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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曹派古筝艺术的主要特色 

发表刊物：作者:刘娜 

论文内容： 

    [摘要]：曹派筝曲技艺精湛，特色鲜明，内容丰富。它的主要特点，一.有一套完整的、内容丰富、

百听不厌、独具风格的，并以河南板头曲为主的优秀筝曲。二.有自身独特的演奏技法。三.具有与乐曲

内容完美结合的独特音色。四.有完整的、独特的、自成体系的变奏。五.每首筝曲的演奏富于歌唱性。 

 

  我国古筝艺术有很多艺术流派，河南派是较大的流派之一。河南当代古筝艺术是以曹东扶为代表，

因他加工整理了大量的河南板头曲为优秀筝曲，又创作改编了许多高质量的筝曲。同时，他对古筝艺术

造诣较深，技艺精湛，特色鲜明，并将河南筝曲带至我国的高等学府，并由国内走向国外，因此大家都

称之为曹派。 

 

  它的主要特点是：一、有一套曲目完整，内容丰富，百听不厌，久演不衰，独具风格的优秀筝曲，

这些筝曲是以河南板头曲为主，内容上可分为写情、写景及根据民间音乐、戏曲曲牌素材加工的筝曲。 

 

  在曹派写情的筝曲中，有大量取材于人民大众所熟悉的历史故事，抒发爱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思

想内容。这些大气恢弘，且多带悲愤、哀怨，速度徐缓而凝重。如《苏武思乡》、《陈杏元和藩》、《陈

杏元落院》、《孟姜女》等。《苏武思乡》一曲，运用了曹东扶先生独创的大颤、小颤、密摇手法，淋

漓尽致地刻画了苏武深沉、忧郁、苦闷及对祖国眷恋与向往的心情。 

 

  曹派筝曲中，还有许多根据人们耳熟能详的民间爱情故事创编的曲目。像《刘海与胡秀英》、《恩

情》、《思春》等。这类曲子柔情似水，委婉缠绵，惟妙惟肖地展现了陷于情爱之中男女的执著和欢娱。 

 

  由于曹派使用的是金属弦，使得古筝的音色具有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穿透力强和灵秀等特点，这

就为演奏旋律跳跃、欢快明亮、表现人们喜悦心情的乐曲增添了色彩，像《上楼》、《下楼》、《闹元

宵》、《闹五更》、《小飞舞》、《荡秋千》、《变奏秧歌》，就是这类东西。其中《闹元宵》一曲，

描写建国后元宵之夜，人们当家作主，敲锣打鼓，喜庆节日的情景。 

 

  享誉中外的筝曲《高山流水》，是曹派写景曲中的首要代表。它和《大泉》、〈秋云掩月〉等乐曲

从不同的视角，描写了锦绣中华大好河山的壮丽景色/这类乐曲曲调优雅，节奏轻快，厚重深刻。其中曹

东扶先生为表达高山流水壮观秀丽景色，创造了倒剔正打，还有大指托和中指剔同时向外，接着又大指

托劈等几种手法。 

 

  二、自身独特的演奏技法。曹派筝曲中的几种特殊指法是： 

 

  1. 颤音，有大颤和小颤两种。 

 

  ① 大颤，是以大臂的力量上下快速按弦。特点 ：颤动幅度大、力度强、速度慢，用以表现激化某

种因素或扩大人物的激烈情感。 

 

  ② 小颤，是以小臂的力量贯入指尖，上下快速按弦。颤的幅度小、速度密、音波短，细、密、匀，

用以刻画人物内心情感的细微变化、思想矛盾，或表现人物内心痛苦，极度悲伤的情绪。小颤还有装饰

音，它也能体现河南音乐的韵味、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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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摇指，有大指摇和游指摇两种。 

 

  ① 大指摇，是以无名指扎桩，以腕部带动大指连续快速托劈，摇时开始较密，落于最后的托劈较疏。

要摇得均匀、持久、结实、强劲、饱满、清脆动听，如珠落玉盘，同时要强弱分明，强如暴风骤雨，能

打动人心；弱如涓涓流水，似有似无，再加上左手的大颤、揉、滑等技法，它能表现河南筝曲音色丰富、

感染力强的特色和增强乐曲的起伏变化，特点：音头重，密度大，颗粒性强，铿锵有力。 

 

  ② 游摇，游摇较大指摇稀疏，根据感情需要，弹奏时可以从离筝柱近处逐渐移向前梁处，反之亦然

音色由朦胧变明亮，或由明亮渐变弱暗，力度由弱渐强渐弱，左手按弦时边揉边滑。滑音的音程为上行

小三度，游摇是一种组合指法的综合运用，它的音色浓郁，富于变化，表现乐曲的感情淋漓尽致，具有

强烈的悲剧效果。这种指法是曹东扶先生独创的，是他专为弹悲哀旋律而设计的。 

 

