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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古筝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推广和发展。在全国形成了九大流派的局面， 

山东筝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流派之一。山东筝习惯上指菏泽地区的古筝艺术，山 

东筝最具代表性的曲目是《碰八板》，其独特的曲体结构和演奏运指特点，构成了 

山东筝乐的显著风格特征。山东筝为近代以来中国古筝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 

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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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筝艺术在漫长的历史展衍过程中．不断得到 

推广普及和发展。因而产生了以地方风格为特征的众 

多流派。如“齐鲁大板”的山东筝；“真秦之声”的陕西 

筝；“中州古调”的河南筝；“韩江丝竹”的潮州筝；“汉 

皋古韵”的客家筝；“武林逸韵”的杭州筝：闽南地区的 

福建筝；内蒙古草原的蒙古筝；延边地区的朝鲜筝，从 

而形成“九大流派”纷呈争艳的局面。 

山东筝的概念，习惯上是指素有“郓鄄筝琴之乡” 

美誉的菏泽地区的筝艺术。由于该地区的筝艺术流传 

历史悠久，乐曲风格独特，名家辈出。所以在全国影响 

颇大。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山东筝”事实上就源于菏 

泽地区的郓、鄄二县。 

传统的山东筝主要流传在鲁西南的菏泽地区和 

鲁西的聊城地区，特别是菏泽地区的郓城、鄄城一带， 

迄今为止弹筝习俗不衰。素有 “郓鄄筝琴之乡”之美 

称。这两个地区的古筝传授系统不同。曲目也不相同。 

但所传承的传统曲目中大都是六十八板的 “八板体” 

结构的标题性乐曲。聊城地区的古筝传人和古曲数目 

相对较少。主要是临清县金郝庄的金灼南先生和金以 

埙先生传下来的。由于聊城地区的传统筝曲未能在山 

东和全国范围内广泛流播。其历史、传谱等尚待进一 

步整理和发掘。因此。人们对于“山东筝”的概念，习惯 

上是指菏泽地区的古筝艺术。 

山东筝以其丰富的曲目、刚劲内在的音乐气质和 

朴素优美的抒情性在全国享有盛名。现知菏泽地区最 

早的古筝传人是清末民初的文人黎邦荣。他除了擅长 

古筝演奏外还精于山东琴书，培养了不少出色的古筝 

演奏家。如张为昭、张念胜、黎连俊、樊西雨等。而在他 

们之后的赵玉斋、高自成、韩庭贵等著名古筝演奏家， 

有幸进入高等音乐院校任教。培养了更多的学生。使 

山东古筝流派的演奏技法及其曲目能更广泛地在全 

国范围内流传。也使山东筝在中国古筝流派中处于显 

赫的位置。Ill( ’ 

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央音乐学院、沈阳音乐专 

科学校 (沈阳音乐学院)、西安音乐专科学校 (西安音 

乐学院)、南京艺专(南京艺术学院)及山东艺专(山东 

艺术学院)都先后聘请了山东筝派的民间艺人任教， 

培养出了大批学生。可以说。山东筝是在全国流传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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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和影响最大的古筝流派之一。 

一

、山东筝在菏泽地区的流传 

由于筝这一民族乐器流传年代久远，史学家们常 

在筝前冠以“古”字。所以，人们习惯统称其为古筝。引 

而伸之，现在“古筝”这一概念已不单单是乐器名称。 

它还包含着古筝艺术流派、风格特点等含义。并隐含 

了各流派的历史渊源、文化沿革以及发展。 

菏泽地区的古筝艺术(即山东派古筝)源远流长。据 

《战国策·齐策》[2】中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 

吹竽、鼓瑟、击筑、弹琴。”又，三国魏曹植在封地郓、鄄 
一

带做鄄城侯时留下了“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如神”p1 

之诗句。再后，《水浒传》中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 

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坐次”中也描写了宋江叫宋清安 

排大筵席，会众兄弟同赏菊花的生动场面中也提及弹 

筝：“且说忠义堂上遍插菊花，⋯⋯堂前两边筛锣击 

鼓，⋯⋯马麟品萧，乐和唱曲，燕青弹筝，各取其乐。” 

