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筝源于秦地
,

故而又称为
“

秦

筝
” 。

两千多年来
, “

筝
”

历经创新
、

演

变
、

传播
、

发展的漫长历程
,

逐渐由秦
地向外扩散并流传到四面八方

。

但因

秦代
“

退弹筝
‘ , ,

致使秦地反而少
,’

筝
”

音
。

有感于此
,

世纪 年代

后期
,

西安音乐学院周廷甲先生在编

订的《古筝迷胡曲集
·

前言 》中
,

提出

了
“

秦筝归秦
’ ,

说
。

这是陕西筝人面对

的永久课题
。

下面简述秦始皇
“

退弹

筝
”

的史实以及千百年来古筝发展的

历史
。

一 官
“

退筝
”

民
“

兴筝
” 。

秦垂相李斯在《谏逐客书 》中说

过
, “

今弃击瓮叩击 ⋯⋯退弹筝
” 。

从

此秦主朝的礼乐活动就曾一度
‘·

弃击

瓮叩击
”

和
“

退弹筝
’,

了
口

但筝同任何

事物一样
,

它的发展是不以宫方意志

为转移的
。

自秦以来这两千多年里
,

秦

筝从未因秦廷
“

退弹筝
”

而停止发展
。

汉代著名的诗人作家都有颂筝的诗

文和辞赋
。

如汉人的
‘·

古诗十九首
’,

之

四有
“

今日良霄夜
,

欢乐难具陈
。

弹筝

歌 余篇
,

为乐府采集总量 篇的

一半
。

在乐府中
,

舞蹈
、

诗歌所用五种

曲调中四种都用筝作为伴奏乐器
。

朝

廷如此重视筝这一乐器的作用
,

而民

间更是以击瓮叩击
、

弹筝来庆贺酒会
、

节日活动
、

抒发情怀表达心声
。

总之
,

历朝历代无论朝廷民间均

受筝慷慨的艺术风格
,

抒情的艺术手

法所感染
。

因而
,

涌现出了许多著名
“

筝手
”

和诸多的论著
,

从而使筝的演

奏艺术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发展
,

不仅

仅流传神州大地
,

也流传到全世界
,

为
以后逐渐形成各种流派打了坚实基

础
。

二 秦地少筝音的现实间题以

及
“

秦筝归秦
”

的迫切性
。

古筝艺术千百年来流传很广
,

在

海内外形成了各种风格和流派
。

当今
,

在河南
、

山东
、

广东
、

福建
、

浙江
、

内蒙

古等地的筝派
,

风格各异
,

都带有浓厚

的地方色彩
。

而我们陕西经过几十年

的各方努力
,

也逐渐形成了 自己的风

格
。

回顾陕西筝的发展过程
,

值得陕

西筝人高兴的是 西安音乐学院由没

有这个专业到设立
、

完善这个专业
,

在

学院领导的关心和重视下
,

在曹弘
、

高

自成
、

周廷甲等老师的精心培育下
,

陕

西 —这个秦筝发祥地
,

总算有了首

批筝的演奏人才 —陕西筝人
。

由于省市文化主管部门及西安音

乐学院领导对筝业的重视
,

由于像周

廷甲等专家们的努力创作
,

筝专业的

学生已经有了我们陕西 自己的筝曲教

材
,

这些教材经过推广之后
,

已经得到

社会的肯定
,

其中一些曲目还被广泛

演奏
。

秦筝秦音
,

发
‘·

西气
”

而响彻云

天
。

也谈秦筝归秦﹄

﹃拳﹄先恐后

口马宝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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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戏剧建

然而
,

时至今 日
,

秦声尚未归秦
。

面对陕西筝业
,

不能不令人在高兴的

同时感到愧疚
。

筝业和所有文化行业一样
,

面对

着国家经济大变革
、

大发展的形势
,

面

对着新世纪
、

新知识
、

新观念和新成

果
,

其价值观念
、

艺术风格
,

必须迅速

提升
,

才能满足社会与时俱进的需求
。

陕西筝业的发展却未能适应这种形

势
。

一是曲目问题 年在全国第

一次古筝教材会议上纳入的曲目是古

筝名家挖掘和整理出的传统曲目
,

对

古筝事业的起步和发展起到了良好的

推动作用
。

另外
,

几十年来一大批古筝

演奏家和作曲家也创作了大量筝曲
,

这些曲目多数源自于民间
,

具有广泛

的群众基础和历久不衰的承传性
。

如

类树华编创的《渔舟唱晚 》
、

赵玉斋的

《庆丰收》
、

曹东扶的《闹元宵 》
、

刘天

一的《纺织忙 》
、

史兆云 的《春到拉

萨 》
、

王昌元的《战台风 》
、

李祖基的

《丰收锣鼓 》
、

周廷甲的《秦桑曲 》
、

曲

云的《香山射鼓 》
、

李婉芬的《长安八

景 》
、

饶余燕的《骊宫怨 》等等
,

一批

大中小型独奏
、

重奏
、

合奏
、

协奏曲
,

以

形式各异的体裁
、

浓郁的地方特色和

演奏技巧
,

为筝业充实了丰富多彩的

内容
,

增添了艺术活力
。

但是从曲目总体上讲
,

古老的传

统曲目仍占据主流
,

筝曲的创作远落

后于形势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
。

忆往

昔
,

看今朝 传统教材的确不能满足教

学上的要求
,

尤其青年一代的演奏群
,

常为筝曲的数量少
、

质量不能与演奏

技巧的发挥相适应而苦恼和无奈
。

二是队伍问题 真的实现秦筝归

秦
,

形成古筝
“

秦派
”

