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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 乐 初 论

姜宝海

古筝音乐是我国传统音乐中古老的民族

器乐品种之一
。

它 的历史久远
,

流派繁多
,

曲目丰富
,

伎法复杂
。

在民间
、

宫廷
、

艺人
、

文人中均有流传
。

这些千姿百态
,

风格各异

的流派筝艺
,

可统称巾国筝乐
。

筝 源

筝何时有 其最早文字记载见于 《史记
·

李斯列传 》中的 《李斯谏逐客书》
。

其文
“ 夫击瓮叩击

,

弹筝博牌
,

而歌呼鸣鸣
,

快

耳 目者
,

真秦之声也
。

郑卫桑间
,

韶虞武象

者
, 异国之乐也

。

今弃击瓮叩击而就郑卫
,

退弹筝而取韶虞
,

若是者何也 快意当前
,

适观而巳矣
。 ” 该书为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的

著作
。

成书于公元前 年至公元前 年
。

上文记述 了公元前 年李斯上书秦王政收

回逐客令
。

据此 ,

筝至少在公元前 年前

已在秦地盛行
。

距 今 已有 余年的流传

历史
。

筝由何人所造 据东 汉 应 邵 的 《风俗

通 》 , 西晋傅玄的 《筝赋 》,

隋陆法言的 《切

韵 》 ,

唐魏徽的 《隋书 》均有 “ 蒙活所造
”。

但是
,

刘响在 日唐书
·

音乐志 》中对此否

定 “ 筝
,

木秦声也
, 相传 蒙 恬 所 造

,

非

也
。 ”

有人很据蒙恬是秦国文武双全名将
,

唐

诗人李娇 《筝 》 待中有 “ 菜 恬 芳 轨 设 游

楚妙弹开 新曲帐中发
,

补寺音 亏下来 钢装

模六律 」列配三才 兑听西 秦奏 筝筝有

剩哀 ” 的描述
,

推断蒙活是位业余筝手
,

对

筝伎有研究
,

他参照瑟形改制五弦筝为十二

弦等
。

又据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 》记载
“ 古筝五弦

,

施于竹如筑
,

秦蒙恬改为十二

弦
,

变形如瑟
,

易竹 以木
,

唐 以 后 为 十三

弦
。 ” 认为 《辞 海 》 年 版 此 条

“ 相传秦人蒙恬改制
,
故名

。 ” 符合历史事

实
。

然而
,

蒙恬指筝
,

史料中未发现可靠记

载
。

现据其诗
,

总感论据欠足
,

并有文学夸

张
、

虚构之谦
。

筝名由何而米 据唐赵磷 《因话录 》 ,

宋丁度 《集韵 》 ,

明陈耀文 《天中记 》 ,

清

姚燮 《今乐考证 》等均有下列 类 似 记 载
“ 秦人有一瑟而争

,

蒙 活 中 分 之
,

命名取

半
,

因名秦筝然
” , “

秦人鼓瑟
,

兄弟争之
,

又破为二
,

筝之 名自此始
。 ” 现学术界多认

为 “ 分瑟成筝 ” 系望文生义
,

牵 强 附 会 之

说
。

笔者认为此说尚有合理部分
。

据东汉应

邵的 《风俗通 》 “

今并凉两州 ,
筝形如瑟

,

不知谁人改作也 ” 。

至少说明东汉 已流传今

山西 并
、

甘肃 凉 一带的古筝形状如

瑟
。

筝与瑟形制相 同
,

而弦数不同
。

至今
,

山东民间仍称筝为小瑟
。

筝名来白发音声响现被学术界公认
。

据

东汉刘熙 《释名 》中释为 “ 筝
,

施弦高
,

筝筝然 ” 。

唐李娇 《筝 》诗中的 “ 莫听西秦

奏 筝筝有剩哀 ” 其 “ 筝筝 ” 应 为
一

音 响 之

解
。

厉史文献 , , 多 己有 “
筝五弦筑身 ” 见



《风俗通 》
, “筝

,

鼓弦筑身也” 见 《说

文解字
,

还记有 “ 筑
, 以竹曲五弦之乐也 ”

