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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唐筝的几点认识
文 傅明 鉴

前言
近些年随着中国民乐的兴起

,

古 筝在海外也深受欢迎
,

不但在韩国
、

日本
、

新加坡等亚

洲 国家掀起古 筝热
,

还在欧美等西方国家也形成一股 习筝热潮
。

韩国伽那琴
、

日本筝
、

还有蒙古 筝等都与中国古 子有着千丝 万婆的渊源
,

尤其是 日本

筝
,

唐 代十三弦 拳在 日本被保存和发展极为成功
,

目前 已成为 日本国主要的民族乐器之一
,

而在它的发源地 —中国却 已难寻踪迹
,

鲜为人知 目前在 国内能 为唐 筝语曲或能 用唐 拳演

奏者更是凤毛麟角

早在 世纪初
,

中国唐代十三弦 筝传入 日本
,

先后 演 变为乐筝
、

筑 筝
、

俗 筝等 日本传统

乐 器
,

三者构造基本相 同 桐木制 长方形音箱 面上张弦 根
,

每根弦 用 柱 支撑
。

弦名从远

至近 分别称 为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斗
、

为
、

巾
。

琴身笔直
,

自古将

筝比作
“

龙
” ,

并依此为各部件命名
。

扬 州金韵 乐 器有限公 司
“

唐 筝
”

系列产品 的开 发就是以我 国盛唐 时期 古 筝制作文献记

载
,

结合现代制 筝工 艺改 良而 成
。

目的是进一步挖掘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
,

了解传世唐 筝

文化
,

继承和弘扬 中华民族乐器传统制作和演奏技法
,

让唐代十三弦 筝回 归故土
,

并发扬光

大 让更 多国人品味和分享中华民族大唐盛世之余韵
。

年 月唐 筝系列产品在扬 州 第六届 全 国 古 筝交流 大会上亮相
,

来 自台湾的温芳瑜老

师的一曲 券之海 》赢得 了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

随后
,

扬州金韵 乐器联合台北精艺乐器有限

公 司
、

扬州尚 高音 乐艺术培训中心 等几 家单位于 月 号下午于扬州新世纪大酒店 多功 能厅

举办 了
“

唐 羊座谈会
” ,

来

自中国大陆
、

台湾
、

香港等

地 区 的古 筝名 家出席 了本次

座谈会
。

与会专 家纷纷大 表

讲话
,

给予
“

唐 筝
”

的 复兴

以 高度肯 定并寄于厚 望
。

扬

州 大 学艺术 学院著名 古 筝家

傅 明 鉴先生在
“

唐 筝欣 赏座

谈会
”

上作 了重点 发 言
,

很

有启 发性
。

经 整理现发 表如

下
。

听 了 台湾 温 芳 瑜 老 师

的十三 弦筝 的演奏
,

感到

的演奏除了在继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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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古筝的演奏技法外
,

还运用了摇指
、

分解和

弦和
“

促柱变调
”

的手法 这里 的移柱 不是作 为转

调
,

是用于调 式的 变化
。

可以说
,

既可见到其传统

手法的延续
,

又可见到对现代技法的吸收
。

也许
,

这

就是当今艺术发展中的传统与现代的对话
、

传统与现

代结合或互相借鉴吧
。

关于唐筝的问题各位筝家们都已谈了很多
,

这里

我将换个角度
,

谈三点我对
“

唐筝
”

的认识
。

一

无论把放在我们面前的这种古筝
,

称之为
“

唐

筝
” ,

还是
“

十三弦筝
” ,

抑或是
“

日本筝
” ,

我

认为它们都是仿造唐代古筝的式样制作的 包括尺

寸
。

所以
,

我称它为
“

仿唐筝
” 。

这种型制出现在

南北朝时期
,

因为十三弦筝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 《隋

书
·

音乐志 》中
。

魏时期的阮禹曾写过一篇 《筝赋 》
,

其中说到
“

身长六尺
,

应律数也
。

弦有十二
,

四时度也
。

柱高

三寸
,

三才具也
。

二手动应
,

日月务也
。

故清者感

天 浊者合地
。 ”

晋代的傅玄在 《筝赋 》中也曾说
“

上祟似天
,

下平似地
,

中空准六合
,

弦柱十二
,

拟

十二月
,

设之则四象在
,

鼓之则五音发
。 ”

这些资料

都足以证实
,

那个时期的古筝都是十二弦
。

那么十二弦与十三弦仅是多一弦而已吗 不是

而就是这一弦的增加
,

却使得所演奏的乐曲调式的主

音加强了
。

根据林谦三的 《仁智要录 》可以得知
,

唐时传人 日本的十三弦的弦排列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
。

这样增加了

一个四度或五度的关系弦 即 宫 音
,

徽音得 以 加

强
,

在演奏中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

温芳瑜在演奏

《若水 》时
,

用 了中指勾弹低音弦而形成的
“

哮一

哒一哒
”

的节奏型之旋律时
,

而
“

曦
”

音的丰满效果

即 和弦效果
,

我认为这就是唐筝增多一弦后
,

所发挥作用的突出写照
。

史载
,

隋文帝在统一中国前曾经认为
,

南北朝

时期的宋齐粱陈音乐都是
“

亡国之音
” 。

可是隋灭

了陈后 公元“ 年
,

隋文帝在审听旧乐时一反常

态
,

惊呼
“

此乃华夏正声也
”

