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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艺的历史变迁和流派的形成

王晓平

筝
,

统称“古筝 ” ,

史称
“
秦筝

” ,

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乐器之一
,

由于历史悠久
,

筝艺的

发展漫长而又复杂
,

筝艺的流派丰富并且多彩
,

本文试图从它的历史变迁中来讨论其流派的

成因
。

一
、

筝艺的历史变迁

关于筝这一古老乐器的起源问题
,

由于缺少考古发现和文字记载
,

故至今尚无定论

公元前 年
,

秦国大臣李斯在《谏逐客书 》中有
“

夫击瓮
,

叩
,

弹筝
,

搏辞
,

而歌呼鸡呜

快耳者
,

真秦之声也 ”的描述
。

这是迄今发现的有关筝的最早记载
。

可见
,

当时筝乃“真秦之

声 ”已是朝野上下喜闻乐见的乐器
,

儒家的《礼记 》中《乐记 》篇
,

是关子音乐
、

舞蹈最早的典

籍
,

其中就有筝的记载
。

汉应肋《风俗通义倦六《筝 》中引说
“筝

,

谨按《礼
·

乐记 》 ‘

筝
,

五弦
,

筑身也
’。 ”《战国策 》中也有

“
临淄甚富而实

,

其民无不吹竿
,

鼓瑟
,

击筑
,

弹筝 ” ,

由此可知
,

距

今二千五百多年以前
,

筝已在北方各国流传 卫, 年
,

贵溪筝的出土
,

弥补了早期文献中的不

足
,

表明筝早在春秋战国时已传入南方
,

且形制发展
,

令人惊叹
。

再往前追溯
,

既无实例
,

也无记载
,

但关于古筝的创制的几则传说颇能引起我们的注意
。

一则说
“ 后夔创制

, ”
此说最早见于晋人陶融之妻陈氏的《筝赋 》

,

曰 “伊夫筝之为体
,

惟高亮

而殊特
,

应六律之修和
,

与七始乎消息 括八音之精要
,

超众器之表式
。

后夔创制
,

子野考成
,

“ 夔是舜时乐官
,

曾创造了很多乐器
,

筝就是其中的一件
。

相传有一天他听到 山野百鸟争鸣
,

悦耳感人
,

因而仿百鸟之声
,

用竹子制出筝来 时间距今四千二百多年 另一则却说
“钟子授

筝
,

伯牙同节
,

唱《葛天 》之高韵
,

赞《幽兰 》与《白雪 》 晋贾彬《筝赋 》还有蒙恬造筝一说 根
据以上史料和民间传说

,

我们虽不能确定筝的起源
,

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筝产生于秦地

今陕西关中西部
,

甘肃东部
,

是秦地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

秦地是中华文明的发样地之一 ,

筝又史称
“秦筝

” ,

想必古人在这一方面不会含糊的
,

何况筝本身就具有秦地和秦人的风韵品

格 从史料中推断
,

筝至少在商代以前
,

已有雏形 筝的创制
,

可能源于
‘

①为了表达感

情 ②模仿自然中各种声音 ③产生于劳动

李斯《谏逐客书 》中告诉我们
,

当时筝与瓮
,

构成
“真秦之声 ” ,

且在秦地广为流传
,

成为

风俗习惯
,

那时
,

它主要用于民间
,

宫廷也开始用筝伴奏
。

汉代时
,

宫廷 已普遏用筝为乐府服务
,

一些王公贵族
,

文人骚客为之倾倒
,

竟相习弹
,

蔚

然成风
。

候瑾《筝斌 》说 “享祀祖先
,

酬醉嘉宾
,

移风易俗
,

混同人伦
,

莫有尚于筝者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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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初由徒歌
,

进而为但歌
,

逐步发展成为六
、

七种丝竹乐器更相登奏
,

歌手击节

唱和的
“

相和歌 ” ,

在末歌之前和弄后有所谓“五部弦
” , “六部弦 ” ,

就是弦乐合奏的前奏和间

奏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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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后又 由相和歌产生了纯器乐的“但曲 ”。

张永《元嘉正声伎录 》中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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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曲
”

