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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筝是我国古老的、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民族

乐器之一。古筝因其发音宏亮 ,音质纯净 ,音色丰

富而优美 ,技艺性很强 ,具有特殊的音乐表现力和

艺术魅力。因而 ,不论是宫廷殿堂文人雅士 ,还是

乡里陋室人民大众 ,可以说是雅俗共赏人人喜爱。

在它的发展史中 ,历代名家辈出 ,艺术流派纷呈 ,

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典籍和代表性名曲 ,成为我国

传统音乐文化宝库中闪亮的瑰宝。

古筝艺术的生命力存在于广大筝家的不断参

与、创造发展中。有的筝乐在民间流传若干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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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记叙。但由于

历史上缺乏曲谱记录 ,现在我们除了从古诗文中

可以觅见一点筝曲名称及描绘著名筝家的生动演

奏场面的文字外 ,只能从流传的民间的古筝曲中

获得一些感性的认识。

筝 ,最初常作为戏曲音乐伴奏乐器的一种 ,筝

乐也依附于当地的戏曲剧种 ,后来才出现独立的

筝乐 ,成为具有器乐性质的独奏表演艺术。传统

筝乐是以鲜明的地域特征来划分风格流派的。各

流派因地域的不同而风格各异 :如浙江筝乐流派、

河南筝乐流派、潮州筝乐流派、山东、陕西筝乐流

派以及蒙古族雅托噶、朝鲜族嗄呀高 (伽佴琴 )等。

这些流派风格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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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习古筝 ,研究古筝

的人 ,都在谈古筝的流派 ,时代的发展又产生了有

别于传统的古筝新派。中国古筝流派划分的标准

是什么 ? 形成流派的基本条件有哪些 ? 创新的筝

派与流派有什么关系 ? 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古筝

这门艺术的兴、衰 ,众说纷纭 ,见仁见智。

水的行动叫流 ,水的分流叫派。流派被广泛

地运用于学术界 ,如教育界、音乐界、美术界等 ,是

因它能形象地表现在学术与艺术上的流派情况。

有着几千年历史、同源共祖的筝 ,在漫长的历史过

程中 ,有如水流 ,分布各地 ,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

族艺术 ,尤其是民间并形成众多流派 ,成为中国艺

术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瑰宝。

我认为研究古筝流派 ,应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

是从艺术的方面 ,研究形成每个流派的内容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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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即其内在的规律 ,表现的形式和运动的过程 ,

研究那些使它产生不同的风格、特点并使各派互

为区别的本质的要素。二是从纵的方面去研究各

流派所依存的客观环境 ,包括历史过程、社会背

景、文化因素等等对于形成各个流派的影响和作

用 ,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来剖析古筝这个实

体 ,溯本清源。

明确划分流派的标准 ,研究各流派形成的内

在规律 ,对于保护流派 ,继承、发扬传统有着现实

的作用和重要的意义。

二

现代筝乐脱颖而出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由

于对流派的内涵理解不同 ,标准不同 ,得出的结论

也自然不同 ,各家立说 ,各持己见。比如 ,有以琴

艺品格划分流派并用来喻筝的流派 :“高人逸士 ,

自有性情 ,则其琴艺淡而近于拙 ,疏脱不拘 ,不随

时好 ,此山林派也。江湖游客 ,以音动人 ,则其琴

纤糜而合于俗 ,以至粥奇谬古 ,转以自喜 ,以江湖

派也。若文人学士 ,适志弦歌 ,用律严而取音正 ,

则其琴和平肆好 ,得风雅而遗志 ,虽一室鼓歌 ,可

以备廊庙之用 ,此儒派也。”[ 1 ]有采用乐谱或体裁

来分派的 :“采用琴瑟指法改编琴曲者称为雅乐

派 ,奏风声雨声 ,波涛声 ,不究乐理 ,重其表面谓之

江湖派 ,有节奏急速 ,气势激烈的激烈派。”[ 2 ]有以

传人传谱为依据 ,用断代的办法划分的“从事专业

和从事业余普及活动的 ”筝派 ,有以区域划分为抽

象的北派及南派 ,也有以某些个人的演奏特点当

成流派 ,等等。

流派是客观存在的。流派就如水的流动有其

自然的规律和客观的条件一样。一个流派的形成

必须具备若干主观的条件 ,并经受客观的检验 ,这

些主观条件表现为流派的特点、规律、体系、发展

过程 ,是那些足以体现本流派并区别于其它流派

的最本质的东西。具体地说 :

