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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筝派”的形成，始于何育斋成于罗九香 

发表刊物：“客家筝派”本源论萃作者:罗德栽 

论文内容： 

  客家筝乐在广东汉乐的形成发展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它是广东汉乐飞出万川，飞向全国，飞向世

界的翅膀！因此，对客家筝派的形成、发展进行挖掘与探讨，对促进客家筝乐，乃至对广东汉乐的健康

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如众所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何育斋先生从客家丝弦乐曲中进行搜罗考订，博采众芳，汇通集

成选编出《中州古调》和《汉皋旧谱》，并首创了声字并用的“工尺谱谐声字谱”，从此便有了早期的

客家筝谱。同时，何育斋先生还总结归纳客家筝弹奏规律，编写成《弹筝八法》。此后几十年间，以筝

艺杰出的罗九香先生为代表的客家筝人，通过舞台演奏、教学、培养人才、互相交流等各种渠道，使客

家筝乐得以广为流传，成为今天备受瞩目和欢迎的客家筝派。 

 

  客家筝乐也和我国其他筝派一样，离不开促其萌发与生长的一方水土和风物人情；离不开孕育其成

长、壮大的地方乐种——广东汉乐。 

 

  客家人聚居的地方流传着一种古老的音乐，它包括古典丝弦音乐、中军班音乐、八音、民间大锣鼓

和庙堂音乐几类。这种音乐曾称为国乐、外江弦、儒家音乐、汉调、客家音乐等等，1962 年广州举行第

一届羊城音乐花会期间定名为广东汉乐。这种音乐文化是中原音乐与各种不同特征的地域文化互相融汇

的混合体，乃是一种中国的移民音乐文化。其原型是随着曾经定居中原即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汉族先民南

迁而来的。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以至更加久远的年代，可谓源远而流长。 

 

  广东汉乐保存着六百多首情调不同、形态各异的丰富曲目和多姿多彩的演奏形式。它一方面承袭了

宋元以来中原古乐的遗风，同时又极富浓郁的岭南音乐风韵。经过千百年的流传、融合、变化和发展，

逐渐形成了古朴大方、典雅优美的独特风格，在广东、福建、台湾等省区和东南亚诸国华人中间广为流

传。 

 

  广东的客家人大部分居住在边远的山区，生活条件较为艰苦，但他们有着刻苦耐劳的优良传统，民

风淳朴，崇尚文化和艺术，蔚为一种风气。明嘉靖九年（公元 1530年）广东大埔县最早的县志称“埔之

在潮弦诵媲邹鲁”。以后各时期县志亦同样载述埔之风俗“家诵户弦”。百余年间，仅大埔一县境内就

有近百间弦馆（和奏汉乐的场所），“和弦索”（包括中军班音乐）、唱汉曲、演汉剧十分兴盛。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大埔有“乐圣”之称的何育斋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在其家乡湖寮莒村攻习

汉乐和古筝，并在遍及城镇和乡村的客家民间“和弦索”（汉乐合奏）活动中教习传播汉乐。前来求教

的，来和弦索的常年不断，家中常常宾客盈门，出现了“莒村一水弦歌不辍”的盛况。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笔者少年时代，耳濡目染，也亲身经历过许多“和弦索”、唱汉曲演汉剧的

情景。 

 

  “和弦索”活动多在农闲时节和晚间进行。茶余饭后人们聚集在一起和奏汉乐，藉以切磋技艺陶冶

自娱。开始时人数较多，有的是来和弦索的，而大多是来欣赏音乐的。乐手各自信手拈起擅长的乐器和

奏汉乐。期间还可不时调换乐器，乐手们可以从中得到学习和锻炼，不断提高合奏的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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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弦索常用的乐器有头弦、扬琴、提胡、椰胡、琵琶、小三弦、秦琴、箫和竹笛等。此种和弦索人

数可多可少，灵活组合。一般情况下头弦领奏必有扬琴伴和，参加的乐器可以多些，合奏的气氛也较热

烈开朗。若是提胡或竹笛领奏时则不用头弦。合奏的乐曲多为串调和硬线乐曲，如：《百家春》、《迎

仙客》、《柳叶金》、《小桃红》、《琵琶词》、《翠子登潭》、《玉连环》、《南进宫》等。几个回

合之后，人们逐渐散去。待到夜深人静了，古筝、琵琶、椰胡、洞箫组合并以古筝为主的小合奏即开始

登场。这种形式俗称“筝琶胡”或“筝箫胡”。演奏的曲目多为中州古调，如：《出水莲》、《崖山哀》、

《昭君怨》、《杜宇魂》、《熏风曲》、《有缘千里》、《寒鸦戏水》、《将军令》等。这种筝乐曲目

丰富、儒雅含蓄、风格独特、韵味无穷，称为清乐。在客家地区极受推崇。 

 

