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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同德 弘扬岭南筝乐文化 

发表刊物：秦筝作者:高百坚 

论文内容： 

    

    金秋时节，天高气爽。9月 23日晚，离开潮州 46年的著名古筝教育家、演奏家陈安华教授回梓，

为家乡筝乐爱好者奉献了丰满的盛宴——《筝赋·陈安华师生音乐会》。翌日，汕头市音乐家协会主办

《岭南筝派研讨会》，来自广州、香港、汕头、潮州的专家、学者各抒高见。现将部分发言整理如下： 

    一、岭南筝派的概念、目标及其意义 

    陈蔚曼，(星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专业教师)：岭南筝派是在岭南音乐文化上提出来的，地处五岭之南

的潮州筝、客家筝、粤乐筝是流传在广东地区的三个重要流派，我们把它称为岭南筝派，岭南筝派涵盖

岭南古筝流派和岭南古筝学派两大概念，学派是流派的延续，目的是把流派的自发特式转化为学派的自

为特式，使学派成为流派的文化自觉，从流派到学派意味着理论层次和文化品味的升华。它的目的，一

个是有利于岭南古筝的普及和教育；第二，通过推广逐步与世界音乐文化接轨，成为世界音乐文化的一

部分：第三，通过同仁的共同努力，使岭南古筝得到发展，受益于后一代。这是提出岭南筝派的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我成长感受到的。我是潮州人，父亲是潮州人，我妈妈是客家人，我又是在广州长

大，这三个地方的文化我接触得比较深一点，我是音乐学院古筝专业教师，这样一个环境，可以提供我

对学术和音乐的深一步研究，有鉴于此，我在父亲提出的岭南筝派说法上做了进一步工作。我有感的是，

岭南音乐发展总有一个局限，归纳起来，就是狭隘的地域文化性，潮州的东西，客家的东西，广州音乐

的东西分割为三个很大的部分，互相地象个堡垒。其实三者从文化上，从人上是一个延续下来的东西，

我们都是中原迁徒过来的一个族群，从音乐文化上面肯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它并不是分开的，它并不

是独立存在的，那么我希望把共性的东西挖掘出来，通过大家的努力，把岭南音乐发扬出去。 

    要把学派建设好，有四个要点：1、更高的理论建树；2、更深化的乐曲创作；3、明显的时代精神：

4、融化的地方风格。也就是说，岭南的音乐风格包涵在里面，它的音乐可以来自各种各样的原素，但本

质是不变的。岭南筝派当时提出来，老师说这是几代人的工作，所以我今天把它收集一下，做一种信息

提出来，岭南筝派并不是谁创立的，它是在我们的音乐文化长河里客观存在的，只不过是没有太多的人

把它注意起来，我就是把它注意起来的一个人。 

    陈安华(星海音乐学院教授)：岭南筝派是我在上世纪 80年代首先提出来的。这个提法没有新东西，

就是在南派的名字上冠以“岭南”二字，这其实就是南派。有人问我，岭南筝派里边有潮州筝派啊，客

家筝派啊，有没有冲突，我觉得，这没有冲突。南派什么时候有呢?在清《文献通考》里边就有南北筝的

存在，上世纪 30年代梁在平“南集于粤、北集于豫”的观点，这些都是很早的提法，它没有代替潮州筝，

没有代替客家筝，其实是涵盖这两个筝派。岭南筝派是地域观念比较明确而已，岭南筝派与南派筝是同

一个概念。音乐是不断发展的，将来可能会有很多流派出现，所以我们就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潮州筝

还是潮州筝，客家筝还是客家筝，是非常宝贵的东西，我不是用岭南来代替它，只不过把它归为岭南文

化的范畴。我觉得，从整体来讲，岭南音乐文化，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人文背景、生活习惯、气候条件、