【4】 《金瓶梅词话》 日第十二回也有 “酒肴菜蔬齐 

上，须臾堆满桌席。李桂卿不免筝排雁柱，歌按新腔” 

的描写。又如第六十一回中申--d,姐专业技艺比较高 

超，记得曲子颇多，在回答西门庆记得多少曲子时说： 

“大小也记得百十套曲子”，并“先拿筝来，唱了一套 

‘秋香亭’，然后又唱了一套‘百万贼兵”’。甚至在蒲松 

龄的志怪小说《聊斋志异·辛十四娘》①中也都有对筝 

的描写。从以上足可看出，筝艺术在山东流传久矣。 

郓、鄄之筝其曲谱出自何人之手又始于何时?据 

古琴家成公亮先生考证：“菏泽地区的山东筝的传人 

现知最早的一位是黎邦荣。他是清末民初的文人，郓 

城县黎同庄人，以教书为生。黎邦荣擅长于筝、扬琴等 

多种乐器及山东琴书演唱。他的技术和乐谱据说授自 
一 位不知名的僧人。⋯⋯很显然由于黎邦荣当年在传 

授这些曾在民间长期流传的技艺和乐谱时，处于某种 

考虑而隐去他的师承渊源。使得我们现在只能知道山 

东筝近百年的传艺历史”。[q 

另外家师季玉玺⑦先生在他的手稿 《齐鲁遗音》③ 

中也有不同的说法：“⋯⋯据老一代艺人传说：盛唐时 

期有一宫廷艺技因触犯宫廷禁律怕受治罪，免受杀身 

之祸。保其性命逃出宫廷，随着黄河船只东下，后隐居 

在郓、鄄一代授艺。⋯⋯黄河中下游流经在郓、鄄边陲 

境内。此艺技逃出宫廷又乘黄河运粮之船从唐朝的首 

都长安顺流而下。黄河上游流经陕西省，长安城在陕 

西境内。在当时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船只是水上交 

通最方便的工具，乘船是最快捷的。同时黄河又靠郓、 

鄄之地，菏泽地区的古筝艺术与曲谱授自于粮船妇女 

之说不无道理。⋯⋯郓、鄄一代古筝先人继承了筝艺 

和曲谱，在郓城的马楼附近有一寺院，当时有四位民 

间艺人，每年的初一、十五照例携带各 自乐器(筝、扬 

琴、琵琶、胡琴)在寺院内有一僧人指导演练‘八板体’ 

套曲即‘碰八板’。所以，山东筝艺又有来自寺院一僧 

人之说⋯⋯。”从以上可看出，菏泽地区的山东筝艺在 

民间流传是有前缘的。它的曲牌命名高雅，曲式结构 

规律严谨，乐曲韵味独特。在当时倘若没有高深的文 

化和精通音律的人士，是创编不出此类乐曲的。 

二、山东筝的艺术特点 

1．山东筝代表性曲目《碰八板》的由来 

我国民间音乐中有一首流传全国的曲牌 《八板》 

(或称《老八板》)，此曲牌在不同地区有不同名称，如 

四川称之为《八谱》，内蒙地区叫《八音》，山东筝《八 

板》曲体的套曲，演奏称之为“碰八板”。由于“八板体” 