  座落在枫朗街的罗九香先生的家里就是一个“和弦索”的热点，来拜访的、求教的、来合乐的、来

欣赏罗先生精湛筝艺和筝箫胡小合奏的人流不断，节目不停。事实上较多人参加的和弦索和少数人进行

的清乐合奏，其曲目都没有硬性规定。当然，场合气氛不同，演奏的曲目还是有所选择的。这种家庭式

的或在公共场合“和弦索”的活动，各个乡镇村落都很普遍，说明这一民间音乐活动有着深厚的群众基

础。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2004 年大埔县被授予“汉乐之乡”的美誉，就是和这个历史渊源分不开

的。 

 

  近百余年间，大埔一地音乐人材辈出，涌现出不少汉乐和古筝名家。如：罗展才公（1848～1919），

大埔县枫朗坎厦村人。祖上几代为官，其故居称为“大夫第”。罗展才公被誉为古筝祖师。他在外江戏

剧团担任乐师，告老回乡之后教授两位高足弟子：一是同村的罗菊如，精于乐理；一是何育斋，长于技

术，兼通理论。这从何松先生撰写的文章中：“何育斋早年习筝，据说在家乡师承前辈古筝家罗展才先

生。”可以印证。又如枫朗罗明镜公（1851——1913）是汉剧四大外江班的头弦手，据其后人回忆，罗

明镜公担任头弦手伴奏汉剧，在一次重要演出中突然断了琴弦，他不慌不忙以剩下的一根弦演奏至结束，

而演出却丝毫未受影响。因此，名噪一时，被誉为单弦王。再如枫朗罗仙俦公（1875～1923），县志称

其善弹筝、弦，兼擅诗书画。他是罗九香先生的古筝启蒙老师。 

 

  在民间早期和后期成长起来的大批汉乐家、剧乐家长期在汉乐和弦索中领略汉乐的真谛，感悟汉乐

神韵，而且精通多种乐器，他们都是在汉乐的浓厚氛围中薰陶成长起来的。因此，后来不少学有所成的

客家筝人，他们首先是汉乐家继而才是筝家。他们的不少轶闻趣事不胫而走，传为美谈。 

 

  古筝得天独厚，音色优美动人，表现力极强，尤其长于表现古朴典雅、深沉含蓄的曲调，因而以古

筝主奏的乐曲和形式深受人们的喜爱和推崇。客家筝深深扎根于民间，在长期的汉乐“和弦索”中与汉

乐乐种共存共进，脱颖而出，一枝独秀而成为广东汉乐的核心。通过何育斋、罗九香等客家筝人的努力

探索和实践，不断发掘、充实、提炼和发展，在广东汉乐中逐渐形成了一批丰富的客家筝曲。是汉乐这

方沃土孕育出客家筝乐，而客家筝乐又以其独特的神韵与魅力将汉乐推向新的境界和高度。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汉乐和客家筝乐可以说是进入何育斋时代。何育斋先生倾注毕生的心血，

对汉乐进行系统的整理，选编了《中州古调》和《汉皋旧谱》六十首乐曲，并且在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

代初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三次修订了作为客家筝曲本源的《中州古调》和 《汉皋旧谱》。 

 

  何育斋先生不但在家乡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汉乐和客家筝乐，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进而又走出山

村来到省城广州组织“潮梅音乐社”，旨在集中客家汉乐名手，总结提高并与其它乐种互相交流，以图

汉乐更大的发展。同时，为了适应汉乐及筝乐发展的需要，何育斋先生着手对古筝进行改革，把汉乐和

弦索中使用的只有二尺八寸长、十六根铜弦而且是放在膝上弹奏的小筝改为大筝，并对筝弦、筝柱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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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等都作了改进，从而大大提高和改善了古筝的音质、音色和音量，改革获得了成功。从而使客家筝乐

以独奏形式取得完美效果成为可能。 

 

  三十年代初，何育斋先生把客家筝乐带到上海，结交音乐名流，组建“逸响社”，传播授徒，为客

家筝乐北传首作贡献。何育斋先生为客家汉乐、客家筝乐的继承、弘扬和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当让

