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古 筝 流 派

—兼评《潮州古筝流派的介绍 》一文

苏巧筝

学习古筝
、

研究古筝的人
,

都在谈古竿

的流派
。

中国的古筝到底分多少派 划分的

标准是什么 形 成流派的墓本条件有哪些

时代的发展又产生了有别于 传 统 的 古 筝 新

派
,

创新的筝派与流派有什么关系 这些问

题直接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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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音乐界
、

美术界
、

教育界等是因为它能形象地表现 出学术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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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地扎根于民间
,

成为民间音乐
,

形成吝个

流派
,

成为中国艺术宝库中光彩夺 目的瑰宝
。

每一个流派
,

都是色彩斑斓的翡翠
。

研究古筝流派
,

应从 两个方面入 手
,

一

是从艺的方面 ,

研究形成每个流派的 内容和

形式
,

就是其内在的规律
、

表现的形式和运

动的过程
,

研究那些使 它产生不 同的风格
、

特点并使吝派互为区别的那些本质的要素
。

一是从纵的方面去研究客派所依存的客观环

境
,

包括历史过程
、

社会背景
、

文化因素等

对形成各个流派的影响和作用 , 索隐发微
,

从不 同的方向
,

不 同的角度来剖析古筝这个

实体
,

溯本清源
。

每一 个古筝流派
,

都有着区域性
、

保守

性
、

延续性的共同特点
,

但是
,

随着时代的

发展
,

顺应潮流而产生
,

并将跟随着历史的

延续而发展的新派古攀
,

其音乐功能多元 化
,

音乐 内容
、

体裁多样化
,

音响效果多层次
,

技米手法不断借鉴
、

引进
、

创新
,

人们的审

美观点在不 断变化等等
。

这些将会对古攀流

派起着一定的作用
,

因此
,

研究各个流派形



成的 内在规 律
,

弄清流派 的 概念
, ,

明确划分

流派的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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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仅从 形成各个流派的艺术方面入手

去探索其内在的规律
,

对于形成各个流派 的

另一 个方 面
,

即客观环境和条件
,

拟另文讨

论
,

而对于新派的研究
,

将是一 个更加庞大

的研究课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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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宋立说
、

各待其

见
。

比如
,

有以琴艺 品移划分流派并用来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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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致粥奇谬古
,

转以 自喜
,

此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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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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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流派不 是 自编
、

自

树
、

自创
、

自封
,

更不 能由某个 人 物 来 封

赐
。

就如水的流动有其 自然的规律和客观的

条件一 样
, 一 个流派的形成必须要具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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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流派必须要有一 个

音乐 的墓本乐调
。 “

乐 调是在某个历 史 的期和

某个地区逐步形成的一 种或 多科的特有的音

乐腔调
。 ’‘

④

就广义理解
,

乐调发展到一 定阶段
,

成

熟为乐调体系
,

定型并成为乐种
。

古筝是一

件民间乐器
,

民俗之乐
,

它的民间性决定了

它必须依附某个乐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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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庄 筝依附于江 南丝

竹
,

豫筝依附于河南曲剧
、

豫剧
,

答 家筝依

附于汉 乐
,

潮筝依 附于潮州弦诗乐等等
。

各

种乐种的乐调体系就是各个古笙 流派形成的

内容
,

无论 吕剧或江 南丝竹
、

汉 乐 或 弦 诗

乐
,

他们的各种 内在的规律和关系都直接作

用于依附在这个乐种中的古筝
。

验 证的例子

如 曾经一脉衰弱的秦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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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腔调
,

选 出有代表性和特点

的曲调
,

借用其它古筝流派 的弹奏手法
,

对

乐种的基本乐调加以编订
,

使 它逐渐成形
,

并健康地发展成为流派
,

这就是抓住流派最

本质的东西
,

是成功的实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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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体
、

节奏
、

板式结构
、

套 曲

程序
· ·

一
。

古筝能表 现这诸多方面的内容
,

就是技法和能力
,

其中也包括一 些 专 用 名

词
、

术语
,

以及 约定俗成的审美标准
。

各个乐种都有不 同的律的特点
,

或为平

均律
、

或为七律
、

或为带某个变音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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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微
、