乐曲在全国流行甚广，又称之为《天下同》或《天下大 

同》。山东琴书前奏曲《八板》就有《天下同》的另称。 

山东筝曲的“八板体”结构。每首乐曲都有八个乐 

句组成记作一板、二板、三板⋯⋯八板，这八板也就是 

乐曲的八个乐句。除第五乐句外，每乐句又为八拍 

(板)，其中第五乐句另加四拍为十二拍，八个乐句组 

成的乐曲共为六十八拍(板)。此也即山东筝家们常说 

的八八六十八板的乐曲曲体的来源。 

中国“八板体”乐曲的曲体是以什么为依据而创 

编的呢?在家师季玉玺先生的《齐鲁遗音》一书中这样 

写到：“⋯⋯八板体乐曲的组成依据是根据中国的“易 

经”八卦而定的。八卦分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 

方(八方代表节)，所以乐曲分八个乐句，八个乐句也 

代表了八方。又每个乐句八板除第五乐句外加的四 

板，是八八(8x8)六十四板。代表了六十四卦。为什么 

在第五乐句加了四板。不在其它七个乐句中的某一乐 

句加上四板，这是因为 ‘五’在八卦六爻中为九五之 

尊，所以给它加了四板代表四象。所以第五乐句为十 

二板。这样整个乐曲就形成了六十八板曲体。” 

“碰八板”乐曲结构组合是非常奇特的：四个乐器 

(古筝、扬琴、胡琴、琵琶)演奏的长度、调式一致，而曲 

调、曲名均不相同。分为第一大板、第二大板、第三大 

板、第四大板。即由慢板、中板、闪板、流水板共四个板 

式组成。这一至四板代表了一年的四季。每个乐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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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乐句组成，代表八节，第五乐旬加了四板，即十二 

板。代表一年的十二个月，八八六十八板三个八数为 

二十四．二十四代表一年的二十四节气。整个套曲有 
一 年的四季、八节、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之说。 

需要说明的是，菏泽地区的传统筝曲，是从器乐 

合奏曲中演变出来的。这种被当地称之为“碰八板”的 

器乐合奏形式实际上是由古筝、扬琴、胡琴、琵琶四种 

乐器组合而成的重奏形式，这种组合形式是极其别 

致、独具匠心的。季玉玺先生的《齐鲁遗音》一书中道 

出了其中的奥秘：“⋯⋯在演奏碰八板时．扬琴位于中 

间，起指挥作用 ，四种乐器代表四面，碰八板代表八 

方，艺人们来自四面八方，又象征着四平八稳，在音乐 

旋律中琵琶的音响 (效果)为 ‘点’，古筝的音响为 

‘线’，扬琴的音响为‘面’，胡琴的音响为‘联’，形成了 

由点到面，由线到联，珠联壁合，交织性很强的特殊音 

响效果。可为中国复调音乐之精粹。” 