那么何谓
“

华夏正

声
”

就是说 这是中华民族最正统的音乐 可这里

又指的是什么音乐呢 这就具体到当时的背景而言
,

《隋书 音乐志 》中就记载了其中古筝的显著地位
,

不庸置疑当然就是指十三弦古筝了
。

今天在这里称之

为
“

唐筝
” ,

我认为这个
“

唐
”

字不是确指在唐代才

出现这古筝
,

而应是
“

中国
”

的代称 —
“

唐筝
”

即

“

中国筝
”

我们再来看看十三弦筝的外形 它的整体修长
,

筝头顶部称为
“

龙唇
” ,

岳山称为
“

龙角
” ,

从侧面

来看弦柱的排列就成了
“

龙鳍
”

等等
,

就是一个活脱

脱的龙的形象
。

我们华夏民族人都说 我们是龙的传

人
。

它就是我们的 图腾
,

我们弹筝人没理由不崇拜

它

二

我们再从十三弦筝的近代情况来谈谈
。

近代
“

文人派古筝
”

的代表人物之一
、

世界名

曲 《渔舟唱晚 》的编曲者 —娄树华先生
,

曾于

年 一 年间与二胡演奏家王绍先
、

笛子演奏家韩子

和等
,

以
“

中国音乐旅行团
”

的名义赴欧洲访问演

出
,

后绕道莫斯科
,

于 年 月 日回到北京
。

当

时的 《沙漠画报 》报导 娄先生一行在维也纳演出
,

盛况空前
。

娄树华先生是近代把
“

乐中筝
”

介绍到国

际上的先驱
。

他在维也纳弹的是什么筝 就是十三弦

仿唐筝

年
,

中国古筝一代宗师曹正先生在徐州 中

山堂参加徐州社团组织的演出时
,

一批本欲起哄滋事

的伤兵
,

在曹先生一曲 《捣衣 》的音韵中安静下来
,

做起了
“

文明
”

听众
。

是什么样的法力 用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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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袖摺 ,
大家谈乐

样 的 古 筝 还

是 十三 弦仿 唐

筝

年

月
,

曹 正 先 生

在 徐 州举行 中

国近代 史上 的

第一 个 正 式个

人古筝 独 奏 音

乐会
,

用 的依

然是这个十三弦仿唐筝
。

年春
,

曹正先生抱着这

十三弦仿唐筝昂首阔步地走进了
“

国立音乐院
” ,

使

得古筝艺术第一次进入了音乐教育的高等学府
,

为这

优秀的古老乐器在音乐专业界争得了一席之地 ⋯ ⋯

以此种种史实表明
,

十三弦仿唐筝为中国乃至世

界古筝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

在中国筝史
、

音

乐史上都应该有着它显著的位置
。

我们没有理由不爱

它

三

艺术是丰富多彩的
,

同一种艺术门类也会有着不

同的艺术特性 如 风格
,

表现手法干
。

我们现在

常见的 弦筝是 世纪 年代通过
“

乐改
”

而产生

的音域宽
、

音量大等优点的古筝
。

其中的尼龙钢丝弦

兼有蚕丝弦和钢丝弦

的音色特点
,

但它毕

竟不能像蚕丝弦那样

的古朴含蓄
、

淳厚柔

和
,

也不能像钢丝弦

那样的清脆明亮
、

灵

敏委婉
。

我想是不是

可发挥它们的不同特

点
,

为社会的不同需

要而服务呢

当 今
,

人 们 的

工作生活压力大
,

需

要更多的缓解方法

青年 人 偏 于 浮躁
,

需要更多的高雅文化

引导
。

十三弦仿唐筝特有的音色
、

典雅的曲目以及表

现手法和方式
,

可否在丰富古筝艺术的向时
,

也能产

生更多的社会功能呢 当然
,

这必须通过实践才能做

出准确的科学结论
。

不过
,

我想如果一位颇有成就的

成功人士
、

一位繁忙劳碌的白领或一位勤奋功课的学

生
,

工作之余端坐在一张古朴典雅的素筝前 十三弦

拳因不油漆
,

而显原木本色
,

称之为
“

素子
” ,

净

手焚香
,

勾托吟揉
、

心飞云外
,

那是多么崇高儒雅之

气象
。

是多么让人羡慕的事呀 作为我们弹筝人更没

有理由不拥有它

当然
,

我这里绝对没有想让大家放弃其他古筝

艺术的意思
,

更不是为了复古而复古
。

只是想十三弦

仿唐筝在 日本作为
“

日本筝
” ,

被称之为

日本的民族乐器而广泛运用
,

并在台湾也逐步被台湾

华人接受
。

而
“

唐筝
”

—
“

中国筝
”

—
“

华夏正

声
”

为何不能像 日本保护传统艺术一样被弘扬和发展

呢 这需要各方面的努力
,

更需要我们弹筝人的努

力
。

另外
,

目前古筝的社会教学广泛开展
,

无论从社

会效益
,

还是从其他方面讲
,

十三弦古筝教学都是值

得尝试的
。

因为
,

掌握十三弦的技法比较容易
,

年轻

的老师们抽空去学习一下
,

多一种筝的教学内容
,

难

道说这不是一个更好地开展古筝社会教学的契机吗
。

愿诸君都能为
“

唐筝
”

的推广和复兴尽一点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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