变宫
。

古筝是五 声定音
,

除调弦

时必须按乐种的律高调足之外
,

两个小三度

关系给予 它充分表现乐种特点的有利条件
,

如秦腔的欢音
、

苦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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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客乐种有不 同的调式
,

弦 诗乐有不 同的

调体 ⑤ ,

这些调式或调体表现在宫系
、

调首
、

音阶的组合和运 动的形式
,

作为古筝来讲
,

首先表现的是定调和定音上
。

如 浙江 筝奏

江 南丝竹
,

以太簇为宫定律
,

古筝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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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故古筝必须按 调的 五

声音阶排列
,

从 调的
“ ”

开蛤定弦
。

鲁筝以

林钟为宫定调
,

蒙古筝更有查干调
、

合格斯

调
、

黑勒调
、

递格力木调等的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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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板以及各种变化多端的催板
。

特色的技法
、

术语和约定俗成的审美标

准有如豫筝的
“
倒踢正打

” , “

游摇
、

走颤
”

技法和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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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拿指
、

娱蛤指及催板的各种技

法和缠绵
、

古朴
、

典雅的特点等等
,

其它的

各个流派
,

触类旁通
,

也不难找到吝个的技

法和审美的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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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形式住住又是流派的承传方式
。

每个乐种都是民间音乐的一个部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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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拉你的
,

我弹我的
,

时分时合
,

补之
,

衬之
,

垫之
,

生色增辉
。

通过这种体验性
、

自娱性的活动来消闲凑趣
,

平衡身心 ,

陶冶

性情
、

灵心 焕发
,

思想上交流
,

感情上共鸣
,

这就是民间音乐的功能
。

这是一种高雅的活

动
,

有文化的休息
。

流派就是在这种特定的

坏境中自然的传承 。

现代筝艺快速发展
,

古筝常脱离固定的

表现形式而独来独住
,

成为独奏的乐器
。

比如

在弦诗乐中取出一 曲《寒鸦戏水 》,

在江 南丝

竹中取一 曲《四合如意》,

汉 乐中取一 曲 《出

水莲 》,

琴书中取一 曲《凤翔歌 》,

豫剧 中取一

曲《山坡羊 ” ⋯单人 独曲
,

带着教人
、

娱人

的目的
,

步入 音乐厅
,

登上舞台 ”一为了追

求舞台的效果
,

适应听众的欣赏水平
,

于是
,

任意删改乐曲
。

另方面 , 民间长期采用的 口

传面授教学法
,

曲先入 心 ,

由心 到手
, 心 领

神会
· ” ⋯全过程被视谱教学法代替了 , 把乐

谱订死
,

指法 标死 ,
限定表演时间

,

照本宣

科
。

抛开固定音乐表现形式给于流派传习
、

感受
、

丰富
、

充实的环境
。

原有玩 乐时的那

种趣味没有了
,

民间那一套即兴发挥的手法

失却了 , 生动活泼
、

绚丽多姿的活的乐音没

有了
,

民间音乐失去了生命力
,

流派失去 了

神韵
。

形式的变化
,

音乐功能的变化将直接

地影响着流派的传承
。

四 一 个流派必须要有系统的曲目 包

括记谱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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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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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琴书伴乐的曲牌《凰翔歌 》
、

《剪绽

花 》等等
,

有王殿玉
、

黎连俊
、

赵玉 齐
、

高自

成等代表人物
,

弘流扬派
。

豫筝有《哭周瑜 》,

《泣颜回 》, 《上楼
、

下楼 》, 《和番落院 》等曲

目 , 又 有曹东扶
,

王 省吾 ,

任清志等人物使

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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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卸甲人

