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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浙江筝派 

发表刊物：《东京文学》2010年第 12期作者:廖文珺 

论文内容： 

【摘要】本文论述了浙江筝派形成的历史因素、发展过程，以及它的成熟定型，包括它的创始人、曲目

等，比较了浙江筝派与其他筝派在风格特点上的不同，以及在演奏技巧上，如大指摇、快四点等现代技

巧的不断突破所带给筝界的贡献；其次，采用了由浅至深的研究方式，引出了浙江筝派所面临的系列问

题、现状等；最后，进一步展望了浙江筝派以后发展的最好趋势。笔者在翻阅搜集了有关资料研究的基

础上，依此为题，试图进一步对浙江筝派艺术进行研究。 

 

【关键词】浙江筝派；风格特点 

 

    一、古筝的历史发展 

 

    1、南北两派筝的概述 

 

    古筝流派大多至上个世纪初业已经形成。现在一般分为九派：“真秦之声”的陕西筝，“中州古调”

的河南筝，“齐鲁大板”的山东筝，内蒙古草原“雅托葛”——蒙古筝，延边地区的“伽倻琴”——朝

鲜筝为北派；“韩江丝竹”的潮州筝，“汉嶴古韵”的客家筝，“武林逸韵”的杭州筝，闽南地区的福

建筝为南派。我们今天以潮州筝艺流派与河南筝艺流派为代表进行南北两派筝艺的研究对比。 

 

    河南筝派主要流传于河南省境内，其曲目可分为“板头曲”和“牌子曲”两大类。根据河南大调曲

子曲牌唱腔，及间奏器乐化演奏而来的称为“牌子曲”。典型曲目有《上楼》、《下楼》、《陈杏元和

番》、《陈杏元落院》、《打雁》、《闺中怨》等等。 

 

    南派我们就以潮州筝派为代表。潮州筝曲主要就是在丰富的潮州民间音乐基础上而逐渐形成的独奏

曲，主要曲目源于以琵琶、古筝小三弦为主的“细乐”形式。潮州筝讲究左手按音和滑音的变化，已达

到集中音阶和调式的组合形式，而且音律也不同于十二平均律和其他地方的民间音乐。潮州筝的代表曲

目有《柳青娘》、《寒鸦戏水》、《粉红莲》等等。 

 

    2、浙江筝派的发展 

 

    浙江筝派是中国筝乐流派的后起之秀，属于南派。流行于浙江，江苏一带，因为杭州旧称武林，故

浙江筝曲又称武林筝曲。最开始的浙江筝只有十五弦，身长 1.1米左右，面板、背板为桐木，筝尾稍向

下倾斜，调弦定音为五声音阶。 

 

    3、浙派创始人、曲目 

 

    说到浙江筝派就不得不提到创始人王巽之先生，是他在积累了前人的基础加上自身的多年研究，把

浙江筝派推向了社会及世界，让它成功的屹立于筝艺之林，被世人所认可。曲目有：《将军令》、《海

青拿鹤》、《普庵咒》、《月儿高》等。 

 

    二、浙派筝艺的技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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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大摇指 

 

    “大指摇”，在《弦索十三套》里称“搓儿”——这种技法有别于大指大关节（或小关节）的快速

“托劈”即“二轮指”而是右手大指的甲片在手形自然半握拳，食指撑住大指，以腕为轴的快速往返摆

动，由于此技法能调动臂、腕的力量，放力度较大，触弦频率较快，并能保持长久。2 短摇，摇指在一

拍以内的技法运用，此技法发音短促，音色明亮而饱满，节奏感很强，3扫摇，快速的连续的四个十六

分音符，第一个音符以右手中指勾指（有时用“连勾”技法连续勾二、三个音符，形成五声音阶的短促

上行琶音效果，后面三个音符以短摇技法弹奏。 

 

    2、快四点 

 

    快四点——即快速的勾、托、抹、托技法的组合技法，其特点是快（每分钟 96拍以上），强调勾指

重音，力度大，易使旋律流畅透明、节奏明快、活泼。 

 

    3、夹弹 

 

    夹弹即快速抹，托技法的组合运用。这种技法将速度快的特点外，并在乐曲中使用的次数较多，再

时与“快四点”相结合运用，能使旋律线条更加清晰，犹如珠落玉盘般。 

 

    4、提弦 

 

    用左手大指和食指（或大指和无名指）将弦提奏，一般在低音使用，起强调节奏性及和音的作用。

这种技法又派生出两手结合的上、下行琶音技法，可达到低音深厚过度到高音明亮音乐变化的效果，左

手也由单纯的伴奏型及为旋律配和声，发展到复杂的节奏型及复调。 

 

    三、浙江筝派的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1、浙江筝派的今后发展趋势 

 

    随着古筝热潮在现代的兴起，依托现代教育手段，习筝人数迅速发展起来，这是筝作为民族乐器发

扬光大可喜的一面，但浙江筝派想要更好的发展，朝向该从以下两点注意。第一，重视筝乐艺术的“文

化传承”浙江筝艺的传统曲目只有依托于文化才能表现出来，这是作品赖以生存的价值。第二，重视筝

艺乐术的“情感回归”“以韵补事”是传统筝的主要表现手段，而浙江筝艺的特有韵味，正是区别于其

他流派不同风格的标志，这种韵味的实现需要在“文化生态”的大背景中方能领悟，这更是浙派传统曲

目的精髓所在，真正的艺术只有保持个性才有跨越古今的延续性和生命力。 

 

    2、曲目创作方式需走向现代化 

 

    这些年，古筝在创作曲目上，出现很多现代音乐和融合异国音乐改编的曲目，古筝音乐的艺术发展

上，注入了不少新的元素，也让这项乐器展现了不同的风貌，不过，要回归到器乐本身的独特性，我们

就不得不回头看看浙江筝派，因为浙江筝派使古筝在技巧上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在王巽之先生的培养下，浙江筝派的第二代传人，一批有西洋乐基础的学生开始创作，他们以“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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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筝派”的技法为基础，打破吴越地域文化风格的局限，使乐曲内容更加丰富，技术上达到新的高度，

如《战台风》、《雪山春晓》，当第三代演奏家出现时又吸引了专业作曲家的加入，为浙江筝派的曲目

他人拓展了新道路，他们把浙江筝派的乐曲推向了现代化、交响化。 

 

    四、浙江筝派对现代筝艺发展的贡献 

 

    在古筝艺术的五大流派中，浙江筝派相对最年轻，其形成到现今还不满半个世纪，但却对古筝艺术

的发展做出极为影响的贡献，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器乐艺术进入焕然一新的局面，在这种重视旧文

艺的良好气氛中，民间艺术家们以他们丰厚的民族音乐素养，极大地丰富了民族器乐艺术，老一代的传

统流派的代表筝家也常常活跃在筝乐改革创新的前线，推动当代筝乐的成熟与发展，在五六十年代创作

改编了大量表现新社会题材的优秀作品。 

 

    五、结语 

 

浙江筝以其悠久的历史，鲜明的风格，浓厚的地方色彩及独特的演奏技巧，在中国各地方传统筝派中占

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同地对中国筝艺术的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无论从曲高的典雅文静，浑厚

古朴，含义深远，还是层次多变，气势宏大，浙江筝派都以它独特的风采，屹立于祖国各派筝艺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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