性格特征等形成了岭南流派共有的东西，它的音乐表现出来的是典雅、清新、古朴、细腻、流畅，这是

岭南流派的共性和风格。 

    还有一个流派与学派的关系。流派的生成过程已经孕育着学派的很多原素。比如源流、乐器规格、

演奏特点、调式、乐曲结构，甚至记谱法等，这就是学派的理论基础，流派延续到学派是历史的必然，

因为流派的形成是民间自流自放的，里边有很多弊端，我们损失了很多古谱，很多很多好的东西失传了。

我们不能总局限在民间形式的自流自放的水平上，我们的音乐不是以前小圈子那样干，非常狭隘，影响

我们文化的发展。我们要把潮州筝、客家筝，把岭南的东西传播到更深更远的世界上去，我们也要提高

自己的品位。我觉得，从岭南筝派来讲，从更高的文化角度来讲，提出这个观点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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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来说，就是要使流派的自发特式变为学派的自为特式，使它成为一种文化自觉，这是我们的目标。至

于它的意义，就是与世界音乐接轨，使它成为世界音乐的一部分，与世人共享。 

    郑志伟(广东潮剧院艺术研究室副研究员)：岭南历史很长，过去叫五岭，把它做为岭南学派对于提

高潮州筝、客家筝、粤乐筝的地位有好处，特别是对教学和学习这些人有更高的要求。广东汉乐，潮州

音乐，广东音乐三个乐种去年 6月份都列为国家文化遗产名录，属保护对象，岭南音乐一方面要保护，

一方面要发展，这是个很好的时机。岭南筝派的提出对于与世界音乐接轨有好处，我赞同岭南学派的提

出和宣扬。 

    林流波(香港华声艺术学院院长)：陈教授提出世界筝，把古筝推向全世界，这个论点很有气魄。提

出岭南筝派这个事情，老实说我不太赞成。“岭南”好像概念不分明，你一个流派，或者是一个组织机

构一个名称，总是要包括一定的内容，现在听了陈教授所讲，岭南不代替潮州，也不代表客家，那么怎

么样，岭南自己成一派?或者是郑志伟先生说的广东几个流派通过“岭南”来弘扬?那么就是覆盖了，不

是代替，而是包括，那怎么办呢?学派一个名字形成，是约定成俗的，是慢慢发展的，由历史来给它做结

论的。 

    二、岭南筝乐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陈纤(中共汕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汕头市文联主席)：艺术强调个性，要积极开展艺术的创新，也