《海青拿鹤 》等曲 目 ,

又有蒋荫椿
,

王 翼之等

代表人物
,

使这一派欣欣向荣
。

潮筝有 《寒

鸦 戏 水 》
,

《昭君 怨 》, 《凤求 凰 》, 《锦 上 添

花 》等曲
,

又有洪沛臣
,

郑映梅
,

苏文贤
,

黄

长 富等代表人物 , 使这一派生机勃勃
。

客家



攀有 《出水莲 》
, 《散楚词 》, 《怀石 》

,

《杜宇魂 》

等曲 目
,

也有何育齐
、

罗九香等代表人物
。

秦筝归秦之 中
,

在为榆 林 小 调 伴 奏 的

《招蒜台》
、

《五 更鼓 》等小 曲以及综合秦腔中

不 同曲调加于指法编订产生的《道情 》,

《长城

调 》, 《勾调 》, 《韵调 》, 《太平调 》等等以及 白

蓓金
,

朱学义
, 王子英等代表人物

,

使这一

派健康地发展
。

系统的曲 目通过典型的代表人物给与发

扬
,

师承关系又使流饭得以延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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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艺术
,

各派都

在求发展
,

都在不断的创新
,

因此
, 以上四

个方面是指形成流派的主观基本条件而并非

包罗万象
。

各派都有一 系列的弹筝技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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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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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共性存于个性之 中
,

个性又表现共

性并丰富共性
,

两者相得益彰
,

相映成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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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检验的标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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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布在哪些地方 依附在多少个乐种之 中

探流溯源 , 中国古筝的流派就可见端倪
。

一 个流派承传在某一个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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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一个由渐变到突变
、

由量变到质

变的过程
。

一 个流派传承于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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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理解
、

承认
。

成为流派的音乐
,

就是 乡音
,

它会产生

巨大的凝集力
,

唤起思乡
、

恋家的感情
,

它

与语言一 样
,

能沟通
,

能表示喜
、

怒
、

哀
、

乐
,

产生感情上的共鸣
。

每个古筝流派都和其它民间艺术一 样
,

融化在民众的生活中
, 经受住历史的

、

客观

一九八 五年
, 《民族 民间音 乐 》季 刊 第

一
、

二 期刊登 了曹正先生的 《潮州古筝流派

的介绍 以下简称曹文 一 文
,
因为都是在谈

流派
,

故本文也兼而论之
。

曹文在潮州古筝流派形成的这段论述中

写道
“

潮州筝如何迷流派 当然要 以传人传

谱为依据
” ,

于是乎
,

曹先生就以他所认识的

筝人或收集到的资料或乐谱为依据
,

他 自称

用
“

断代的办法
”

将潮州古筝分为五个流派
,

还不包括他认为
“

自成一格
”

的萧韵阁先生

的一派
。

这五个流派如下
“ 二 十年代 —

三十年代
,

潮州揭阳人

林永之先生
,

他负岌燕京时
,

把潮州秦筝传给

谭步溟
、

史荫美
,

史又传给梁在平
” ,

梁
“

把这

些筝曲收集在他的《拟筝谱 》
”

中
。

既有传人
,

又有传谱
,

这是北京的潮州古筝流派
。

“ 于 三十年代中期范沪后
,

便以秦筝为

己任 , 从事潮州音乐的宣传工 作
”

的郭鹰先

生在上海培养学生
, “

自成流派
” ,

这是上海

的潮州古筝流派
。

潮州境内的
“

为时不久的
”

以
“

从事普

及 和业余秦筝活动
”

的李嘉听派
。

潮州境内的
“

从 事专业工作较多的
”

洪

沛臣派
。

“

流寓于海外的一个重要 流 派
,

即 新

加坡娱儒乐社的组织
”