的独特风格
,

就

必须有一支好的队伍
。

然而目前
,

陕西筝业状况是 屈指

可数的专业人员尚未形成一个队伍
,

在艺术群体中
,

筝和演奏者大多数从

属于伴奏地位或从事酒店
、

茶园的活

动
,

很少和很难举行筝的独奏音乐会
。

三是陕味的筝曲问题 目前大多

数陕味筝曲是整理和挖掘民间音乐和

传统戏曲而创作的
,

专业作曲家限于

不知或少知古筝的弹奏技法和秦筝的

演奏风格
,

所以创作的曲目屈指可数
。

虽是难能可贵却满足不了筝人的演奏

需求
。

进而言之
,

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

代精神
,

立足本地而又充分吸收国内

外音乐曲目的优秀成果而创作出的秦

声秦韵的筝曲则更不多
。

三 秦筝归秦是历史发展的必

然结果
。

“

筝
’,

本身未被秦王朝
“

退弹筝
”

而退出历史舞台
,

相反
,

几千年来却得

到充分的传播
、

发展
、

改进
、

提高
。

这是

古筝艺术在飞跃发展中的必然结果
。

在改革开放大发展的今天
,

我们陕西

筝人有信心
“

振兴
”

筝业
,

宏扬秦筝
,

把
“

筝
”

普及于三秦大地
,

真正做一个

把陕西这个文化大省变为文化强省的
“

筝
”

分子
。

“

秦筝归秦
”

贵在实践
,

把理论与

实践结合起来
,

专业与业余结合起来
,

造就一支优秀的队伍
,

让陕西筝人把

筝曲和演奏风格推广到三秦大地和世

界各地人民群众中去
。

“

秦筝归秦
”

必须加强理论研究
,

这就是对秦筝的历史
、

现状
、

流派
、

筝

曲的创作和演奏技法等等进行探讨
。

在陕西筝界的专家
、

教授们的带领下
,

各大艺术院校
、

演出团体
、

业余爱好者

积极参与
,

筝的研究水平将会大大提

高
,

在理论指导下
,

实践活动也随之而

拓展
。

“

秦筝归秦
”

是继承
、

发展
、

提高

的过程
。

筝界前辈的几十年努力
,

使陕

西筝业在继承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

提高和发展
。

像周廷甲先生整理编订

的《古筝迷胡曲集 》大部分曲目被列

入音乐艺术院校古筝专业学生的必修

和选修教材以后
,

一大批秦筝奏秦音

的曲目如周廷甲的《秦桑曲》
、

曲云的

《香山射鼓 》攻尧余燕的《骊宫怨 》《黄

陵随想 》
、

李婉芬的《长安八景 》
、

周

煌国的《乡韵 》
、

安志顺的《游月宫 》
、

魏军的《三秦欢歌 》
、

焦金海的《山丹

丹花开红艳艳 》
,

还有《乡音 》
、

《绣金

匾 》
、

《易俗秦声 》
、

《华岳情 》
、

《凄凉

曲》
、

《道情 》
、

《秋风引 》
、

《姜女泪 》

等优秀作品涌出
,

流传于海内外
,

并被

国内外音乐艺术院校以及社会团体广

泛使用
,

使
“

秦筝归秦
”

在世界的音乐

之林中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发展
。

以后的年代里
,

陕西筝人以秦腔
、

碗碗腔
、

迷胡等戏曲音乐
,

西安鼓乐
、

陕西地方民间音乐为素材
,

移植
、

改编

创作出了近百首独奏
、

重奏
、

合奏
、

筝

与其它乐器的组合
、

弹唱等作品
。

秦筝

的专场音乐会
、

独奏音乐会逐年增多
,

秦筝艺术繁荣昌盛
,

秦声秦韵弘扬光

大
,

既推动了秦筝的理论建设
,

又提高

了秦筝的演奏水平
,

形成了以周廷甲

先生为代表的陕西流派和演奏风格
,

受到国内外诸多音乐家的高度赞誉
。

这是秦筝归秦进程中迈 出的重要一

步
。

可以肯定地说
,

这是在继承基础上

的重要发展
。

“

秦筝归秦
”

是中国筝业的组成

部分
,

是中国音乐艺术的组成部分
,

不

断提高筝的理论研究水平
,

弘扬改进

秦筝的演奏风格和技巧
,

不断创作出

有新时代
、

新气魄
、

新风格的优秀作

品
,

以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文化

艺术需求
,

这是我们筝人责无旁贷的

历史使命
,

陕西筝人只要人人
“

筝
’,

先

恐后地去奋斗
,

去奋力拼搏
,

定能实现
“

秦筝归秦
” ,

还秦筝于三秦大地的人

民
,

说不定有朝一 日还会出现像西汉

恒宽在《盐铁论 》中所描述的
“

民间

酒会
,

各以赏俗
、

弹筝鼓击
”

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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