《说文解字》
。 “ 筑如筝

,

细颈
,

以竹

击之 ” 见 《旧唐书
·

乐志 》
。

由上可见

筝与筑形状近似而奏法有异 筝为掐弹
,

筑

为竹击
。

至于筝
、

筑孰先孰后 ,

仍未 见 可 靠 依

据
。

但据 “ 筝
, 按古五弦

, 于竹如筑 ” 见

《说文通训定声 》 , “ 筝
,

古以竹为之 ”

见 《集韵 》 , “ 筝
,

鼓弦竹声乐也
,

今

筝未有以竹为之者 ” 见《演繁露
,

可说明

筝曾为五弦竹制
,

故筝字属竹部
。

古筝弦数各代有异
。

五弦筝见于春秋末

期
,

《风俗通
·

声音篇 》记有 “ 筝
,

谨按

礼乐记五弦筑身也
。 ” 十二弦筝见于战国末

期
。

魏晋南北朝 , 《筝赋 》记有
“ 弦有十

二
,

四时度也
。 ” 十二弦筝隋唐 专 用 于 清

乐
,

宋 代 也 有 十二弦筝
。

十三弦筝唐代盛

行
,

最早见于 《隋书
·

音乐志 》 “ 丝之属日

筝
,

十三弦
。 ” 此筝自唐到宋

。

十四
、

十五

弦筝
,

多见于明
、

清
。

见 《瑟谱》 “今官筝

十五弦 ,

而世多用十四弦者
。 ” 十六弦筝多

见于清末
。

我国广东使用金属弦十六弦筝
。

在山东尚存见明代十六弦筝
。

现代十九弦
、

二十一弦
、

二十五 六 弦筝较为多见
。

综上所述
,

筝至少在公元前 年以前

就盛行于秦地
, “ 分瑟成筝 ” 之说

,

有可取

部分
。

其筝形
、

奏法与瑟
、

筑均有关
,

筝弦

历代多少有异
,

筝至汉代已基本定型
。

其筝

名与发音
、

制筝材料有关
。

筝 派

筝始秦地
,

亦称秦筝
,

除陕西等省有此

称外
,

既在我国南方潮汕地区也惯称“秦筝 ”

