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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古筝流派形成的因素
文 吕婷婷

引言

古筝是中国古老的弹拨乐器

之一
,

它历史悠久
、

流派纷呈
。

各个流派都是 以 地 区来命名的
,

所以有着明显的地域特征
。

中国

幅员辽阔
、

人 口 众多
、

方言丰富
,

风俗习惯各异
,

当人们没有条件

在大环境
、

大区域中 互相交流的

时候
,

音乐的传承往 往局限 于一

个狭小的区域
,

天长 日 久
,

自然

地形成了浓郁的地方风格
。

例如

山东
、

河南
、

潮州等流派
,

自古

至今都有中原音乐文化的不断渗

透
,

但它必须与当地的民俗音乐

文化互相贯通
,

最终融化成为流

派的特色
。

另外
,

由于民间器乐

的传 承方式 主要 以 口 传 心 授 为

主
,

这 就 注 定其 风 格 受 地 域 风

格
、

审美情趣
、

个人演奏方法及

一个流派的创新发展等方面的影

响较大
。

属高山气候
,

寒风凛冽 南方则

风景秀丽
,

气候温和
,

这就造成

人们性格气质
、

生活习惯
、

民风

民俗的差异
,

在音乐上就有 了南

北音乐风格的差异
。

在这一规律

的基础上就形成 了刚健有力的北

派筝和婉转明快的南派筝
。

正如

汉书
·

地理志 》所说
“

刚柔缓急
,

音声不同
,

系水土之风气
。 ”

一
、

古攀流派的地域性

古筝音乐行为作为一种时间

活动
,

与地理环境之间有着密切

的关系
。

在音乐艺术领域内
,

由

于生成背景
、

创作方式
、

传播手

段乃至价值取 向的不 同
,

各类音

乐对于 自然环境的依赖程度或者

说与地理的关系之深浅
、

疏密也

就存在着差别
。

因此地域的 自然
、

气候与地理生态环境
,

对人的文

化心理的形成都有着潜移默化的

影响
。

我国广阔的地域和复杂的

地貌
,

为不同地区文化类型的发

展提供了充裕的条件 我 国北方

二
、

古攀流派的审美性

一种艺术形态与它赖以生存

的文化土壤 以及 与此相关的艺术

观念不可能没有联系
。

某种音乐

形态的生成和发展
,

总是有它潜

在的根源
。

在以 中国传统文化为

背景的前提下
,

考察中国传统音

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总是隐含着

某种音乐审美观念 的演变过程
,

传统的审美观念也往往潜藏在音

乐历史的进程中
,

影响着音乐形

态的演变和发展
。

艺术流派是特

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

每个流派形

成的文化基因都不尽相同
。

山东

筝派
、

河南筝派和潮州筝派所形

成的历史时期不同
,

其文化审美

的习惯也不尽相同
。

首先
,

古筝的流派形成深受

传统文化的影响
。

从大层面上说
,

我国的 民族音乐深受传统文化的

影响
,

十分推崇正始之声
、

清微

淡远
、

高雅纯正
,

十分注重于气

质品格的创造和特有情思的传达
,

以创造情绪为主 旨
,

传统文化的

审美思想作用在艺术家身上
,

就

表现在艺术家追求
“

意象
”

的和

谐统一
,

和谐
、

妙道
、

圆融的文

化精神是在人与人
、

人与 自然
、

人与社会和谐中把握 自己的精神
,

获得 自己 的本质特征
。 “

独造之

匠
,

窥意象而运斤
”