七首
,

既是合奏曲 又是筝独奏曲
,

且 由秦声转为楚声
,

结构规模
,

有了长足进步
,

这一

飞跃性的发展
,

使其型制也进步了
,

汉代的筝
,

已非
“
五弦筑身

” ,

而变形如瑟
,

六尺长的上圆

下平上张十二条弦
,

多用骨甲代指
,

演奏中有了“大兴小附
,

重发轻随 ”的勾搭撮弦
,

促柱等技

法
,

具有一定的表现力
。

魏晋南北朝时的筝 已与琴瑟一祥
。

晋傅玄《筝赋 》中
“

今观其器
,

上圆似天
,

下平似地
,

中

空六合
,

弦柱十二
,

拟十二月
,

设之则四象存
,

鼓之则五音发
,

体合法度
,

节究哀乐
,

斯乃仁智

之器也 ” ,

这一时期
,

由于民族大融合
,

筝艺向南发展迅速
,

制筝材料有所突破
,

魏时已用梓木

制筝
,

到了梁代
,

出现了桐木筝
,

由于音质上的优点
,

桐木筝世代相传
,

历久不衰
,

延续至今
。

此时
,

筝更广泛地用来演奏吴歌和荆楚西曲
,

并且不断从民间汲取营养
。

大约在梁陈之际十

三弦筝逐渐兴起
,

到了隋代
,

十三弦筝在雅乐中的地位完全确立了
。

唐代
,

在历任皇帝较为重视音乐的前提下
,

筝艺进入了鼎盛时期
。

筝的种类繁多
,

如卧

筝
、

当筝等
,

十三弦筝盛极一时
,

与之十二弦筝相比较
,

虽一弦之差
,

但从五声音阶定弦原则

来推论
,

主音加强了
,

实用性增大了 当时筝有宫
、

商
、

角
、

羽四调
,

临时移柱可转二十八调
,

燕

乐的兴盛给筝艺以广阔的天地
,

有名的大曲《秦王破阵乐 》
、

《霓裳羽衣曲冷被吸收为筝独奏

曲
,

且曲子结构宏大
,

宫调形式丰富
,

唐疆域各处
,

文化交流频繁
,

并吸引了大批的 日本
、

朝鲜

的
“

遣唐使
”

来到中国
,

公元 年
,

遣唐使准判官藤原贞敏在长安和刘二郎之女 —一位弹

筝名手结为夫妇
,

公元 年
,

唐嘻宗派遣筝博士皇孟学率领六十二人的乐队赴 日传授中国

音乐
,

从此筝在 日本落户
,

且外形毫无改变
,

直到今 日
,

唐时
,

秦筝已作为唐人杂戏的主奏乐

器之一
,

使用更为广泛
。

弹筝名手辈出
,

如薛琼琼
、

李青青等
,

筝艺精妙
,

为人称颂
。

宋初
,

随着政治
、

经济
、

文化中心的南移
,

从应用范围来说
,

筝除用于宫廷外
,

还用于 杂

剧
,

且为说唱伴奏
,

并和江南地区的一些早期戏曲的联系紧密
,

如参与伴奏“
杭州滩簧 ” 。

民间

筝艺迅速展开
,

地方特色逐渐加强
。

到了元朝
,

中原筝与汉筝汇合
,

形成了蒙古筝
,

当时
,

仍以十三弦应用较广
,

偶尔可见十

二或十四弦筝
。

明代出现 了十五弦筝
,

但当时复古思想严重
,

筝艺被看成俗乐
,

乐人地位低

下
,

致使前人的很多筝谱未能流传下来
,

清初
,

筝艺进一步发展
,

筝艺人随处可见
,

有人描写

弹筝盛况说
“

霍家小女家家瑟
,

杨氏诸姨部部筝
” 。

筝造型精致
、

华丽
,

四边绘有独角怪兽
,

梁
、

尾边用紫檀
,

弦孔用象牙为饰等
。

其演奏方法 北筝右弹左按
,

南筝以右手清弹为主
。

指法

名 目紧多
,

有摇
、

牵
、

提
、

拢等十多种
。

纵观筝史我们有这样一种认识 筝艺的发展若从各地筝所依附的客观环境来讲
,

应包

含 历史过程
,

筝艺发展有一大主干
,

两大支干 一大主干即秦地为中心
,

向东经中原流 向

日本
,

形成河南筝
、

山东筝
、

日本筝 两大支干
,

即北上形成蒙古筝
,

朝鲜伽 哪琴南下经江浙流

向闽粤
,

形成浙江筝
、

客家筝
、

潮洲筝及越南筝
。

社会背景
,

历史上的几次人 口大迁徙及 民

族大融合 文化因素
,

与当地的民间音乐
,

戏曲相融合
,

这都是我们进一步分析流派形成所

不容忽视的
。

二
、

筝艺流派的形成

水的行动叫流
,

水的分流叫派
。

在绵延数千年的筝艺历史长河中
,

筝派有如水流分布各

地
,

深深扎根于民族土壤之中
。

涉及流派
,

笔者认为
,

应从横
、

纵两个方面考虑
,

俊的方面就是
“
特性

”问题
,

包括内容
,

本质等
,

这是流派形成的关键 纵的方面
,

即以上所提到的客观环境

问题
。

主客观因素共同促进了筝艺的发展
。

周亮工在其《书影中 》详细记录了公元 年一 年间三种不同的筝艺
“
明武宗时教

坊乐人梁三姑
,

弹筝独步一时
” ,

她的表演唱词中夹有说白
,

弹时“ 洪往舒归
,

鲸骇莺续
,

更时

闻折柱状
,

已若风雾烟雨
,

共冷冷也
。 ”
稍时田玉环

,

筝艺受姑苏
、

太仓的琵琶和仪征
、

扬州陈



隋古调的影响
,

表演时重于弹奏 刘弱弹筝则干脆唱起甘州
、

桐城诸歌
, ”