世人永远铭记。 

 

  1943 年，何育斋先生辞世后，其弟子罗九香先生以其超凡的音乐天赋、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高尚的人

格精神，几十年如一日，在中国筝坛默默耕耘，把何育斋先生开拓的广东汉乐和客家筝乐境界推向高峰，

播向全国，走向世界。 

 

  1925 年以后罗九香先生师从何育斋学习客家古筝和民间音乐，前后历时多年，。他为了继承和弘扬

广东汉乐与客家筝乐辗转在大埔、潮汕和广州等地，一边谋生一边从事广东汉乐、客家筝的演奏活动。

在家乡大埔，广结乐友与名家交流筝艺，互相促进，共同提高。他娴熟的古筝技艺和独特的韵味颇令同

仁赞叹，声名鹊起；在潮汕，他又是著名民间乐社“汕头公益社”的常客；在广州，他则必到何育斋先

生创办的“潮梅音乐社”与乐友和弦索，切磋汉乐提高筝艺，海纳百川，博取众长。在古筝演奏技艺上

得到何育斋先生的精心面授指点，使得罗九香先生精通《中州古调》和《汉皋旧谱》的音韵和曲目内涵，

其演奏技法以及音乐修养也大大提高，受益匪浅，为日后成为何育斋先生客家筝的继承人、传人和名师

打下坚实的基础。 

 

  罗九香先生对古琴艺术情有独钟。他广交古琴界的许多名家，学习借鉴和揣摩古琴艺术，取其技法

所长为筝所用。人们渐渐发现罗九香的筝艺更具独特个性，他弹奏的客家筝曲增添了几分飘逸、古朴和

典雅的琴韵。同时，他还潜心钻研古琴理论且颇有心得，遂把明末古琴家徐青山的《谿山琴况》精缩为

琴筝通用、行文精妙、艺术境界深邃的《琴况二十四则警句》。这是现代客家筝演奏美学的精僻论著。

堪称经典，影响深远。 

 

  1954 年经戏剧大师欧阳予倩推荐，罗九香先生进入大埔民声汉剧团（广东汉剧团前身）乐队，担任

三弦和古筝演奏员，从此走上了音乐的专业道路，为日后晋京演奏广东汉乐和客家筝乐，开拓视野，跨

上更为宽阔的筝艺交流平台作了铺垫。 

 

  1956 年，罗九香、饶从举、饶淑枢三人作为客家音乐代表，随广东代表团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音

乐周演出。一曲《单点头乱插花》破天荒第一次将客家音乐（广东汉乐）、客家筝乐向全国推介，让人

们领略了广东汉乐与客家筝乐的神韵和独特风格。在艺术界专家、名流济济一堂的古筝观摩交流会上，

罗九香先生古筝独奏的《出水莲》和《将军令》两首风格典雅、韵味无穷的客家筝乐名曲，艺惊四座，

引来众多专家的赞叹和好评。戏剧大师欧阳予倩先生评价曰：“神功至极，匠心独具，堪称岭南一绝。”

古琴家查阜西和民族音乐学家杨荫浏先生则认为：“其中奥妙，需言传身教方得要领。” 

 

  1957 年，罗九香先生随广东汉剧团晋京参加全国戏剧汇演，并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客家音乐演奏会。

前后两次演出都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这一殊荣令罗九香兴奋不已，感动

不已，更激励他对振兴与弘扬客家音乐的坚定信念。 

 

  汉乐名曲《单点头乱插花》和后来录制成唱片的《昭君怨》、《玉连环》、《翠子登潭》等客家音

乐和筝乐是以古筝主奏，琵琶和椰胡和奏的典型“清乐”演奏形式。其古朴大方、典雅优美的独特韵味

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从前客家音乐里使用的古筝，人们习惯就叫：“筝”，演奏古筝就叫“弹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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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抓筝”。客家音乐和筝乐晋京演出取得极大成功之后，“客家筝”的称谓就在中国筝坛流传开了，

而且人们还把“客家筝”与罗九香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从此，客家筝也在中国筝坛占有了一席之地。 

 

  1959 年，罗九香先生应邀赴天津音乐学院担任古筝专业教师，继而又于 1960年调任广州音专教授

广东汉乐和客家筝。从此，罗九香的客家筝路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他成为在高等音乐学府教授广东汉乐