也是陈蕾士先生在《二

四绝谱源流考》中所载的清朝末年在星洲的

业余的潮乐家陈木锦
,

陈子粟等
, 一

这是新加

坡的潮州古筝流派
。

按照曹先生的分派法
,

我们还可以分出



三十年代接受过史荫美传授林永之的潮州拳
曲的梁在平先生在台湾形成的台湾潮州古筝

流派
,

还可以再找到梁先生的传人
·” ⋯

。

今

天
,

实行开放政策 潮人筝友 出埠过洋
,

就

有可能今天 在澳洲成立一个澳洲的潮州古筝

流派
,

明天在非洲成立一 个 非洲的潮州古筝

流派“
一

。

世界上
,

凡是有潮人玩 潮乐
、

弹潮

筝的地方都可以形成潮州古筝流派
, 那么潮

州古筝到底有多少个派 永远无法搞清
。

这

个流派也就不称其为流派 了
。

前文谈到形成古筝流派是它弹奏的内容

和它所寄于的演奏形式
,

同 一 个 乐 种 的 东

西
,

相同内容的东西 , 只 能是同属一个流派
。

传派
,

传人不 同
,

也会有各人 自己弹奏的特

点和风格
,

但那是在流派的共性之中的个性

问题
,

不是流派的本质
。

关于传人传谱问题
。

潮州古筝寄于弦诗

乐的合奏形式
,

这种形式为乐友们提供了多

能的条件
,

合奏时
,

那件乐器空放着
,

往住

就会有乐友主动执用 ,
这样

,

乐友也常是先

学一 器而后通 学其它各器 ,

成为多能者
。

习

此器为徒
,

操彼器为师
,

能者为师
,

乐友也

常是筝友
,

师承关系也是很微妙的
, 只有极

少数是正 宗入 室弟子或家学渊源
,

能明确师

承关系和传人关系
。 至 于传谱

,

传来传去都

是弦诗谱
。

琵琶乐友把弦诗谱传给筝友或是

筝友把谱传给筝友都不 能说明彼此是传人的

关系
,

更不能作为划分流派的根据
。

曹文中画有一 张
“

潮州秦 筝 流 派 系 统

表
” , 且不 说其内容是否准确

,

潮州是否有一

个业余派和一个专业派
,

就是曹先生也在其

表之下做 了
“
流派有洪

、

李之分
,

传谱则基

本一 致
”

的结论
。

既然承认其内容是一 致
,

又

为何要将他们从形式上分开 更 何 况 在 潮

州
,

乐友们到乐社
、

乐馆或乐友家玩 乐 , 都

是 以自娱为 目的
,

都是 非职业化 , 根本不存

在什玄专业流派和业余流派的问叠
,

更不能

用今天 的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来作为 划分潮州

古筝流派的根据
。

肯定地说
,

凡是演奏弦诗

乐为内容和以合 乐为形式的筝乐都是 一 个流

派 ,

就是潮州古筝流派
, 至 于在 不 同 的 地

区 ,
不 同的筝友在弹奏弦诗时

,

运用不 同的

手法
,

采用不 同的加花
、

做 句
、

押 韵 的 音

群
,

产生出不 同的差别
,

这能表现 出演奏者

对弦诗诊释 能力大小
,

艺术造诣高 低
,

功 力

深浅
,

文野之分
,

当然也会表现 出个人不 同

的演奏风格
,

但绝不能认为是 另一 个潮州古

筝流派
。

古筝艺术在多方面的发展
,

发展的 目标

是什么 我认为
,

目标就是使古筝的学科更

加系统性
、

科学性
、

创造 性
。

作 为 这 个 学

科
,

说到底就是 由弹奏技法
、

流派风格
、

承

传教学
、

继承创新四 个部份共同组成的
。

研

究这些问题是一 个庞大的工程 , 需要 众力和

毅力
。

一九九一年九月于香港

①② 引自香港书店出版
,

一九七七年版本郑

德渊著《筝乐理论及演奏 》一书
。

③ 一九八五年《民族民间音乐 》季刊一
、

二期
,

曹正《潮州古筝流派的介绍 》一文
。

④ 一九 又年炙中国音乐学 》二期董维松 《中

国传统音乐学与乐种学问题及分类方法 》
。

⑥ 一九八九年《民族民间音乐 》三期
,

苏巧筝
、

陈天国的《潮州音乐调体说 》
。

文中写道
“

体
”

在中国传统艺术中是一个常用词
,

如

文有
“

文体
” ,

书有
“

书体
” 。

潮州弦诗乐
,

同

一首弦诗
,

可以变化出
“

轻三六
,

重三六
,

半

轻半重
,

活五
,

反线
”

等不同调体
,

就如同

一个字用不 同书体来表现的情况一样
。 “

调

体
”

对于
“

调
”

来说
,

是一个子概念
,

对于
“

调式
”

来说
,

又是母概念
,

既合乎逻辑
,

又合乎实际
,

所以
‘

弦诗乐中的
“

轻三六
” ,

“

重三六
” , “

轻三重六
” , “

活五
” , “

反线
”

等
,

应该称
“

调体
”

比较恰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