2．独立的“八板体”筝曲 

山东筝曲结构严谨，乐曲具有独立性，八板曲式 

的曲体及每首乐曲的旋律风格都是韵味高雅的诗文 

篇章。典型的“八板体”结构通常是每首乐曲前两大乐 

句是重复的，在第二乐句后二拍破题转韵，也就是说， 

前一乐句为立题，第二乐句点题，第三乐句破题，重复 

前两大乐句的目的是引起欣赏者高度重视和注意力 

集中。第二乐句的后两拍转入第三乐句。使整个乐曲 

舒展开来，铺开了乐曲篇章，为展现整个乐曲全貌拉 

开了序幕。 

山东筝曲中有一首曲子名《红娘巧辩》，④它就是 
一 首代表性很强的“八板体”乐曲。《红娘巧辩》原为一 

首拉弦乐曲，它又分别适用于古筝、琵琶、扬琴的演 

奏。在山东筝曲演奏“碰八板”时，自始至终扮演着主 

要角色，是山东筝曲“八板体”的母曲，山东大板筝曲 

都由它变奏而成。“八板体”的原形载于清代蒙族文人 

荣斋编撰的《弦索备考》中。 

早期的山东传统筝曲都是合奏曲。在长期的流传 

过程中，其中一部分从演奏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 

演奏形式。分为第一大板、第二大板、第三大板、第四 

大板，但又各具特色和韵味。 

大板第一的慢板古筝曲有 《汉宫秋月》、《隐公自 

叹》，乐曲古朴、深远、凝重，耐人深思 ，有凄凉和无奈 

之感。大板第二即中板古筝曲有《美女思乡》、《鸿雁夜 

啼》，乐曲忧思哀伤，悲切凄凉，又有叙说之感。大板第 

三的闪板古筝曲有《鸿雁捎书》、《莺啭黄鹂》，乐曲情 

绪是愉悦、期盼的，明快活泼中富有歌唱性韵味。大板 

第四的流水板古筝曲有数十首，具有代表性的是《琴 

韵》、《风摆翠竹》、《夜静銮铃》、《书韵》等。习惯上通常 

把以上这四板乐曲联缀起来演奏，以体现音乐情绪的 

多变性。 

这四大板筝曲是按演奏速度的不同，被分为由快 

到慢的四种类型。实际的演奏速度，前两种较慢，速度 

相差不大。后两种较快速度也较为接近。菏泽地区的 

“大板曲”曲目总数大约有二十或二十首以上。这些以 

“八板体”流传下来的山东古筝曲，也是山东筝派的主 

要曲目，它们都属于既可合奏又能独奏的双重性质的 

乐曲。 

3、山东筝在演奏中的运指特点 

(1)“托劈”、“劈托”“摇”、“轮”等指法的运用。山 

东筝曲在演奏中大拇指小关节的活动是独具风格的。 

乐曲的旋律主要由大指奏出，大指的小关节灵活快速 

的“托劈”或“劈托”， 往又多用于先劈后托，提高了 

乐曲先声夺耳的音质效果。用指背触弦发音时的第一 

音显得格外清脆明快。大拇指的快速“托劈”或“劈托” 

形成了“轮指”，即所谓的“摇”，食指快速抹、挑 称 

“摇”，山东筝曲大部分“摇指”都由大指的快速“托劈” 

或“劈托”奏出。以大指的“轮”奏出的《飞花点翠》就是 

大拇指的快速劈托“轮”奏出的。 

山东筝曲的演奏没有画蛇添足和故弄玄虚的造 

作。在演奏中，力求运指科学、快捷、顺乎自然。这可以 

从张为昭 师演奏的《琴韵》中见其端倪，他充分发 

挥了左手在大指弹奏时的“按”、“滑”、“颤”、“揉”的效 

果。山东筝曲的落音多以先“勾”后“托”的指法奏出， 

而《琴韵》的指法前一乐句则用了先“托”后“勾”的指 

法。 

(2)先“劈”后“托”，先“挑”后“抹”的指法运用。在 

张为昭先生演奏的曲谱《莺啭黄鹂》一曲中，先“劈”后 

“托”的指法贯穿整个乐曲。先“劈”后“托”，既发音清 

脆利落如珠落玉盘，又有“莺鸣鹂答”的欢快求偶恋美 

之意，它的旋律与韵味是跳跃式的。频繁的二度音必 

须充分发挥大指小关节的灵活运动，才能淋漓尽致的 

把旋律风格演奏出来，若用腕部和大指大关节活动演 

奏则达不到理想的音乐效果。因此。乐曲演奏多用小 

“捻”(即二度、三度音程)。只有运用拇、食指的小幅度 

快速的交织“抹劈”、“抹托”才能奏出其个性。同时又 

采用了“连抹”、“双抹”和落音合声。这种演奏技法让 

人听来觉得妙趣横生。 

《汉宫秋月》则突显了先“挑”后“抹”的演奏指法， 

而先“劈”后“托”的指法，相应的比《莺啭黄鹂》一曲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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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要少些。其特点一是第一音发音达到了“先声夺 