要一种回归的观念，要立足地域性文化的传承，如果每首曲只表现了技巧，没有韵味，我想古筝本身的

功能也会消失。传承古筝艺术第一要创新，也要强调乐器功能的承上接下，这是我们的义务。传承很重

要。现在中国文化有一些东西在书面上是学不到的，一首《十面埋伏》，你从各院校出来可能会变成工

业文化的演奏技巧，但你有师承，产生的艺术效果就会不同， 就会有自己的个性，所以大家说到这个派、

那个派，强调的就是师承关系，使它不离开本土的艺术。 

    曾雯(韩山书院潮州师范分院音乐讲师)：对于潮州筝艺的创新和发展，个人谈几点肤浅的想法：1、

建立潮州民间古筝研究会，对潮州民间筝艺进行更全面的理论研讨，对已失传或面临失传的潮州筝曲遗

产进行搜索、发掘、整理、继承，有效地促进群众性潮州民间音乐活动和创作活动的开展。2、编辑出版

有价值的资料、文献，将己发表的有关潮州筝曲的评价、研究文章结集出版《潮州筝曲文选》；选择部

分创作质量高的作品和部分整理、改编较成功的作品编印《潮州筝曲集》；搜索、整理编辑潮州特有的

曲调《潮州活五调源流考》、《潮州筝艺活五调曲集》和特有的谱式《潮乐二、四谱源流考》等：3、组

织相关的研讨及技艺交流，不定期召开潮州古筝交流会、潮州音乐邀请赛等活动；4、对传统筝曲大胆创

新。 

    陈安华：汕头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出类拔萃的人物，化积淀比较好。潮州筝

风格非常典雅，这要保持。可以学习日本，原汤原汁的一点不动，有的变得很厉害。还有，发展里边可

以做很多种尝试，必须分两条路走。我希望汕头音乐文化更上一层楼，大家拧成一股绳，团结起来，共

同前进。 

    郑志伟：我看了陈安华老师的《岭南筝谱》印象比较深刻，里面把岭南三个筝派的历史发展过程讲

得非常细，如对《寒鸦戏水》、《粉蝶采花》的解释说明，他全面、客观地把收集到的不同解释都写上

去，这为后人研究方面提供了很扎实的基础，这方面陈老师可以给我们做榜样。 

    三、汕头教育的现状与展望 

    蔡毅(汕头职业技术学院音乐讲师)：我毕业以来一直从事古筝演奏与教学工作。身为汕头人有责任

来弘扬和传播岭南古筝，特别是潮州筝。具体工作是利用学校这一窗口，民乐课设置以古筝为主线的民

乐教学，包括古筝历史，名曲欣赏，还有初中级古筝技巧的掌握，另外一个版块就是潮州音乐欣赏，这

样学生比较完整地了解潮廾[音乐，在这个基础上了解岭南古筝。第二，我在出版《古筝爱好者》之一书

中刻意地收入一半岭南筝曲，通过书给爱好者提供一个了解岭南古筝的平台。第三，我最近尝试编了《筝

情》小刊物，我认为，做为古筝教师有责任为古筝爱好者提供一个平台，让大家都能在小刊物上交流和

发表对古筝的一些想法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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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安华：我觉得汕头这几年的古筝教育还是不错的，考级人数稳步上升，水平包括曲子的难度也逐

渐在上升，演奏水平也不断在提高。汕头与外地的水平，从技术上来讲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古筝这十几

年发展得很快，我们潮州的东西从风格来讲很细腻，很典雅，是我们的优势，从技术含量上，从整个的

演奏气质上来讲，我觉得还是不够的。师资很重要，要不断培养，要跟上时代的步伐。现在有很多新的

教学方法我们没掌握，我们还是老的教学方法。年青教师要多进修，要有意识地到外面去接触，跟人家

交流也好，跟人家学习也好，要千方百计去学习人家的东西，提高自己的水平，这一条是最重要的。要

多开展一些校际比赛，建立一些实验团体，学校里面的演出团体，多搞一些能提高学生的水平。 

    四、《筝赋·陈安华师生音乐会》感想 

    陈纤：昨晚的演奏会是在传统基础上的一种创新，这种创新没有更大的距离。任何艺术的进步取决

于它的本土，要创新，但完全的一种革命可能在某种阶段不容易被接受。昨晚有一些艺术手段接入，我

很兴奋，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最后的一个举措引导上古筝，我觉得能够调动大家对晚会落幕那种圆满的

追求，还有对乐声和合的满足感离开会场，这又不是很难的，但关键是想到了，关键是做到了，关键是

你敢做。我当时想，以后要是民族音乐会最后用这一个手段，岂不是很简单，又是洋为中用，又能得剧

场效果，而且得到演出晚会一个很完美的句号。改革创新很多东西在于我们认真想了没有，是否很好地

贴切了我们目前所从事的每一个专业，做得好，就是相当好的。应该追求艺术进步的完美，要防止女性

化。昨晚的演奏中，女孩子表现很，看出她不是在娇柔做作，看出她不是在婀娜取宠，而是用她的心身，

人已经变成音乐的一部分。我觉得从追求中国文化、中国音乐唯美主义讲，我看音乐会，我不只是听，

我需要看到很好的表演者，昨天的演奏会，不但很好听，还很好看，安华先生父子的表演，一派阳刚之

气，你说右手的力度，他肯定比女生强，但关键是他的左手，用左手的韵体现这份阳刚。古筝艺术中除

了技术之外，还是要这种男性的阳刚。 

    陈安华：昨晚这种音乐会，我不敢大动，也就是把原来的东西定在那里，加一些伴奏，增加乐曲的

色彩，把它衬托以后有一种新的音乐形象出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探索，它还是比较容易受到人们的接

受。 

    郑志伟：昨天晚上演出是一个很丰满的盛宴，我们在节目看到了，陈老师 0多的的教学，桃李满天

下，自家的也成才了，把棒子交给他的儿女。陈老师作为岭南筝派的提出人，我认为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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