁之

尾
、

足踏八字之形
二

掌心宜虚
,

两

臂宜平
,

指宜灵活
,

腕宜悬空
。 ”

在《指法说明》一章中
,

金系统

地总结了传统筝法
。

右 手 归 纳 为
“
托

、

擎
、

勾
、

剔
、

抹
、

挑
、

拨
、

轮
、

撮
、

裨历
、

滚
、

拂
”

等十六法 左

手归纳为 “

点
、

按
、

吟
、

揉
、

纵
、

送
、

攫
、

打
、

伏
、

滑
、

如一
”

等十

二法
。

金倡导
“
肉甲并用 ” ,

注重音

色变化
。

要求
“
重而 不躁

、

轻而不

浮
,

急而不促
、

徐而不弛
,

辣而有

味
、

断而似连
,

刚柔相济
、

清浊协

调
” 。

书的后部附录了筝曲
,

并拟定

了指法
。

传统筝曲有 《开手齐板 》
、

《流水激石 》
、

《离王治 水 》
、

《平 沙

落雁 》
、

《三箭定江山 》
、

《幽 思 吟 》

等
。

编曲的有 《渔舟 唱 晚 》
、

嵘乘

风破浪》
、

《庆丰年》
、

《穿 花 蜂 》
、

《蜂恋花》
、

《营梭织柳 》等
。

移植的

有 《关山 月》
、

《平 沙 落雁 》
、

《春

江花月夜 》等
。

创作筝曲有 《凿 山

引水灌桃园 》
。

金撰写 的《筝学探源 》是目前不

可多得的筝学专著
。

为筝学研究提

供了可靠理论
,

是给后学者留
一
「的

宝贵学术资料
。

至今
,

仍有学习
、

借鉴
、

参考
、

研究的学术价值
。

金灼南的家藏筝谱《筝谱集成 》

是 自前少见的清代 民间 工 尺 谱 抄

本
。

封面左端有
“

敬修堂
”

及
“

筝谱集

成
”

楷书字样
。

面上印有 金 灼南

等人藏者的印章
。

第二页写有
“

同

治十二年正 月十六 日立 丙 午 日 柱

青
”及

“
斗金王印堂

” 。

该谱用 毛 笔

草写
。 “

集成
”

中的部分筝曲至今有

人会演奏
。

知情者王灿东讲他的幼

年曾听过这些筝曲
。

可见
, “

集成
”

中的筝曲
,

至少在 年前就 已广

泛流传民 间了
。

谱前撰有
“

筝论 ” “

先学音
,

将

音学熟
,

而后学谱板
。

将谱板一齐学

熟
,

再学指法
。

右手将指法学熟
,

左手取音
,

有轻有重
。

⋯ ⋯若学指

法
,

右手竖直
,

左手排开
。

不拘何

谱
、

何调
,

对板为真
。

唯有定弦学

之更须要紧
。

用老弦七钱
,

可排全

筝
。

马上定弦
,

按外口定 合四
、

上
、

尺
、

工
、

合
、

五
、

上
、

尺
、

工
、

六
、

伍
、

仕
、

很
。

二指初学不可 带

指甲
,

若学成
,

可 以带天鹅骼
。

为

习筝者提供了基本知识与方法
。

《筝谱集成》共收集了《二板 》
、

《三环套 日》
、

《尖尖花 》
、

《小银枪 》
、

《抽字 》
、

《小金枪 》
、

《八板头》
、

《凡

音 》
、

《四凡头 》
、

《鸿雁 双 飞 》 相

《孤雁出群 》
、

《巧梳妆 》
、

《百 鸟朝

凤 》
、

《双板 》
、

《单板 》
、

嵘生摘瓜 》
、

《玉连环 》
、

《里 口 》
、

《一马三条箭》

等 首筝曲
。

笔者全部译 出 参照

部分演奏谱
。

学 习
一 、

分 析 后
,

获

益不小
。

众所周知
, 《弦索备考 》 荣斋

编 中的飞《 又板 》 有 《单八板 》之

称
。

民间亦称《单板 》
。

现被公认为

较早的八板原型
。 “

单
”

