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筝曲《高山流水》音乐风格及审美意蕴鉴赏

付　娜
（广东民族乐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７５）

　　摘　要：古筝曲《高山流水》具有古朴典雅的音乐风格，以
及空灵悠远的审美意蕴。本文首先简述三种筝派之《高山流
水》乐曲的产生背景，继而分析流传最广的浙江筝派《高山流
水》的音乐风格及其审美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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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曲《高山流水》是我国传统音乐的经典名曲，也是传统
十大古筝名曲之中的翘楚。《高山流水》之所以能获得人们的
喜爱，流传甚广，不仅在于其古朴而典雅的风格、细腻而丰厚的
情感，还且在于其中所蕴含的轻灵悠远、含蓄蕴藉而余韵悠长的
审美意蕴。
１　古筝曲《高山流水》产生背景
《高山流水》是我国传统器乐曲中的经典作品。“高山流

水”一词，最早来源于《列子·汤问》，其中“伯牙善鼓琴，钟子期
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
山！’；志在流水，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后来这个典故演
变成了话本，成为民间说书艺人在街头巷尾传唱的故事。明朝
时期戏曲家冯梦龙在此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使其内容更加充
实丰富，并编著成小说《俞伯牙摔琴谢知音》。高山流水的故事
开始广泛流传，如今已经成为高雅艺术的代名词。

《高山流水》最早是古琴曲。《神奇秘谱》中有对《高山流
水》古琴曲的记载，解题中表明，高山流水本来是一曲，后来到唐
朝时期分为两支曲子，曲子不分段数。到了宋朝时期，曲子开始
分段，高山部分分为四段，流水部分分为八段。至今流传下来的
古琴曲则是《流水》部分。古筝曲《高山流水》也借鉴了高山流
水遇知音的典故。现存《高山流水》古筝曲曲调不同，主要分为
山东、河南、浙江三个筝派。山东筝派的谱本也称《四段曲》，是
由“琴韵”、“风摆翠竹”、“夜静銮铃”、“书韵”四个曲子的连奏
而成的。河南的谱本沿用民间《老六板》板头曲，具有明快而清
新的节奏。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则是浙江筝派的《高山流
水》。这一传统古筝曲的演奏以轻弹为主，具有典雅的旋律与简
洁的指法，轻灵悠远，含蓄蕴藉。三个筝派的《高山流水》虽是
同名，但采用不同的曲子，相差很大，尽管如此，三者之间还是有
共性存在的。三支曲子都沿袭继承了传统的老六板曲式，从民
间戏曲中获得素材及养分，弹奏之中均表现出以琴声寻觅知音、
高山流水知音无限的诉求，追求人与人之间真正心灵相通的友
爱情谊。
２　浙江筝曲《高山流水》音乐风格分析
古筝曲《高山流水》曲风典雅而古朴，具有浑厚而细腻的风

格特点。“高山流水”一词本义是指大自然雄奇壮丽的景色。
乐曲之中既表现了高山流水的壮丽景色，借景抒情，将人物的主
观情感融入到其中。以浙江筝派《高山流水》为例，全曲共分五
个乐段一百四十三个小节，前三个乐段是“高山”，第四个乐段
是“流水”，第五个乐段是尾声。这是一首旋律优美而弹奏难度
较大的曲子。

首先，音乐曲风典雅，情感细腻而丰富。这首曲子的表演需
要弹奏者深入理解作品，并在此基础上投入饱满的情感进行演
奏。只有演奏者自身能够充分体会到大自然“高山流水”之壮
美，才能在演奏过程中通过曲子表现出一种对大自然的热爱之
情，并藉由这种热爱之情在乐曲之中进而表现出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以及对精神境界的崇敬与追求。《高山流水》的曲子具有
丰富的情感蕴藉，因此需要演奏者带着自身真实的情感去演奏
作品，借由曲子而抒发情感，表达情思与志向。

其次，此曲子意境优美，深沉而悠远，具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此曲既有高山部分，又有流水篇，因此在表现过程中既要顾及不
同主题乐段之间的区别，又要保持整体的和谐，在演奏过程中对
乐曲的把握既要把握整体也要顾及局部。高山部分与流水部分
的曲风不同，需要演奏者充分展开想象力，将自身对此曲子的主
观理解与直觉感受形象化，以实现对两个部分的不同表现。同
时演奏者还要注意整体曲调的和谐统一，以保证整体风格及表
现情感的一致，使得乐曲体现出和谐而优美的音乐表现效果，进