或 “ 情筝 ” 方言
。

筝家曹正将秦筝谓之
“ 筝道本源 ” 。

秦筝遗韵 一 陕西榆林筝至

今尚存
。

曹正先生认为 “ 榆林古筝的流传

是秦筝的余绪
,

是秦筝井未发传的重要依据

和物证
。 ” 这 “真秦之声 ” ,

历经两千余年

的变异
,

并与各地民族民间音乐相汇合
、

交

融
,

巳成 “ 茫茫九派流中国 ” 的局面
。

中国筝乐各流派的形成是与流传历史
、

文化传统
、

审美情趣
、

师承传人
、

筝谱技法

等多种因素有关
。

筝派艺术是客观存在
,

也

是中国筝乐绚丽多彩的象征
。

筝派艺术促进

了筝艺的发展
。

某种流派的形成是在前人积

累的基础上
,

广采他派之长
,

长期积沉
、

创

造
,

并在一定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

它

被人们所公认
,

又不是某人自封的
。

随着历

史的进程
,

时间的推移
,

相信会有新的古筝

流派产生
。

现代筝派的划分主要依据是区域
、

传人
、

传谱
、

奏法
、

风格等因素
。

据此
,

中国筝乐

主要有七大流派
,

现分述如下

中州攀派 河南攀乐

此派的形成发展是与说唱音乐 “ 河南曲

子 ” 有密切关系
。

据史料记载 “ 曲子 ” 在明

代已成雏形
。

筝为主 ,要伴奏乐器
,

并以演奏
“ 大调曲子 ” 中的 “板头曲 ” 而著称

。

其目

的为招揽观众
,

调弦对音
,

活动手指
。

后在

大量吸收民间音乐的基础上
,

艺 术 不 断 提

高
,

逐渐摆脱 “ 曲子 ” 而成为独立存在的筝

独奏曲或合奏曲
。

主要流传南阳
、

泌阳
、

叶

县等地
‘

年代河南遂平魏子欲
,

积极倡异中州

古筝
,

传教弟子
,

对中州筝派的传播和发展

起有很大作用
。

所传 《天下大同 》等筝曲具

有浓厚的河南筝乐特点
。

另
,

现人们公认的该派三大代表是曹东

扶
、

王省吾
、

任清芝
。

曹东扶
,

师承马书章
,

擅唱大调曲子
,

能操琵琶
、

三弦
、

坠胡等多种乐器
,

以古筝

见长
,

有 “ 丝弦大王 ” 之称
。

它的“ 摇指
” 、

“颇音 ” 独具风范
。

尤为擅长演 奏 哀 怨 筝

曲
。

代表曲目 《思春 》
、

《思乡》
、

《思

情 》
、

《落院 》
、

《 日中怨 》等
。

创作乐曲



枯

以 《闹元宵 》
、

《变体孟姜女 》最著名
,

其

曲多载《曹东扶筝曲集 》
。

人民音乐出版社

王省吾
,

承继祖父技艺
,

除能演奏 “ 大

调曲子 ” 外
, 以奏二胡见长

,

故有 “ 王二胡

琴 ” 之称
。

同曹齐名
。

能掌握 “
曲子 ” 中多

种伴奏乐器
,

尤其 擅 长 古 筝
。

代表曲目

《花流水 》
、

《和番 》
、

《打雁 》等
。

其曲

多载 《古筝独奏曲集 》 河南人民出版社
。

任清芝
,

能自弹 自唱 “ 小调 曲子 ” 河

南曲剧前身
。

弹筝独树一帜
,

他的 “ 游指

拔弦 ” 富有特色
。

代表曲目 《新开板 》 ,

《汉江韵 》
、

《幸福渠 》等
。

河南筝乐 自 年代始
,

魏子漱在北京传

教娄树华
、

梁在平等弟子 ,
在北京

、

南京
、

重庆
、

徐州等地产生较大影响
。

曹
、

王
、

任

三人除在本省执教外
,

又在北京
、

