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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风格古筝曲教学刍议 

(浙江艺术学校，浙江 ·杭州，310053) 

摘 要 秦风格古筝曲近年来颇受筝界朋友青睐。其独特的旋律风格韵味和因此而产生的 

秦筝演奏技艺，在完整塑造秦风格音乐形象的同时，为丰富古筝教学研究提供了 

良好的实践机会。秦筝作品风格构成有其特殊的规律，尤其调式音高方面的变化， 

对于秦筝作品风格和演奏技巧的形成意义较大。在古筝教学中，关注这种地域性 

音乐风格特征，是实现和提升教学水平不可或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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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筝，两千多年前就已流行于古代秦国所在地， 

以其方便 (无论体型、弦数都小于瑟)、表现力强的特 

点为民间所喜爱。秦国宰相李斯在公元前 237年上奏 

始皇帝的书中就说 ：“夫击瓮、叩缶瓦、弹筝、⋯⋯真秦 

之声也。”(《史记 ·李斯列传》)两千多年来，随着古 

代音乐的发展和演变，乐器的形制、制造工艺以及表 

现力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许多古代曾 

流传的乐器也多已消亡殆尽，但以秦筝为其基本形 

制的筝类乐器却得以延续下来，并且随着 20世纪以 

来中国民族音乐的勃发与展演，重新获得了较大发 

展。从东南到西北，筝这件具有独特音乐表现魅力的 

乐器，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社会文化构成中演绎着 

人间情怀。现在的古筝乐器从形制上而言各地已无 

太大区别，但在音乐表现上，由于受地域文化之影 

响，形成了众多的演奏风格流派，诸如秦筝、河南筝、 

山东筝、浙江筝、岭南客家、潮州筝等等，并且新人辈 

出，新曲不断涌现，如河南的 《花流水》、《和番》、《落 

院》、《汉江韵》等；山东的《汉宫秋月》、《高山流水》、 

《四段锦》等；浙江的 《月儿高》、《高山流水》、《将军 

令》、《云庆》、《四和如意》；潮州 《柳青娘》、《寒鸦戏 

水》、《活五调》等；还有客家的《出水莲》、《焦窗夜雨》、 

《熏风曲》等，这些作品无不植根于当地民间和戏剧音 

乐的沃土中，除在表现和传达当地风土人情上形成弹 

拨乐创作的个性特征外，并且在发扬光大古筝演奏技 

巧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近年来，无论是从创 

作、演奏、教学以及乐器制造方面表现较为突出、取得 

成果较大的是秦筝。 

现代秦筝在近 50年的发展中，经过几代人的辛 

勤努力，逐步形成了自己独到的风格和特点。尤其是 

2O世纪 8O年代以来，在秦筝学界“秦筝归秦”的精神 

倡导和指引下，一批又一批的专家、学者，积极投身于 

古筝教学、演奏、创作与研究活动中，在进行大量实践 

的基础上，产生了不少优秀的秦风格作品，这其中除 

了有老一辈秦筝学家周延甲先生的 《秦桑曲》、《姜女 

泪》等代表作品外，诸如曲云的 《香山射鼓》，魏军的 

《三秦欢歌》，以及周煜国先生的古筝与乐队《乡韵》等 
一 系列地方特点明显的作品也大量涌现。这些作品 

在注重地方特色、音乐风格的同时，也非常注意古筝 

传统风格技巧的发挥与创新，如左手大指与其它三指 

交替按弦、颤音等，已成为形成秦筝演奏风格的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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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秦筝的这些演奏技巧及其表现特殊音乐风格 