与
“ 双

”
相对

称谓
。 “

集成
”为我们提供了 目前最

早的《双八板 》原型
。

也说明至少在

年前《八板 》就有单
、

双之分
。

各 自又繁衍 了一个庞大的变曲群
。

“

集成” 中的筝曲几乎全 部 为

① 见《弦家十三套》第 页
。



艺术性与科学理论︾评︽中国乐器的
“

八板体 ”结构
。

〔全曲共韶板
,

除第

五乐句为十二板外
,

其 他 均 为 八

板 单句落商或宫音
,

双句落微或

宫音 末句为六句的变化重复
。

单

八板及其变曲 曲调与八板有联系

首 双八板及其变曲 首 音调

与单
、

双八板无联系的八板体结构

筝曲 首
。

这为我们探讨 民间作 山

演奏 家的创作方法及乐曲结构
,

提供了可靠的实例
。

“

集成
”中的《双板 》

、

《单板 》是

习筝的启蒙乐曲
。

据艺人讲 习筝

者亦先学这两首后再学其他筝曲
。

指变曲 要求学者准确必做到 “对

板为真气
“

集成
”

的后部 《一 马三条箭 》

曲
,

是金灼南回忆 所 记
。

谱 前 注

有
“

余祖善筝
,

阖邑知名
,

赏闻所

弹一马三条箭板
,

颇之动人
。

余时

方 幼
,

未 获 亲 授 指 教
,

此 谱 遂

失
。 ,

⋯妄拟一谱
,

非敢 自矜聪明

也
,

亦聊以补
,

先泽之遗亡云
。 ”

这

充分说明藏谱者抄其谱 的 慎 重 态

度
。

金灼南的家藏 筝 谱 《筝 谱 集

成》,

不仅丰富了传统筝曲的 演 奏

曲目
,

而且是研究筝曲 的 传 统 记

谱
、

衍变发展不可缺少 的资料
。

无

疑
,
《筝谱集成 》是民间筝家集体艺

术创作的结晶
,

是中国传统音乐遗

产中的珍贵财富
。

〔此文曾承蒙金家礼
,

赵玉斋
、

高 自成等同志的帮助
,

在此深表谢

意
。

蒸 仁交
一

、、

介 。
考、全

毛继增
长

卜

孙书食

丈
沂
少

、

、

乞厂

沁

姜宝海 生于拍 年
。

副研究馆员
、

中国音乐家协会会 员
、

中国传统音

乐学会会员
。

年就读于山东师

范学院艺术 系
,

拍 年毕业于山东
艺专

。

后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
。

现

在浙江师范大学艺水系任教
。

曾皮
表过《当真来自 归去加 》

、

《筝曲

双板
、

单板 》丫 《关于戏曲音乐

的改革》 等论文和评论多篇
,

音乐

作品多件
。 ‘

贵任编辑 徐冬

近年
,

研究我国民族乐

器的专著相继问世
,

硕果累

累
。

除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

族文艺研究所编的 《中国少

数民族乐器志 》外
,

还有郑

德渊著的 《中国乐器的艺术
性与科学理论 》

,

胡登 跳 著

的 《民族管弦乐 法 》,

刘 东

升
、

胡传藩
、

胡彦久编著的
《中国乐器图志 》,

中国艺术

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的 《中

国乐器介绍 》
,

乐声编 著 的

《中国乐器 》,

梁广程
、

播永

璋编的 《乐器法手册 》等
。

这些著作的编著者在大量搜

集
、

整理
、

研究的基础上
,

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的民族

乐器进行了汇集和整理
,

对

它们的历史
、

现状
、

发展以

及乐器和器乐的艺术规律作

了程度不一的阐述和分析
,

从而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呈现

了新的面貌
。

这种新局面的出现
,

首

先是因为我国民族乐器的确

非常丰富多样 据《中国少数

民族乐器志 》不完全资料记

载
,

我国少数民族乐器便有

种 即将 出版的英文 版
《中国民族乐器志 》所记载的

民族乐器则共有近七百种
,

它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
,

制

作和演奏技艺十分精湛 同

时也是时代的呼唤
、

音乐实

践促进的结果
。

在这些著作中
,

台湾音

乐家郑德渊的 《中国乐器的

艺术性与科学理论 》 占有不

可忽视的地位
。

年 月台湾生韵出

版社 出版的《中国乐器学 》,

曾子 年获台湾省
“

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