成都
、

西

安等高等音乐院校任教
。

从而
,

确立了该派

在中国筝乐中的重要地位
。

中州筝派的总体风格为流畅
、

稳健
、

豪

放
、

热烈
。

乐曲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
。

齐 攀派 山东攀乐

该派主要娜传于荷泽的郸城及聊城的临

清两地
。

是我国筝艺发祥
、

流传较早的地区

之一
。

传有 “ 山东尚为齐鲁地
,

东有奚琴西

有筝
” 之说

。

鲁西南堪称 “ 琴筝之乡 ” 。

汉魏曹植封地在荷泽一带时 ,

作有 “ 弹

筝奋逸响
,

新声妙如神 ” 的诗句
。

该派挡筝

技法中的 “ 纵 ” ,

经我国民族音 乐 学 者 考

证
,

在唐代筝曲中巳存见
。

现 民间可见明代

藏筝及清代筝谱
。

由此证实山东筝乐历史之

悠久
。

据今人回忆
,

该派传人 黎邦荣 郸城

传樊西雨
、

黎连俊
、

张念胜
、

张为沼等人
。

樊
、

黎下传赵玉斋 张念胜下传张应易 张

为沼下传高自 丈
。 ,

达
、

高又亲得 王 殿 玉 指

教
。

金玉亭 临 清 传 金 光 烛
。

下传金灼

南
、

金以池
、

金以奎
、

金 以 埙
、

郝 雁 秋 等

人
。

胡金山 鱼 台 传张鹤鸣
、

李 ’’兰 等

人
。

张又传张景霞
。

山东筝乐的发展与山东琴书 的 盛 行 有

关
。

作为伴奏乐器之 一 的 古 筝
,

就常演奏
“ 牌子曲 ” 。

该派代表有 张为沼 年曾被中央

音乐学院聘为古筝教师
。

张应易 年

获省会演一等奖
,

赴京会演受到好评
。

张

鹤鸣 年曾在东北音专任教 著名者有

金灼南
、

赵玉斋
、

高 自成等
。

金灼南
,

自幼习字挡筝
,

钻研筝学理论
,

能编曲创乐
。

曾聘为南京艺术学 院 古 筝 教

师
, 后在山东艺专任教

。

他注重传统技法的

运用
,

讲究音韵
。

代表曲目 《渔舟唱晚 》
、

《幽思吟 》
、

《乘风破浪 》
、

《凿山引水灌

桃园 》等
。

他奏筝音韵古朴
,

情趣幽雅
。

赵玉斋
,

能操多种乐器
, 以古筝

,

擂琴

见
一

长
。

功力深
,

技法掌握全面
,

并能创新
,

年代运用双手演奏法获得成功
。

曾多次出

国演出
,

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望
。

其风格稳

健豪放
,

韵味醇厚
。

代 表 曲 目 《汉宫 秋

月 》
、

《高山流水 》等
。

创作乐曲以 《庆丰

年 》
、

《新春》
、

《喜庆 》最著名
。

高 自成
,

童年始学唱山 东 琴 书
,

学 奏

筝
、

扬琴等乐器
。

能 全 面 掌 握山东传统奏

法
。

曾与河南王省吾编创《各予大板套曲

高的演奏风格清秀
、

委婉
。

代表曲目 《高

山流水 》 编曲
、

《风翔歌变奏 》
、

《天

下同变奏 》等
。

齐鲁筝派在全国流传较广
。

山东筝家在

东北
、

西安
、

南京
、

成都等地培养 了不少优

秀筝手
, 该派在中国筝乐中处于显赫位置

。

溯乐书派 溯州攀乐

自 年代始
,

潮乐筝家林永之在北京传

播潮筝
,

为南筝北传奠定 了基础
。

年代始

郭鹰花沪传教潮筝
,

使潮筝艺术得以推广
、

发扬
。



潮州筝乐
,

自成体系
。

谱用 “二四谱 ”