耳”的音乐效果，再就是突现了演奏者优美的弹奏姿 

态和洒脱的手型，大指的“双劈”、大幅度的刮奏更增 

添了乐曲的悲愤与反抗之情。 

《夜静銮铃》一曲，以大、中两指的“勾”、“托”奏出 

乐曲主旋律．“托”、“勾”在此曲的运用又凸现了山东 

筝曲在各曲中都讲究专用演奏指法的特点。全曲没有 

食指的“抹”、“挑”，拇、中两指大幅度抑扬起伏的刮 

(花)奏，即勾托奏出乐曲的特有韵味，似带有銮铃的 

骏马，在黑夜中狂奔，马蹄声声，銮铃阵阵，由远及近， 

虽看不清尘土飞扬、黄尘滚滚，但能听到万马嘶鸣、銮 

铃响彻夜空的磅礴气势。 

《书韵》是一首以小捻指法演奏的乐曲，即大指与 

食指演奏在低音区以它独有的个性模拟了古人读书 

时的腔调和神韵。二度音程拇、食指的捻弹。左手按滑 

音的拉长鲜活地展现了古人读书时悠然自得、摇头晃 

脑的吟咏形象。《鸿雁夜啼》一曲整个乐曲没有花奏指 

法，也是山东筝曲的一大代表曲目。它的指法挑抹、勾 

托、大撮、轮指的运用使乐曲显得悲凉、凄婉、孤寂，所 

以不采用花奏的繁响和多变的指法运用。 

近四五十年来，由于各古筝流派之间的广泛交流 

和受其他音乐文化的影响，许多中、青年筝手在技法 

和音调上趋向于各流派演奏技巧和风格的“综合”。借 

鉴于钢琴、竖琴的多声部织体手法也在古筝上得到大 

量的运用。左手的演奏也由早期的加强旋律声部的作 

用，进而发展到演奏相对独立的伴奏声部或副旋律声 

部，右手的速度技巧也得到很大发展，左右手的无名 

指开始使用，为了加强力度和音色的变化 ，“扫摇”、 

“泛音”、“打弦”等新技法也不断增加⋯⋯。这些演奏 

技法的发展，无疑加强了这件古老乐器的表现力，同 

时也涌现出了一批表现时代风貌的各有所长的古筝 

新作。 

音乐艺术发展的现实告诉我们，墨守成规、故步 

自封，难免会使艺术缺乏生命力，从而日渐落后走向 

僵化。而忽视传统技法基础和风格特点同样也会导致 

艺术上的单调、雷同而缺乏生命力。革新、创造应在传 

统的基础上进行。人们喜欢在筝上奏出丰富的多声部 

音乐和新的音色、技巧，也希望在创新中更多地保持 

浓郁地方风格和流派特点。在长期的流传中，山东筝 

人在继承了先人的传统筝艺和风格后，又挖掘整理和 

创编了一部分筝曲，使山东筝艺术不断发展、丰润和 

创新。山东筝曲中的《庆丰年》《丰收锣鼓》之所以多年 

受到欢迎的原因也在于此。 

三、山东筝在当代的成就和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国家的昌盛与繁荣，文化艺 

术也得到快速复兴和发展，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艺术 

院校，山东派古筝艺术获得了新的历史机遇，从此由 

民间登上了学府殿堂。 

早在 20世纪 50年代被高等院校聘请的古筝家 

就有中央音乐学校任教的张为昭，沈阳音乐学院任教 

的赵玉斋，西安音乐学院任教的高自成，在长春歌舞 

团工作的赵登山，在山东艺术学院任教的韩廷贵，后 

继者有刘学德、黄梅、高武刚、杜鹃等。正如成公亮先 

生所言：“山东筝派是在全国流传最广和影响最大的 

流派之一”。 

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些筝家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 

上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发挥了各自的特长，不同程度 

地发展了山东筝的艺术。他们积极努力挖掘、整理、创 

编了大量的山东筝的传统曲目．如高自成先生不仅创 

作了《凤祥歌变奏》和《天下同变奏》曲，还丰富和充实 

了一部分乐曲的演奏技法和节奏频率．增强了乐曲的 

感染力，如他的《高山流水》就是由山东大板筝曲《书 

韵》《风摆翠竹》《夜静銮铃》三首乐曲连接演奏又添加 

了引子和尾声而命名的，现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古筝名 

曲。赵玉斋先生在创作的《庆丰年》中开辟了双手弹奏 

的先河，可以说在古筝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把中国的古筝演奏艺术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韩廷 