(一 )一个流派要有其特有的音乐

古筝具有民间性 ,它常依附某个乐种之中 ,表

现该乐种的内容 ,并为该乐种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如 :“鲁筝依附于山东吕剧、琴书 ;浙江筝依附于江

南丝竹 ;豫筝依附于河南曲剧、豫剧 ;客家筝依附

于汉乐 ;潮筝依附于潮州弦乐等等。”各个乐种中

的相关之乐调就是各个古筝流派的重要内容 ,无

论吕剧或江南丝竹、汉乐或弦诗乐等乐种 ,他们的

各种内在规律和关系都直接作用于依附在这个乐

种中的古筝。例如曾经一脉衰弱的陕西秦筝 ,在

归秦工作中 ,成功地抓住古筝依附于乐种的本质

问题 ,综合秦腔中的不同乐调 ,选出有代表性和特

点的曲调 ,借用其它古筝流派的弹奏方法 ,对乐种

的基本乐调加以编订 ,使它逐渐成型 ,并健康地发

展成为流派 ,这就是抓住了流派最本质的东西。

(二 )一个流派 ,必须要具备表现它所依附的

乐种特征的技法和能力 ,特征包括有 :音律、音韵、

调式、节奏、板式结构、套曲程序等。

首先 ,各个乐种常有不同的音律特点 ,或为平

均律、或为七律 ,成为带某个音变的律 ,其中两个

变音常为乐种的音律特点的集中表现 ,或为清 (清

羽、清角 ) ,或为闰 (七闰 )或为变 (变徵、变宫 )。

古筝是五声定音 ,除调弦时必须按乐种的律高调

定之外 ,两个小三度关系给予它充分表现乐种特

点的有利条件 ,如秦腔的苦音、欢音 ,潮州弦诗乐

的轻三六、重三六、活五、反线、鲁筝、豫筝的增二

度等。其次 ,各乐种常使用不同的调式 ,弦诗乐有

不同的调体 ,这种调式或调体表现在宫乐、调首、

音阶组合和运动的形式 ,作为古筝来讲 ,首先表现

的是定调和定音域上。如 :浙江筝奏江南丝竹 ,以

太簇为宫定律 ,古筝按 D调的五声音阶排列定弦。

潮筝奏弦诗乐 ,弦诗乐以仲吕为宫定律 (二四谱中

的四 ) ,黄钟为调首 (二四谱中的二 )。故此 ,古筝

必须按 F调的五声音阶排列 ,从 F调的“5 - ”开始

其音域定弦。再次 ,乐种的节奏及板式结构的特

点表现在 :鲁筝的八板套曲和曲牌 ;豫筝的板头曲

和牌子曲 ;浙筝的滩簧小调和弦索十三套的套曲 ;

客家筝的大调、串调、以及潮筝头板、拷打、三板以

及催板等。最后 ,特色的技法、术语和约定俗成的

审美标准如 :豫筝的“倒踢正打 ”、“游摇、走颤 ”技

法和粗犷、泼辣的特点 ;鲁筝的双托、点按、大指小

轮 ,以及豪放、活泼的特点 ;浙筝的四点、大中指扫

摇和明朗、清丽的特点 ;潮筝的喷指、翕指、蜈蚣指

以及催板的各种技法和缠绵、古朴、典雅的特点

等。

(三 )一个流派必须有固定的音乐表现形式 ,

这种形式常与它的音乐功能分不开 ,这种形式往

往又与流派的承传方式相关。

乐种是民族音乐的一个部分。每个古筝流派

都以其依附的乐种合乐为基本表现形式。合乐

中 ,不同的乐器共同使用一个基本谱 ,各自去即兴

发挥 ,加花、做句、押韵 ,时分时合 ,补之、衬之、垫

之 ,生色增辉。通过这些体验性、自娱性的活动来

消遣、凑趣 ,平衡身心 ,陶冶性情 ,思想上交流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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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上共鸣 ,这就是筝的功能。这就是一种高雅的