记谱
,

采用 “ 首调固定记法
”。

调式有
“
重 ”、

“ 轻 ” 之分
。

旋律多变
,

色彩绚丽
。

其演奏

技法别致
,

多样
。

在中国筝乐中独树一帜
。

潮州筝乐外地传人

林永之 揭阳 传潭步溟
、

史荫美等
。

史下传梁在平
。

庄以范传郭鹰 潮陌 下传

孙义妍
、

项斯华
、

范
一

匕啾
、

王昌元
、

涂永梅

等
。

潮州本地传人 引曹正撰 《潮州古筝

流派介绍 》

李嘉听传刘农炎
、

麦棵李
、

余永鸿
、

刘

下传徐涤生 ,

徐又传杨秀明
。

麦下传阿灶
。

余下传洪如炎
、

李小白
、

陈景芝等
,

洪又传

黄 长富
、

李梅道
、

高哲睿
。

黄 又 下 传 黄辉

远
。

阿三
、

洪佩臣传郑映海
、

张汉斋
、

王泽

如等
。

郑下传蔡远涛
、

杨广泉 , 张下传钟奎

规
、

林毛根 王下传洪明义
、

、

苏文贤等
。

潮乐筝家主要有 郭鹰
、

苏文贤
、

肖韵

阁等
。

郭鹰
,

传教潮筝有 巨 大 贡 献
。

在沪
“ 新潮丝竹会 ” 七演奏名曲

,

后成上海乐团

专业演奏员
,

干兼任上海音乐学院古筝课
。

代表曲目 《寒鸦戏水 》
、

《过江龙 》
、

《一

点金 》
、

羽怨 》及 创 作 曲 目 《农家乐 》

产 ,竺

苏文贤
,

年在全国音乐会上奏潮乐

毕而出名
,

曾在沈阳
、

广东音专任教
。

其代

丧曲 目 《昭君怨 》
、

《凤求凰 》
、

《寒鸦

戏水 》等
。

肖韵阁
,

年代曾与林永之等人组成潮

乐小组
,

并经常演出
。

年代在上梅成名
。

被誉为 “ 南国筝王 ” 。

多次任艺校
、

戏校音

乐顾问
。

代表曲目 《粉红莲 》
、

《重六柳

青娘 》 ,

并有不少理论著作
。

潮乐筝派的总体风格为委婉柔美
,

绵缠

巾雅
。

是中国筝乐中的瑰宝
。

武林等派 浙江攀乐

据唐诗人白居易 《听夜筝有感 》诗证明

筝在唐代巳在杭流传
。

又据《宋史 》,

末初
,

位于浙江的吴越
, 以筝等乐器作 为 进 朝 贡

品 ,

可证实筝业高度发达
。

宋宫廷乐工
,

筝

手流失 民间
,

对民间筝艺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

筝是民间戏曲杭州滩簧戏的伴奏
,

也说明筝

在民间音乐中牢牢扎根
。

自明代始
,

逐步形

成流派
。

主要流传杭州等地
,

后传入上海
。

主要传人 蒋荫椿传王哭之
。

王下传王

昌元
、

项 斯 华
、

范 上 娥
、

孙文妍
、

张燕燕

等
。

王哭之系该派奠基人
。

年始在上海

音乐学院任教
,

丰富与发展了 该 派 艺 术
。

如 拇 指 长 摇
,

夹 弹
、

快四点
,

双手弹奏

等
。

代表曲目 《将军令 》
、

《四合如意 》
、

《云庆 》
、

《三十三板 》及创作曲目 《林冲

夜奔 》 与陆修棠合作 等较著名
。

现代筝

曲 《战台风 》
、

《红旗渠水到俺村 》等大胆

发挥了该派表现技法
。

武林筝派的总体风格为流畅华关
,

绷 城

典雅
。

在专业演奏中有较大影响
。

汉乐攀派 客家筝乐

汉末建安至水嘉年间
,

中原战乱
,

居民

开始南迁
。

北宋末年又有南移居民在粤
、

湘
、

赣
、

闽的交界处定居
,

尤以广东见多
。

他们

将中原
、

汉水文化与南方语言
、

民间音乐溶

化
。