—这里所

说的意象就是艺术家在艺术构思

和艺术创造 中
,

把外物形象与艺

术家情意相结合的审美表象
。

其次
,

古筝流派 的形成是受

地域文化审美习惯的影响
。

山东
、

河南
、

潮州所处的不同地域及各

异的文化背景造就了各个流派特

有的人文气质
,

这些特质与当地

的民间音乐融合在一起形成 了具

有各 自特色的地域风格
。

再次
,

古筝流派的形成受到

艺术家审美个性的影响
。

中国传

统音乐发展过程 中有个不可忽视

的现象
,

就是琴乐 由宫廷士大夫

走 向民 间
,

成为在士大夫阶层 中

广泛流传的文人音乐
,

具有较高

的文化意识
。

人们在音乐创作过

程中 自然要遵循一定美学原则
,

也就是说任何音乐流派的传承者

都必须具备一定的美学标准
。

演

奏是音乐艺术的再创造
,

因为人

与人之间会有千差万别 的差异
,

如 性格
、

爱好
、

修养
、

审美追求

等等
,

以及演奏者的技术高低都

会直接反映在个人的演奏中
,

产

生差异
。

美学标准是音乐家创作
、

演奏家实践 中的审美经验
,

也是

我们在欣赏音乐中达到较深层的

理智欣赏层面所获得的理解或感

受
。

北派古筝演奏以豪放
、

阳刚
、

忿洲西口



气派
、

朴实著称
,

重形象表现
。

南派筝以幽雅
、

柔美
、

稳重
、

含

蓄抒情为特色
,

注重 内在感情 的

表现
。

三
、

古攀流派的创新性

艺术的生命在于变化与创新
。

古筝艺术流派在历代不 同演奏家

的改革创新 中得到流传和发展
。

古筝艺术同样只有在继承中创新
,

才能得到不断的发展
。

一个筝派如果仅仅停留在传

承的基础上
,

没有创新
,

就会慢

慢迷失发展的方 向
,

只有技法创

新
,

创作的创新
,

演奏风格手法

及表演方式的多重创新才能使流

派不断向前发展
。

传承与交流是

创新 的基础
,

前者是 内部 吸收
,

后者是外部借鉴
,

两者缺一不可
。

传承与创新是流派发展古筝艺术

的原动力
。

创新离开了传统的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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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古

筝艺术的创新也将失去意义
。

继

承传统是为了创新
,

创造新意也

不能离开传统法度
,

要在
“

传统
”

与
“

创新
”

之 间架起一道桥梁
,

既能使优秀的古筝传统得到继承
,

又要勇于创新
。

山东古筝杰出代表赵玉斋先
生孜孜以求地继承和发展山东流

派的古筝艺术
,

将传统筝曲整理

订谱并广泛流传
,

集各家各派之

所长
,

在传统筝曲的基础上
,

经

过 加工改编 创 作 的 《庆 丰 年 》
、

《四段锦 》等乐曲
,

深受人们的喜

爱
。

尤其 庆丰年 》吸取北方 民

间音调和锣鼓节奏创作 了具有浓

厚地方色彩的筝曲
,

大胆使用双

手交叉弹奏
,

大撮加快速小关节

劈托
、

柱音
、

全颤等方法
,

打破
了单手弹奏古筝 的传统演奏法

,

开辟了双手演奏筝的新纪元
,

创

造 了五十年代古筝演奏技巧的范

例
。

《庆丰年 》是建国以来歌颂
劳动人 民 的第一个创新筝曲

,

曾

赢得 国 内外音乐界人士 的好评
,

从而 结 束 古 筝演 奏 中左手 只 能
“

吟
、

揉
、

按
、

滑
”

等传统技法的

历史
,

对中国古筝的创新发展起

到 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

河南筝派

代表人物曹东扶在学习过程中善

于兼容并蓄
,

博采众长
,

在融会

贯通 中力求革新和发展
,

丰富了

河南筝乐 的 内容和演奏技巧
,

通

过他 的传授
,

河 南板 头 曲 已 在

年全国教材会议后被列人各

音乐院校等专业通用教材和音乐

会演奏曲 目
。

此外
,

曹东扶在继

承传统音乐 的基础上
,

创作 了描

绘 人 民 欢 度 元宵佳 节 的 《闹 元

宵 》
,

改编了 《变体孟姜女 》
、

《秋

收 》等
。

其中 《闹元宵 》以河南

的民间音调为素材进行创作
,

充

分发挥 了河南筝派 的演奏技 巧
,

同时又运用 了一些新的手法来增

强乐曲的表现力
,

全方位地勾勒出

一幅浓墨重彩的热闹场面
。

此时
,

还 出现了任清志创作的双手反弹

刮奏《幸福渠 》
、

汉江韵 》
,

其中运

用了大指大关节摇指的新技法
,

演

奏风格豪放
、

激昂
、

高亢
,

运指刚劲

明快
,

自成一格
,

具有浓厚的乡土

气息
。

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筝的表

现力
,

把河南筝乐提升到一个新的

高度
,

为培育古筝演奏人才和传播

河南筝乐作出了重大贡献
。

潮州筝

流派是以继承传统为主
,

它的传人

保留了完整的传统潮州筝曲
,

整理

出规范的岭南音乐并运用到教学

中
,

因此被誉为中国音乐 的
“

活

化石
” 。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古筝

教育家曹正教授
,

他曾担任多所

音乐院校 的古筝专业教师
,

并且

对古筝艺术的普及和推广起到 了

举足轻重的作用
。

曹正教授对 山

东
、

河南
、

潮州三大流派古筝艺

术 的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

他

集众家之所长
,

把对古筝艺术 的

掌握与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 的阶

段
。

因此
,

我们并不能具体所指

是他属于哪个流派的
。

包括曹正

教授整理的娄树华先生的 《渔舟

唱 晚 》也成 为创作作 品的典范
,

而不是属于哪个单一流派的作品
。

这首乐曲借鉴了琵琶的演奏技法
,

在特定 的意境中借景抒情
,

成为

筝曲中的珍品
。

结语

通过对影响古筝流派形成的

因素进行分析
,

可 以 了解古筝在

传承和发展 中的某些规律
。

可 以

说
,

不同流派的古筝艺术家都是

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
,

融合 了各

家各派的优点
,

吸收 了各门类 的

艺术营养
,

根据不 同的音乐体裁

形式和各 自的需要作一些新的尝

试
,

体现了在传承中求发展创新

和在发展创新中传承的规律
,

从

而推动音乐向前发展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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