一步深化乐曲的主题。
再次，《高山流水》一曲在音乐处理上需要娴熟的技法，以

表现音乐当中较多的情绪变化。演奏此曲需要一定的基本功及
基本技巧，主要包括音准把握、力度掌握、节奏处理、音色提炼、
左右手协调以及颤弦、揉弦等。第一乐段的开始演奏之时需要
运用长音处理以及双八度指法。长音处理要求把音表现得很
长，拉奏之时要将弦缓慢地提起，这不仅对指法提出了高的要
求，以恰如其分地控制力度，保证音色，同时还要以稳定的气息
贯注其中，缓慢而有力地弹奏，以表现出空灵而悠远的音乐感
觉。接下来，速度要稍微加快，同时速度要有变化，以使音乐形
成一种流动的感觉，便将速度逐渐提快。乐曲中情绪变化较多，
有时需要表现一种柔和而流畅的情绪流动，有时则要表达一种
活泼而富有跳跃的情绪。在演奏过程中，有的地方则需要手指
加重音，同时上下滑音，给人以一种向水面投掷石子以形成层层
涟漪的感觉。流水部分的乐曲演奏难度最高。因为流水的存在
姿态有千万种，既有潺潺流水，又有叮咚清泉，还有磅礴的大江
流水，千里倾泻的瀑布，因此对流水的表现需要注意对情绪变化
的掌握。乐曲演奏的时候，弹奏者必须根据谱本上的强弱标记
准确地弹拨旋律音，同时注意指法的灵巧以及两指的配合，以较
轻的力度来刮奏，而以较大的力度来弹奏旋律音，既不能断音，
也不能使声音起伏落差突兀，要保持一种水流不息、流畅不止的
感觉，表现出流水千姿百态而流动不止的音乐意境。尾声部分
包括了九个短小的小节，演奏声音应较为浑厚，以饱满而深厚的
音色表现丰富的意蕴，同时注意这个部分对前两个部分的衔接
作用。演奏的时候一边以右手抓弦表现高山之气势，一边以右
手刮奏以表现流水之流动不息，两个部分要有机地配合，以达到
山水和谐、融为一体的境界。
３　《高山流水》审美意蕴鉴赏
古筝曲《高山流水》具有含蓄蕴藉而余韵悠长的审美意蕴。

乐曲既表现了高山的巍峨雄姿及壮丽气势，又演绎了清风吹拂、
翠柏葱郁、流水潺潺的柔美画面。“高山”部分采用双八度大抓
套同度按弦以及低音区打弦等技法来表现高山的雄伟之姿与壮
丽景色，群峦叠嶂，连绵起伏，有奇石林立，直入天际，亦有苍翠
古木与鲜艳山花漫山遍野，颇有气势。“流水”部分使用了上下
行刮奏的弹奏技法以及按颤弦、同度按弦的技巧，并在其中着力
突出旋律音，展现了山中清澈泉水流水潺潺、山上瀑布飞流直下
的声音，展现了一副山中美景图：云雾将山缭绕其中，一面悬崖
之中挂着飞流直下的瀑布，一泻千里，发出清脆而激越的水流
声，同时山中清泉溪流潺潺，叮咚作响，一篇秀丽景姿，让人如身
临其境，各种声音入耳入心。乐曲结尾处采用泛音构成了简洁
明了的旋律，巍峨高山与潺潺流水有机融合，高山流水作为一种
客观存在的自然景象，获得了审美的高度，表现了对大自然的神
奇雄伟由衷的赞叹，进一步升华成为对自然宇宙万物的认识乃
至对社会人生的深层思考。景与情、与思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表
现出筝曲优美典雅而又韵味无穷的审美境界。

古筝曲《高山流水》既表现了大自然高山流水的雄奇景色，
又表达了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对人生与世界的思考，以及对人
与人之间真挚情谊的歌颂与向往之情。“高山流水”的故事借
由这首曲子流传至今，并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丰富的审美意
蕴使音乐获得了更为广阔的表现空间，表现出筝曲含蓄典雅而
又尽善尽美的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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