这些 “ 中洲古调 ” , “ 汉皋旧谱 ” 己成

该派筝艺的主要曲源
。

剑要流传汕头地区
、

兴梅客家地区
。

在赣南
、

闽西
、

台湾等地比

较盛行
。

该派主要传人 何育斋传何秋月
、

罗九

香
、

钱竞雄
、

何小卿
、

何九成等
。

该派代表主要有何育斋
、

罗九香等人
。

何育斋
,

其师承不详
。

自习筝后常参加
“ 和弦子 ” 合奏 活动

。

年入广州 创

办 “ 潮梅音乐社 ” ,

多奏 “ 汉皋旧谱
” ,

编

《弹筝八法 》
。

后又在沪传艺
,

并创 “ 逸响

社 ” 以发扬筝艺
。

何 曾系统整理客家筝乐被



当地誉为 “ 音乐功臣 ” 。

罗九香 , 少年学奏多种乐器
,

自 岁始

向何育斋习筝
。

并能效仿古琴奏法
。

年

在全国音乐周上奏汉乐
,

受到重视
。

曾在夭

津
、

广州等音乐院校任教
。

客家筝乐的总体风格为古朴淡雅
,

清秀

委婉
。

主要曲目 《出水莲 》
、

《昭君怨 》
、

《蕉窗夜雨 》
、

《玉莲环 》等
。

闽南攀派 福睡攀乐

据明弘治年间 年前后
,

福建李

贞夫诗 “ 我有朱丝弦
,

惯 读大 古
二

音”
中 的

“ 朱丝弦 ” 推断
,

清代
,

扬希阂 《戊辰酬唱

草 》诗中的 “ 家藏筝笛时一出
,

广庭奏乐开

轩扉 ” 可 证 明 清代闽筝已盛行
。

主要流传

闽南的云宵
、

东山
、

龙 岩
、

上 杭
、

诏 安 等

地
。

以诏安最有影响
。

该派传人

蒲小缸 诏安 传林红光
、

高仔力
、

龟

板禹
、

沈祖舍 张俞 诏安 传张永固
、

张

确
。

张水固下传张学海 , 许大廷传李戊午
。

汤国诚 云霄 传汤敬贤
、

汤启超
、

汤

启东
。

汤敬贤下传陈友章等
。

张永固
,

岁习筝
,

年代始多次在省

会演中受到好评
。

编著 《古筝入 门 》一书
。

是诏安 “ 张家筝 ” 拼主帅
。

对闽筝的继承与

传播起有 重 要 作 用
。

代表曲目 《蕉窗夜

雨 》
、

《百家春 》
、

《将军令 》等
。

李戊午
, 曾多次在县省会演 中 获 得 赞

扬
。

年至 年在省 艺 校 任 教
。

以奏

《出水莲 》
、

《沼君怨 》而著名
。

该派筝曲除与客家筝曲大同小异外也有

本派的传统乐曲
,

如 《春雨未晴 》等
。

其风

格古老质朴
,

清秀淡雅
。

内旅筝派 雅托曦攀乐

相传自清代开始流传
,

主要分布在锡林

格勒盟
、

伊克昭盟一带
。

多见十二弦筝
。

柱

三个与九个成双排
,

音序与上述各派不同
。

即
。

可奏四种调
,

查干调
、

哈格斯调
、

里勒调
、

递递格力

木调
。

主要演奏当地 民歌
,

或自弹 自

唱 , 也演奏民间乐曲
。

如 《八音 》
、

《阿斯

尔 》
。

主要传人

达木林 一 传扎木苏
、

布巴

尔吉 一
、

布仁德力格尔
、

巴音

满都胡等
。

扎木苏
,

弹筝为五代家传
,

岁巳成德

王杀队筝手
,

解放后曾多次在区 会 演 中 获

奖
。

并执教于内蒙艺校
。

中国筝采各派筝艺历来相互交流
、

吸收
、

溶化
。

在演奏本派传统筝曲时除继承
、

发扬

固有风格外
,

还广采他派之 长
。

在演奏创作

乐曲特别是那些民族性筝曲
,

就更能显示出

中国筝乐的风格与气派
。

现将部分筝家传播
、

交流筝艺纲络图 ,

所示如下

月口 臼 叫脚甲门臼曰门

花咋喊伟
’