如北风凄劲
,

戍士秋

怀
,

可谓秦筝慷慨 ”。

纵观筝史
,

筝从有史料记载就作为秦地的一种伴奏乐器
,

来表现或粗犷
、

或凄楚的当地音乐
,

随后从伴安中独立出来公理季
、

合奏“并发展
,

进入 明清时期
,

又 大量吸

收了当地说唱
、

戏曲音乐
,

从而地域性加强
,

以上史实正说明了这一点
,

这都为筝派的形成打

下了基础
。

谧 〕

历史上关于筝派的划分
,

由于理解不同
,

标准不一
。

例如
,

有以筝艺品格分为山林派
,

江

湖派
,

儒派等 有以用乐谱或体裁分为雅乐派
,

激烈派等 传统筝乐通常划分为南北两派
,

概

言之北派豪放
,

南派细腻
,

近数十年来
,

筝艺多以地域划分
,

分为浙江
、

河南
、

山东
、

陕西
、

潮

州
、

客家筝派 以及蒙古雅托噶
、

朝鲜伽 耶琴等
,

呈现 出
“

茫茫九派流中国 ”的局面
。

这种划分
,

我觉得较为科学
,

为什么呢 因为

每个流派需有 自己特有的音乐内格
,

这是最本质的
。

它从音阶调式中体现出来
。

例如
,

浙江筝派以 五声商调式为主
,

用以突出该流派的音乐特点
,

而河南流派则以 飞

六声音阶为主
,

常用宫调式 陕西流派以 “ 为基本音阶
,

多用徽调式
,

尤其叶
、

两个音
,

形成特有的音乐风格
。

每个流派都要有 自己的审美趣味
。

由于生活环境和文化熏陶
,

使同一民族
、

地域
、

阶

层
、

职业的人有可能形成某种群体性的兴趣和爱好
。

例如
,

浙江流派地处江南水乡
,

所以人民

以感情细腻
,

性格明朗为特征
,

喜好清秀
,

活泼的音乐 陕西流派由于人民长年生活在北方高

原
,

无论音乐
,

还是戏曲
,

都流露着北方质朴
、

慷慨的审美标准
,

所以以“秦声
”为依附

,

多悲壮

激昂
,

用这种审美情绪来平衡身心
,

沟通情感
,

陶冶性格
,

筝艺才得以流传
。

每个流派都有表现其艺术风格的特有技法
,

如浙江流派的摇指
,

快四点
、

快夹弹
、

点

指
、

快速点弦
、

提弦以及左手由单纯伴奏型及为旋律配和声
,

发展到复杂的节奏型及复调 陕

西流派的撮
、

摇结合
,

大指快速单托以及多用小三度上滑音等
,

都是为了表现 自己流派的艺

术特点
。

布每个流派都有 自己的曲目和代表性人物
,

这是流派成熟的标志
。

浙江流派有来 自江南
丝竹的《高山流水 》

、

《云庆 》
、

《四合如意 ,
、

又有弦索十三套的必月儿高 》
、

毛将军令 》等曲目
,

更

有王粪之等代表人物
,

佛这一流派欣欣向荣
。

陕西流派有榆林小曲‘柳冷娘 ,
、

‘小拜门 ,
,

也

有根据迷胡曲牌编订的《秦桑曲 》
、

《绣金匾 》
,

还有根据西安鼓乐编成的《香山射鼓 》
,

更有周

延甲
、

曲云等代表性人物
,

使得
“

秦筝归秦
” ,

再现辉煌
。

系统的曲目通过典型的代表人物给于

发扬
,

师承关系又使流派得以延续
一

,

发展
,

这都是流派形成必不可少的主观条件
。

由此观之
,

筝艺流派的形成需具备以上四点
,

才能体现出流派的相对稳定性
。

而流派还

需有继承性
、

开拓性
、

主体性
。

一个流派的产生
,

继承是先决条件
,

前有古人
,

后有来者
,

后者

博采众长
,

精益求精
,

在发展中不断完善自己鲜明的个性
,

流派得以传承和发展
。

总之
,

筝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复杂过程
,

筝艺流派的形成也非一朝一夕
,

经过

孕育
,

生长
,

直至开花
、

结果
,

这是几千年人民努力的结果
,

也是客观发展的必然结果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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