的作品，不仅为秦地风格筝曲确定了独特的艺术地 

位，也使得这类作品，在许多高等音乐艺术院校的古 

筝教学中得到广泛重视与应用。应该承认，在不长的 

时期内，秦筝艺术发展就能取得如此令人兴奋和鼓 

舞的局面，足以说明秦筝演奏风格及其乐曲所具有 

的特殊魅力之所在。 

通过对近年来所接触到的秦风古筝曲的演奏实 

践与教学分析，可以归纳看出，秦风格筝曲的形成， 

主要是以陕西关中地区普遍流行的秦腔、迷胡、碗碗 

腔等戏剧音乐为主要素材编创而成。这里先抛开不 

同作品在创作设计和体裁形式上的不同不论，就其 

在旋律音型结构方面的主要特征观察，大致可归纳 

为如下几类： 

1、以秦腔、迷胡、碗碗腔的音乐旋律为基本创作 

素材，在音高的走向方面虽各有其音调特色，但在旋 

法中却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旋律在上行时，一般多 

以级进音程为主，而下行时则常伴有跳进音程的构 

成，因此，在演奏部分快速乐句时，常因两个偏音(T 

fa、'【si)的不断出现，使得左手压弦与放弦的技巧，显 

得特别重要和突出。 

2、以秦腔及陕西其他地方戏曲音乐风格为素材 

而创作的旋律，大多要受制于较为特殊的微调式音 

高倾向的影响，即要受到两个偏音(T fa、土si)音高的 

游移性和不确定变化的影响。这种变化使许多乐句 

风格，呈现出多边的、不十分规则的变化特征，由此 

而增加了旋律风格的不确定性。有时趋向于燕乐调 

式的旋律特色，有时又趋向于清乐调式的旋律特色； 

有时三级音有点像变宫 (大多为微调式)，有时又像 

闰；还有时候，其音高在它们中间或在整个二级与四 

级音之间(1a—do)自由变化。但通常的规律大体为： 

旋律级进下行至三级音(徵调式 si)时，多接近闰音的 

音高；旋律级进经过三级音并有明显向下解决的倾 

向时，三级音常近似闰音甚至还呈现出稍稍偏低的 

倾向。 

3、近似秦腔音乐(包括迷胡、碗碗腔)的旋律，在 

同一调式的前提下，常常有 “欢音”和“苦音”的旋律 

之分，因而，两个偏音也常受到行腔旋律特征的影响 

而多变化。在欢音旋律中，fa、si音高的处理，时常接 

近十二平均律的音高 ，而苦音旋律中的fa音接近升 

fa，近似变徵的音高倾向，si音接近降 si的音高，因 

此，很多记谱中无奈地以上下箭头 (T、 )模糊示 

之。这对于当地习琴者而言不存在太大问题，但对于 

其他地方学生特别是南方的学生，掌握起来就会困难 
一 些，常有演奏特殊音高不到位的感觉。 

尽管这些秦地音乐的音高倾向及独特的调式特 

点，掌握起来较为困难，但却是秦风格筝曲形成的一 

个特色，也是秦腔、迷胡、碗碗腔等陕西地方戏曲音乐 

旋律的主干，是几百年来甚至近千年以来，在当地大 

众音乐听觉意识中所形成的特定音高概念和特定的 

旋律调式感。这种游移于一般音乐基础理论标准界 

定之问的区域性音乐风格表象特征，在理论研究上近 

年来虽有说词(如“中立音”)，但在实际音乐风格的把 

握过程中，往往难以理论清楚 ，有时候听觉未必也能 

十分准确地感受到。因此，我们在指导学生或 自己演 

奏定位秦风格音乐作品时，时常不甚明白或没有十分 

的把握，问题的难度恰恰不在谱面已有的记号，而更 

多的是音符背后这些不知程度深浅的音高变化倾向， 

以及一些特别的旋法特征。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演 

奏摸索，也就是在内心听觉上感知到或建立起必要的 

调式音高概念之后，我们才会发现，许多特别的演奏 

法，不仅对音乐风格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而在技巧 

方面的所谓变化与创新也正源于此。所以，研究作品 

的典型特征，是全面掌握秦地音乐风格的关键，下面 

试以部分秦筝乐曲为例，作一些简单剖析。 

1、《秦桑曲》由秦筝流派主要代表周延甲先生作 

于 20世纪 80年代，是根据陕西地方戏曲碗碗腔音调 

编创而成。作品中主要的旋律风格特征与上述内容 

中强调的两个偏音的变化密切相关 ，其大部分旋律， 

都建立在对两个偏音的音高表现上。演奏中左手大 