活动 ,有文化的休息。流派就是在这种特定环境

中自然的传承。

(四 )一个流派必须有其系统的曲目 ,典型的

代表人物 ,系统的曲目标志着流派条件的成熟 ,典

型的代表人物有划标志性的意义 ,对流派承上启

下 ,举足轻重。

鲁筝有八板体的套曲如《薰风曲 》、《汉宫秋

月 》,也有由山东琴书的唱腔和曲牌演变而来的

《凤翔歌 》、《叠断桥 》、《剪靛花 》等等 ,有高自成、

赵玉斋、黎连俊等代表人物 ,弘流扬派。豫筝中有

大量的板头曲 ,人们常称之为“中州古调 ”或“中州

古曲 ”,如《哭周瑜 》、《叹颜回 》、《苏武思乡 》、《上

楼、下楼 》、《和番落院 》等曲目 ,又有曹东扶、王省

吾、任志清等人物 ,使这一派蒸蒸日上。浙筝有来

自江南丝竹的《高山流水 》、《云庆 》、《四合如意 》,

又有弦索十三套的《月儿高 》、《将军令 》、《霸王卸

甲 》、《海青拿鹤 》等曲目 ,代表人物有王撰之、蒋荫

椿等。潮筝有《寒鸭戏水 》、《昭君怨 》、《平沙落

雁 》、《锦上添花 》、《柳青娘 》,这些都是学习潮筝

时必不可少的曲目 ,代表人物有洪沛臣、苏文贤

等。客家筝有《出水莲 》、《蕉窗夜雨 》、《杜宇魂 》、

《怀石 》、《散楚词 》等曲目 ,有罗九香、何玉斋等代

表人物。

“榆林筝是秦筝余绪 ”,
[ 3 ]其《柳青娘 》、《小小

船 》、《唤娇娘 》、《五更鼓 》等 ,都是说唱音乐榆林

小曲的伴奏谱和曲牌音乐合奏分谱。

流行西北的秦腔迷胡、碗碗腔音乐 ,总称为秦

声 ,在弓弦乐 (尤其板胡 )还不盛行的时期 ,筝一直

都是为之伴奏的主要乐器之一。广为流行的筝曲

《姜女泪 》、《百花引 》、《凄凉曲 》、《道情 》、《剪剪

花 》等筝曲 ,就是流行了数年的迷胡音乐伴奏谱。

周延甲老师的《秦桑曲 》、《三秦欢歌 》等都是用秦

声音调创作的。从张祜的听筝诗 :“十指纤纤玉笋

红 ,雁行轻遏翠弦中 ,分明似说长城苦 ,水咽云寒

一夜风 ”来看 ,唐代就有此曲了。[ 4 ]流传长安的西

安鼓乐与唐大曲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如曲云老师

的《香山射鼓 》之所以流传海内外 ,正是鼓乐中的

《柳青娘 》、《月儿高 》等曲联缀改编而成。此外还

有魏军、尹群等 ,堪称陕西筝的代表性演奏家。

系统的曲目通过典型的代表人物给予发扬 ,

师承关系又使流派得于延续、发展 ,这都是流派形

成必不可少的主观条件。

音乐是活着的流动的时间艺术 ,各派都在求

发展 ,都在不断的创新 ,因此 ,以上四个方面是指

流派形成的主观基本条件而非包罗万象。

各流派都有其弹筝技法 ,这些技法是表现乐

种的技术能力 ,又是形成流派的条件。应该说 ,各

种技法表现各个流派的筝乐个性 ,筝乐的个性又

表现出它所依附的乐种的共性。共性存在于个性

之中 ,个性又表现并丰富共性 ,两者相得益彰 ,相

映成趣。

三

古筝作为我国最古老的弹弦乐器之一 ,早在

春秋战国时期 ,就盛行于陕西、甘肃一带。公元前

237年 ,李斯在上书秦始皇时 ,曾描述了民间筝歌

的生动场面 :“夫击瓮叩 ,弹筝博而歌乎呜呜 ,快耳

目者 ,真秦之声也。”筝 ,无疑是秦人、秦地、弹筝者

最早的弦乐器 ,但何时又称之为秦筝呢 ? 最早见

诸汉人刘向的《九叹. 忧苦 》“挟秦筝而弹徵 ”。此

后 ,“秦筝 ”的称谓出现在历代的名人诗词歌赋里。

早期筝的表演形式 ,主要是弹唱的筝歌。随

着汉代相和歌的兴起 ,古筝艺术进入了一个全新

的时代。最初由徙歌 ,进而为但歌 ,逐步发展成为

六、七种丝竹乐器更相迭奏、歌手击节唱和的“相

和歌 ”,而筝、笛则是其中的主奏乐器。汉代还有

筝、笛录的专书 ,记录有“胡茄 ”等曲目 ,这是筝曲

器乐化的开始。可以说 ,筝的崛起乃是随着汉代

晚期“相和歌 ”的兴盛而获得飞跃发展的。当时的

演奏已有了“大兴小附 ,重发轻随 ”的勾搭及撮弦、

促柱等手法 ,和今天的弹筝技巧已无多大差异了。

这时的曲目 ,既有前代的雅曲像《驺虞 》、《鹿鸣 》

等 ,又有当代民间的新声 ,正如古诗所说 :“弹筝奋

逸响 ,新声妙入神 ”,古筝以其清新美妙的音乐倾

倒了无数诗人骚客。现存古代的筝赋的作者如侯

瑾、阮 ] 、顾恺之等都是汉末魏晋时人 ,除了郝索、

陆太喜等民间筝手外 ,魏文帝、何承天等王公贵人

也竞相习弹 ,蔚然成风。这一时期是古筝艺术史

上空前兴盛发展的黄金时代。

秦筝的鼎盛时期应是隋唐五代时期。用白居

易的诗概括为 :“奔车看牡丹 ,走马看秦筝 ”。具体

体现在 : 1、弹奏技艺的高度发展 ,技法成熟。如指

法上的掩、拨、打、拍、挑等。双手弹也普遍得到应

用。2、筝的制艺得到高度发展 ,不仅出现了十三

弦、十二弦筝、轧筝等不同形制的筝 ,而且在弦和

外形上追求富丽堂皇、精雕细刻 ,筝成为一种工艺

品。3、涌现出大批秦筝艺术家 ,不少人在音乐史、