  3. 倒剔正打，就是大指、中指同时向外弹出，中指再勾回来，它能加强音量，丰富音色。 

 

  4. 揉弹间奏，它是充分利用弦的余音而产生的一种特有效果，使乐曲的韵味更为浓郁。右手弹奏后，

左手揉弦两次，后半拍时中指勾弦一次，与揉弦相交错。 

 

  5. 拂弦，有上拂和下拂。从低音向高音大指连续劈指上行为上拂；反之，从高音向低音大指连续托

指下行为下拂。弹奏时呈弧线状，音与音之间连续又清晰，并有音色和力度的变化。 

 

  6. 滑音，即左手按在弦上滑动。上滑、下滑、揉滑、颤滑，并在音量强弱上略有不同，它能有力抒

发感情，突出河南地方风格。 

 

  7. 摇中有滑，滑中带揉，揉中有颤，颤中带滑，多方巧妙结合，给人以音乐艺术独特的美感。 

 

  8. 韵味主要发自左手，故讲究左手的运用。左手揉、颤、滑、按、轻、重、缓、急，都注重音、韵、

情、味。要达到音正、韵圆、情切、味浓。 

 

  9. 曹派筝曲演奏中，还有其它惯用的特点。如用 3音按变成 5音，能增加美感。6音变成 1音也是

如此。能充分利用上滑音，按音加滑音，听起来委婉动听，突出了筝的特点。再如一拍子六个音符，剔

加托劈，连续弹奏，一气呵成，表现山水急促流动，突出了河南曹派筝的技巧。 

 

  10. 河南曹派弹筝诗两首： 

 

  名指扎桩四指悬，勾摇剃套轻弄弦。须知左手无剃法，推揉按颤自悠然。 

  名小扎桩手腕弓，倒剃正打更轻松，结合左手揉按滑，大指密摇持久性。 

 

  三、具有与乐曲内容完美结合的独特音色。曹派每个筝曲的音色都是据此设计。例如：《闹元宵》

乐曲，顾名思义，当然是突出一个“闹”字。乐曲一开始，就突出了曹派筝的特点：上拂，连续托劈，

接着是大指密摇，展现出元宵佳节的热闹场面，上滑、下滑、揉音多变的技巧，表现出此曲优美动听的

曲调，中间还加入锣鼓声，右手勾、托、抹、剃，左手模仿锣鼓声音，更增加此曲的热闹气氛，此曲旋

律跳跃，音色多变，情景交融，地方色彩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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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雁》一曲，原来打雁的枪声只是手指在弦上击一下，后来曹东扶先生将音色改为中指连剔数弦，

强化了枪声的音色效果，在表现受伤孤雁的哀鸣时，原来只有颤音，后来曹东扶先生在 4音上边按、边

滑，再加小颤，将 4音滑 5音，这样使孤雁受伤后的惨叫更加凄楚感人。 

 

  再者，曹派筝艺术特别注重音色的柔美，这是各种音乐必备条件。曹东扶先生弹筝都是钢丝弦，带

的义甲，是用金属材料制成。这样弹奏起来，声音清脆、明亮、灵秀、铿锵、震撼、穿透力强，便于充

分表现颤音的作用。 

 

  四、有完整的、独特的、自成一体的变奏、发展、加花等旋律的筝曲。曹东扶先生特别酷爱祖国的

民族艺术，把一生的精力都贡献于此。兢兢业业，呕心沥血。他创作、改变、加工的筝曲有近百首，自

成体系。 

 

  五、曹派筝曲的演奏富于歌唱性。河南是个戏曲大省，戏剧曲艺有几十种之多，曹东扶先生精通多

种乐器，其中对古筝、琵琶、三弦这三种乐器最精通，早在上世纪 40年代，在河南南阳一带，就有“琴

弦王”的美称。不但如此，南阳大调曲子唱得也好，又有“曲子状元”的美誉。所以，他在创作、改编、

加工筝曲中，能够从这些姊妹艺术里不断吸取精华，借鉴和融化于古筝演奏之中，富于歌唱性。 

 

  六、自弹自唱。曹东扶先生对河南戏曲、音乐知识丰富，功底深厚，弹唱俱佳。因此他自弹自唱起

来，特别得心应手，如《满江红》、《赶春桃》、《闯王遗恨》等大调曲子，他认为民间传统艺术，必

须弹唱结合，手下有功夫，唱中有味道，心灵手巧，融会贯通。 

 

  总的说，曹派古筝艺术既有高亢豪放、厚重宽广的“阳刚”之美，又有细腻缠绵，质朴典雅的“阴

柔”之秀；同时，它还具有意境深远，音质饱满，色彩浓郁的情感内涵，深受当地语言、戏曲音乐及人

们性格的影响，体现出中原民族音乐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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