抽 ,

户曰介洲八户尹
,

令喊甲城吧卜晰

月条攀爪
冬解再 燕,

⋯
之 二 、,

滋姚林筑环攀水
‘ 、‘ , 闷汤 叼口钧

害泉攀乐

撇
, ,



筝 曲

中国筝乐传统筝曲
,

除潮州筝乐用 “二

四潜 ” 外其他曾多用 “工尺谱 ” 。

旋律记写

骨架
,

节奏
、

指法标记也较简单
,
无疑对筝

曲的传播带来一定困难
。

加之筝多种技法又

难 以在谱面上表现准确
,

历来采用 “ 口授心

传
戈,

并 “ 以曲代功 ” 。

各派有其各派传统曲

目
。

各派筝曲 特别是临近区域流派 在流

传中有所交汇
、

影响
,

但因流派不同
,

演奏

风格各异
,

其旋律骨架大 同 小 异
。

各筝派
“ 同名异曲 ” 不为少数

。

仅 《高山流水 》一

曲
, “ 中州 ” 、 “ 齐 鲁 ” 、 “ 武 林 ” 同 有此

名
。

统观中国筝乐可分下列类型筝曲

一
、

遵照 “ 八扳体 ” 结构而形成的传统

筝曲
。

遵照 “ ,‘ 板定式 ” 即全曲由六十八

板
,

八个乐句组成 , 各乐句除第五乐句为十

二板外其他均为八板 , 单句落音 为 商 或 宫

音
,

双句落音为微或宫音 , 次句为首句的变

化重复
,

末句为次句或六句的变化重复
。

旋

律来自于 《单八板 》
、

《双八板 》音调
,

或

其中片断音调
,

明显看出音调与单
、

双 《八

板 》的联系
。

例如 中州板头曲中的 《小飞舞 》
、

《上

楼 》
、

《打雁 》等 , 齐鲁套曲中的 《仅宫秋

月 》以及筝曲 《鸿雁梢书 》
、

《双板 》
、

《单

板 》
、

《三环套 日》等 , 潮乐筝曲中的 《大八

板 》
、

《锦上添花 》 , 内蒙 筝 曲 中 的 《八

音》 汉乐筝曲 《大调 》等
。

虽基不保持 “ 八板定式 ”
而曲诚己

与地方音调相融会
,

与单
、

双 《八板 》无明

显联系
。

例如 中州板头曲 《陈杏元和番》
、

《陈

杏元落院 》
、

《河南八板 》等 , 齐鲁筝曲中

的 《幽思吟 》
、

《高山流水 》 , 潮乐筝曲中

的 《寒鸦戏水 》
、

《平沙落雁 》等 , 汉乐筝

。

乒尽
,

曲 “大调 ,, 中的不少筝曲
。

二
、

由当地某些民族民间音乐形式 如

民歌
、

民族器乐
、

说唱音乐
、

戏曲等
,

而

衍变成的民间筝曲
。

这类筝曲常保持原音乐形态
,

乐曲
“
古筝

化
” ,

或由原有的音乐材料 片断或全部 发

展而成
,

或筝曲原就是该 民间音 乐 形 式 所

属
。

例如 齐鲁筝曲 “ 风翔歌 ” 系山东琴书

牌子曲衍变而成的
。

据器乐曲 《八板 》衍变

而成的 《夭下同》等
。

武林筝曲《四合四 》
、

《如意 》
、

《云庆 》
、

《三十三板 》系据杭

州滩簧板头曲衍变而成
。

内蒙筝 曲 多 由 当

地民歌衍变而成
。

三
、

汲取当地民间音乐营养 特性音调

而形成的地方筝曲
。

此种筝曲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
,
又很难

看出是某首民歌或说唱音乐的变曲
。

是经过

艺术实践的积淀及众多筝人的辛勤创作的结

晶
。

这种筝曲在各派中为数不少
,

此例不一

一列举
。

筝 法

筝乐之法
,

历史悠久
。

被人称之秦筝余

绪的榆林筝就存有某些古老奏法
。

如大
、

食

或中指 指弹奏 即
“

勾搭
” 及大

、

食指并

用 即 “撮 ” ,

在魏阮璃 《筝赋 》中早有记

载 “五声并用
, 动静简易

,

大兴小附
,

重

发轻随 ” 。

其中 “大兴小附 ” 即为 “勾搭 ”

技法
。 “ 撮 ” 在明杨慎 《丹 铅 总 录 》中 有

“ 奏筝多撮
,

琵琶多锣 ” 的记载
。

齐鲁筝派

中的 “纵 ” 使弦微微降低 是由唐代筝法

延续下来的
。

在我国已少见
,

现在 日本筝曲

中仍为多见
。

古诗中的 “轻遏 ” , “ 深遏 ”

及 “ 指滑音柔 ” 即为 “ 吟 ” 、 “ 揉
” 、 “

滑 ”

的技法
。

可见筝法传统之深远
。

诌筝姿态讲究 “ 坐宜 正
、

心宜静
,

面

对群雁
,

足踏八字
。

掌心空虚
,

两臂宜平
、



指宜灵活
、

腕易悬空
。 ” 传统朽筝注重音色

变化
,

倡导 “ 肉甲并用 ” , 以区别发声之音

色
。

传统以 “右手职弹
、

左 手 司 按 ” 为 定

则
,

注重以韵辅声
,

声韵俱佳
。

仅 “按 ” 、

“ 滑 ” 各派用法 千 变 万 化
。

如按 “ 二变 ”