乐器史上都占有崇高地位 ,出现了筝圣、筝仙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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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琼琼、史从、李从周等。4、筝成为体现大唐艺术

高度发展的代表性乐器。在隋唐七部乐、九部乐、

十部乐中 ,筝是不可或缺的 ,又能体现法曲风格、

特点的乐器 ,如《秦王破阵法 》、《霓裳羽衣舞 》等

节目 ,也因筝而出名。5、筝曲创作有独奏曲、合奏

曲、齐奏曲 ,并开始成为中国戏曲 —杂剧的主奏乐

器。6、随着大唐兴盛、丝绸之路的畅通 ,秦筝作为

中华民族代表乐器 ,远播欧亚非美等大洲 ,尤其是

日本东南亚一带。秦筝自早年传入中原 ,后来随

着客家人的三次大迁徙 ,秦筝又传至闽、粤。流传

至各地的筝乐 ,由于地理、气候、民俗、方言等因素

长期影响 ,并与当地民间音乐互相吸收融合 ,逐渐

形成了地方风格 ,在近代发展成为不同的流派。

这些不但具有各不相同的代表性曲目 ,有着各具

特色的音韵特点和演奏风格 ,有些在记谱上也有

独具一格的谱式 ,如山东的工尺谱 ,潮州的二四

谱 ,这使源远流长的古筝传统艺术更加绚丽多彩。

近一、二十年来 ,由于各个古筝流派之间的广

泛交流和其它音乐文化的影响 ,在许多筝的演奏

和创作中 ,不再像过去那样较多保留各流派在技

法和音调上的特点 ,而趋向于合流各派之长的综

合型的演奏技巧和风格 ,借鉴了钢琴 ,竖琴的多声

步织体手法运用于古筝中。左手的弹奏 ,从早期

的加强左手旋律声部的作用 ,进而发展到演奏相

对独立的伴奏声部或副旋律声部 ;右手的快速技

巧得到很大发展 ;左右手的无名指渐渐开始使用 ;

为了加强力度和音色的变化 ,“扫摇 ”、“打弦 ”、

“泛音 ”等新手法也不断增加。这些演奏技术的发

展 ,无疑加强了这件古老乐器的表现力 ,也涌现了

一批表现时代风貌的各尽所长的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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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的基础上吸收其精华 ,发扬流派的特长 ,继续推

动地域或民族的群体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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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形成个性鲜明的新流派 ,让流派在艺术的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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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筝艺术的路子

应越走越宽 ,让各种流派、风格都充分享有展现才

华的天地。

四

一个流派承传在某个地区 ,是经过一个相当

长的历史阶段 ,在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因素中 ,

经过孕育、生长、开花、结果全过程 ,是一个由渐

变、突变、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一个流派承传在某一个地区 ,它必须符合所

处地区民众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文化、审美、语

言、习俗等 ,并被本地区的民众所接受、承认。

成为流派的音乐 ,就是乡音 ,它会产生巨大的

凝聚力 ,唤起思乡、恋乡的感情 ,它与语言一样 ,能

沟通 ,能表达喜、怒、哀、乐 ,产生感情上的共鸣。

每个古筝流派都和其它民间音乐一样 ,融化

在民众的生活中 ,经受住历史的客观的检验、自然

淘汰而又朝气蓬勃 ,生机盎然。

从以上所论述的形成流派的主观条件和客观

检验的标准 ,我们不难看到 ,同源共祖的筝 ,自秦

地出发 ,在历史的流变中 ,至今流传在哪些地方 ?

依附在多少乐种之中 ? 探流溯源 ,中国古筝的流

派就可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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