拇指与其它三指交替按弦的技巧，是掌握该作品风格 

的主要演奏难度之一。首先，要培养听辨与处理两个 

偏音所必需的音高听觉意识 ，在此前提下，锻炼二者 

的操控能力。而在快速乐句中表现上述技巧的协调 

与准确性，是完整处理好该作品旋律的关键。 

2、《香山射鼓》由曲云教授根据西安鼓乐曲牌创 

作而成。作品一出世，就以庙宇声声、清香缭绕的艺 

术境界和韵致赢得广大筝界琴友的喜欢。该作品曾 

在香港第六届亚洲青年艺术节上获得金奖，近年来又 

频繁进人高等音乐院校的古筝讲堂。此曲“以盛唐时 

期的乐中筝为依据⋯⋯从形式到内容，从乐曲旋法到 

弹奏技巧，都是缘古籍而寻声，参文物而觅古”之精心 

创作。该曲旋律音调古朴、练达、典雅，又不失端庄、 

神圣之气质，乐曲采用较为典型的七声燕乐商调式而 

创作，所以，在演奏风格掌握中，应注重凝重、古朴之 

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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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秦欢歌》由西安音乐学院古筝副教授魏军 

先生所作，这也是近年来广为流传的一部秦筝力作。 

作品以陕西关中典型的戏剧音调为主题，以歌颂劳动 

人民迎丰收、庆新年的喜悦心情为背景，广泛应用古 

筝的按、滑和秦筝风格曲中的大指与其他三指的交替 

压弦技巧，分别陈述了丰收的喜悦、抒情的歌舞、对美 

好生活的憧憬。旋律音型的表现特征，离不开秦地戏 

曲总体旋律风格的音高倾向，所以，乐句中的两个偏 

音音高的把握，随时都需要注意。 

4、《乡韵》为西安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周煜国先 

生所作，它是近年来继上述作品后的又一古筝代表 

作。作品除了在音乐风格方面，继续以秦腔及关中地 

方戏剧碗碗腔音乐为素材外，还积极考虑将古筝这一 

常用独奏乐器，尝试在更大的合奏空间内使用，在创 

作的基本思维中有多声部音乐作品的构思，所以，从 

引子、间奏、伴奏以及协奏形式看，其多声音乐作品的 

特征性非常明显。因而，在演奏时，一种纯独奏作品中 

少有的协作意识和期待感，时时触动着演奏者灵感的 

发挥。在古筝演奏中独奏与其他声部合作，在相互交 

融时的那种独特感受，在这首作品的演奏中，有大量 

的发挥空间和余地。因此，该作品从领略音乐风格和 

古筝技巧应用方面，都达到了令人神往的地步。我们 

在演奏和欣赏时，常有被浓浓的秦地乡情与乡音所牵 

动、所感染的体验，这也是该作品近年来频繁走上舞 

台和走进课堂的主要原因。 

纵上所述，陕西关中八百里秦川，是滋养秦筝音 

乐风格的沃土，这里的人民喜爱秦腔，熟悉秦地音乐 

风风雨雨的变迁，而以秦腔为其地方戏曲音乐主体的 

每一个变化都曾激发过人们浓浓的乡情。这种情意， 

有调式音乐的作用，有地方语言的内涵；有稻谷花香 

的人伦亲情弥漫，也有来自更西部雪域高原的风寒浸 

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长期生活的息习繁衍，使得 

秦风更具有秦之神韵。艺术表现上，对秦韵的不断追 

逐，将会使秦筝艺术更会散发出隽永的魅力。 

“秦筝归秦”是近年来倡导在陕西筝界的一种理 

念和思想，其核心体现在风格的浓聚与技巧的形成和 

完善上。我们相信，“秦筝归秦”的艺术追求道路上，以 

“陕西派多抒情”的特征，必将不断地在筝乐艺术界演 

绎和畅想，并在不断的繁衍过程中汲取更加丰富的营 

养，逐步壮大，逐步丰满。不仅如此，秦筝艺术其独特 

的旋律韵味，风格突出的调式音高游移特点，都为我 

们适当调理音乐听觉意识，完整表达音乐形象提供更 

多的空间。今后如果能在我们的教学期间，争取更多 

的机会探索秦筝艺术风格的这些表现规律，势必为开 

创更加理想的古筝教学和演奏局面，写下进步的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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