,

之声
,

其音高各有不 同
。

潮筝多

为 及降 中州筝多为升 本位 , 鲁

筝多为微升 微降
。

至于 “ 点按颤滑 ”

各

派更是变化无穷
。

各派运指规律各有不同
。

如潮筝旦旦旦乒多

为 “ 勾 托 抹 托 ” , 而 鲁 筝 多 为 “ 勾 托孽

托 ” 。

浙派以 “拇指摇 ” 见长 鲁筝以 “ 拇

指小关节摇 ” 见长
,

中州筝以拇指 “ 同腕同

摇 ”见长
。

运指规律也是构成不同流派的因素

之一
。

筝家何育斋总结 了客家筝的演奏规律
“注重处理好起头和结尾

,

加花和减字
,

重

按和轻揉
,

曲折和通直
,

断开与连接
,

舒缓

和紧凑
,

主分和从属
,

平正和奇变
”

之间的辩

证关系
。

历来筝家十分讲究 “ 轻工快慢 ” 。

如不重节者轻而诀为浮躁
,

重而快为粗暴
,

轻而慢为怠佚
,

重而慢为沉寂
。

可见重节之

重要
。

鲁筝以重节
,

重韵
,

进退有度为关
。

要求 “ 重而不燥
,

轻而不浮 , 急而不促
,

徐

而不弛 , 疏而有味
,

断而以连 刚柔相济
,

清浊协调 ” 。

这与罗九 香 倡 导 的 “ 缓而不

怠
,

紧则有序 ” 如出一辙
。

也说明筝法南北

相通
。

各派复杂不同的筝法
,

如 “ 花指
” , “

勾

搭 ” , “ 重 , ,

轻 ,, “ 软 , , “ 硬 ” 酿

成了各个独特的艺术风格
,

但 在 表 现 之中
“ 重在写意 ” 便是筝法灵魂所在

。

责任编样 陈顺 宣

州扣
户

心卜胡决‘ 喇确‘
日

心归翻彻叭川妇‘角卜日加州卜
,

姑切 叫人脚 峭呐如 峨 机湖归 叫卜 心扣明卜
月

心扣 叫卜从响 叼峭阳 明卜明卜心扣 喃甲御 从钱加 喃叭脚 喃叭脚 喃呐‘ 叨叭肠 侧内以川沪钧司人如 峨认触 喇叭肠翻彻卜 喊扣
月

心阳 侧扁

上接第 页

另外
,

以 引导的句子也很普遍
。

贬

,

见 第

页

本句中的

‘ 即为条件句
。

科技

文章进行讨论时常用到条件句或虚拟语气
。

另外
,

在以 , ,

等开头的从

句中
,

还往往省略主语及动词

六 析使句

上例 【 】就是祈使句
。

再如

【 】

见 第 页

祈使句在说明书一类的文字 中 用 得 更

多
。

七 引导的句子

前例 【 】即是一例
。

以上共归纳了 在 “ 遣词 ” 方面的

八个特点和在 “ 造句 ” 方面的七个特点
。

必

须说明 只是跟一般英语相比较
, 上述各特

点在科技英语中出现的频率略高一些而已
。

决不是说
,

它们是 所特有 的 或 独咐
的

。

推本溯 源
,

这些特点根源于 文体

的总特点 “ 简洁
、

精确
、

客观
、

正式
、

逻

辑性强 ” 。

而后者又是科技英语本身性质所

决定的
。

概括起米
,

简单地说 科技英语在文体

上有区别于普通英语的特点
,

但在词法和句

法上 ,

它依然要遵循一般英语的普遍规律
。

有了一般英语的基础
,

又有了必要的科

技知识
,

在了解科技英语的特点之后
,

阅读

科技英语就不会感到困难了
。

一

贪任 编 样 周 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