贵的《包楞调》、赵登山的《铁马吟》等筝曲新作在筝坛 

出现。也以其独特的山东筝艺风格影响着全国各古筝 

流派。 

当下．形成于菏泽地区的山东派古筝艺术正以其 

光彩夺目的形象在全国各地发挥着积极影响，同时也 

在积极地汲取其他流派的优势和精华。我们深信。随 

着古筝艺术的双向交流与发展，山东筝这枝奇葩必将 

在祖国民族器乐百花园中越发开得璀璨与夺 目。 

注释： 

①《聊斋志异·辛十四娘>中有言道“出家姬弹筝为乐”。参 

见汪莹<筝在山东的源流探讨>一文 ，<秦筝)2oo4年第 2期第 

36页。 

②季玉玺，山东省郓城人，山东派传人之一，菏泽市音乐家 

协会会员，长期从事山东筝的挖掘整理工作，是张为昭先生的 

外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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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季玉玺先生著。尚未发表。 

④本文所涉山东筝曲可参见李萌著 《中国传统古筝曲大 

全》(上)，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2004年 1月第 1版。 

⑤“托劈”：指法名。是指“托”和“劈”两个指法名称的合成。 

“托”在前“劈”在后为“托劈”：而 “劈”在前“托”在后为“劈托”。 

“托”的指法标记为“L”，奏法是大指向外弹弦；“劈”的指法标 

记 为“] ”。奏法是大指向 内弹弦。 

⑥“抹”：指法名，标记为“、”，奏法为食指向外弹弦。“挑”： 

指法名。标记为 ”，奏法为食指向内上方弹弦。 

⑦张为昭(1895—1965)，山东郓城人，20世纪50年代在中 

央音乐学院任教．是 当时的山东筝派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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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手风琴家谢苗诺夫来我院讲学 

为促进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应我院键盘系的邀请，俄罗斯著名手风琴大师谢苗诺夫于5月8日至 

11日在我院讲授了大师课。 

谢苗诺夫是俄罗斯格捏辛音乐学院手风琴教授。著名巴扬演奏家、作曲家、教育家。授课中，他不 

仅向大家分析了中西文化的差别，中国和俄罗斯手风琴教学体系的许多差异，而且针对不同的上课 

学生．具体指出其在技术上、方法上的问题，耐心辅导，现场示范。尤其是他激情高涨、婉转悠扬的演 

奏。使大家领略了手风琴艺术的独特魅力，感受到了更多的俄罗斯音乐文化风情。 ’ 

(键盘系) 

俄罗斯钢琴家亚历山大来我院讲学 

应我院键盘系邀请俄罗斯钢琴家亚历山大于5月21日来我院讲学。亚历山大早年毕业于丹若 

斯托夫音乐学院。曾任教于若斯道夫艺术学院、拉赫玛尼诺夫音乐学院、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附属音 

乐中心学校。现任我国中央音乐学院和日本东京音乐专修学院的外聘教授。自1992年以来，他一直 

任莫斯科“肖邦社团“的主任。之后曾任莫斯科每四年一届的肖邦国际比赛的艺术总监。 

近年来。他多次在 日本、韩国、德国、法国、爱尔兰、中国等举办钢琴大师课 ，并担任在德国、法 

国、葡萄牙、南韩、乌克兰和俄罗斯举办的国际钢琴比赛评委。他还是 2002年柴科夫斯基国际钢琴 

比赛评委会的最高执行秘书(秘书长)。曾三次荣获波兰共和国政府授予波兰共和国荣誉艺术家奖 

项 。 

此次是他第二次西安音乐学院之行，其授课得到我院师生的热烈欢迎，学生们踊跃报名上课， 

以感大师风采。通过学习拓展了艺术视野。增长了见识。使大家受益匪浅。 

(郭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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