和客家筝的第一人。他培养了一批日后成为当今筝界的栋梁英才，不少人成为知名古筝演奏家、副教授

和教授，形成了一个群体。他们为客家筝的传播和推广作出了卓越贡献，使客家筝后继有人，世代传承。 

 

  1961 年，罗九香先生代表广州音专出席在西安举行的第一届古筝教材会议，全国音乐院校的古筝专

家欢聚一堂交流探讨古筝教学、教材及发展问题。在专家演奏音乐会上罗九香先生精湛的筝艺受到一致

好评，被公认为岭南客家筝派代表。其提供的 39首客家筝曲也被定为全国音乐院校古筝专业学生的必修

或选修曲目。罗九香先生是使客家筝从民间走上高等音乐学府的第一人。对此，罗九香先生作出了划时

代的贡献。 

 

  从 1985年起，罗九香先生的学生们把罗九香的传谱和演奏谱整理成册陆续出版。如《客家筝曲四十

首》（史兆元整理）、《中国岭南筝谱》（客家筝曲 16首 陈安华整理）和《中国古筝名曲荟萃（上册）》

（史兆元、何宝泉、陈安华整理 客家筝曲 16首）。罗九香的传谱、演奏谱以及由中国唱片社出版的一

批由罗九香演奏的客家筝乐唱片发行到海内外，使客家筝艺术得以保存并传播到世界各地。从乐谱到演

奏、从教学到理论，罗九香先生给我们留下一笔珍贵的遗产，使客家筝艺成为了当代中国筝坛大家熟知

的传统流派——客家筝派。 

 

  由于对中国民族音乐有重大贡献，2001年，罗九香先生的事迹与艺术成就被辑入国际公认的具有最

高学术权威的英文版《新格罗夫音乐和音乐家辞典》。辞条写道：“罗九香被誉为客家筝派最重要的典

型代表。作为一个古筝表演艺术家，他一生的音乐活动对客家汉乐及汉剧音乐的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

影响。……”罗九香先生和另外两位中国民间音乐大师华彦钧、刘天华的音乐生平和业绩载入了世界权

威典籍，成为“世界级”的音乐家。说明国际音乐界对岭南客家筝派及其音乐艺术的充分肯定，也证明

了罗九香先生与他的音乐崇高的国际地位和深远影响。 

 

  2002 年，为彪炳罗九香先生对广东汉乐和客家筝乐的贡献，广州星海音乐学院定他为：“客家筝一

代宗师。”并得到中国音乐家协会的认可。 

 

  至此，罗九香先生为继承、弘扬和传播广东汉乐，为创立客家筝派坎坷奋斗一生、奉献一生，终成

正果。 

 

  回顾历史，古筝在客家地区流传了几百年的漫长岁月，却长期处于分散和自流的状态。至二十世纪

初起何育斋先生致力于推广广东汉乐客家筝乐，为客家筝派的形成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作出了巨大的贡

献。及至五十年代客家筝进入了罗九香时代，以其出类拔萃的筝艺和卓有成效的努力实践使客家筝得到

迅速发展，并在广东汉乐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成为该乐种的核心。进而在全国筝界流传且占有了一席

之地，与其他筝艺流派鼎足而立。 

 

  客家筝派与其他筝派一样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客家筝派深深扎根于拥有六百多首传统乐曲的广东汉乐古老乐种之中，而广为流传且成为古筝经

典的名曲数量众多，不下数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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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涌现出一批近现代客家筝派演奏家，其中何育斋和罗九香先生就是具有国内外影响的著名代表人

物； 

 

  3、在长期的汉乐和客家筝艺实践中，何育斋和罗九香先生分别总结出《弹筝八法》和琴筝通用的演

奏美学论著《琴况二十四则警句》等理论著作，影响深远； 

 

  4、整理、编辑、出版了一批客家筝曲集和教材，配合音像出版物发行海内外，使客家筝派得以广为

流传； 

 

  5、客家筝长期在民间传承之外，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纳入了我国高等音乐学府的专业课程，培

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客家筝艺传人，使客家筝派得以后继有人，世代传承。 

  

  因此，根据史料和客家筝乐的发展实际，我们可以说，客家筝艺流派始于何育斋成于罗九香。他的

历程就是一部令人信服的历史篇章。 

  

  客家筝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何育斋先生和罗九香先生，他们对客家筝派的形成，对客家筝乐

的发展所作的历史贡献当永留史册，为世人敬仰。 

 


	“客家筝派”的形成，始于何育斋成于罗九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