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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乐新调 奥妙无穷——记广州歌舞团古筝演奏家蔡文峰的演奏艺术 

发表刊物：广东省文联作者:刘智忠 

论文内容： 

  20 世纪 80年代末，我国著名山东筝代表赵玉斋先生，为他的一位星海音乐学院弟子在筹备毕业音

乐会时专门寄来了一首题词，以示祝贺：“鸣筝振播天涯间，咸池雍雅古风传，炉火纯青举国手，中华

增色岂等闲。”该题词既肯定了这位弟子的娴熟筝艺，又对民族乐坛新苗寄予了无限的希冀。经过十多

年艺术实践的锤炼，这位筝坛新秀已成长为观众熟知的一位优秀乐手。他，就是广州歌舞团的古筝演奏

家蔡文峰。 

 

  深厚的传统功底 

 

出生于粤东美丽海滨城市汕头的蔡文峰，从小就受到潮汕地区特有的民间音乐———潮州音乐的熏陶，

六岁开始在爱好音乐的父亲启蒙下学习弹奏古筝，以后接受潮州筝人翁舟先生的指导，筝艺日臻进步。

小学毕业，蔡文峰考进了广州星海音乐学院附中，开始古筝专业的系统学习，六年后升入学院本科继续

深造，199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民乐系古筝专业，并获文学学士学位。 

 

  筝，是中国古老的弹弦乐器，早在公元前 4世纪，筝作为声乐的伴奏乐器已在我国秦地(今陕西地区)

流传，以后经过两千多年的传衍与发展，已成为了今天独特的民族弹拨乐器。悠久的历史，淀积着浓厚

的传统音乐文化。蔡文峰在音乐学府接受正规、科学的音乐专业学习与训练过程中，他深知传统是根基，

只有先继承，才能促发展。因而他废寝忘食地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古筝的流派与演奏艺术。他在演奏潮

州筝的基础上，以著名客家筝演奏家、教育家饶宁新先生为专业指导老师，在长期的专业学习中，继承

了客家筝细腻、浓郁、典雅的演奏风格，又在粤乐传统音乐学习中，逐步掌握了粤乐演奏的风韵。艺术

实践的成功，证明蔡文峰已跨入了南方筝派传人的行列。此外，在著名山东筝派代表赵玉斋先生的教授

下，蔡文峰接触到了风格鲜明的山东筝派和北方筝派，较全面并能熟练地掌握中国各筝派的演奏技巧和

风格，为他的创新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饶宁新先生对他的这位爱徒评价曰：“相教十年，人材不错；

头脑聪颖，努力勤奋；谦虚好学，用心钻研；‘继承’‘创新’，精神可嘉；百尺竿头，继续登攀。”

蔡文峰的人品与琴艺，均得圈中人口碑，是当今筝坛承前启后的佼佼者之一。 

 

  奇巧的“古、洋”结合 

 

    蔡文峰的思维是活跃的，他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和接受新生事物的本能。他在音乐学院学习期间，

以理论指导实践，大胆地借鉴和吸收钢琴、弦乐等西洋乐器的演奏技巧，促进与提高了自己古筝的演奏

技艺。同时，他还在蔡松琦教授的指导下，利用时间学习和声、配器、曲式、作曲以及作品分析等音乐

理论课程，为做一名新时期的音乐人打下了理论基础，拓宽了发展的道路。蔡文峰多元化的音乐思维，

被著名高胡演奏家余其伟先生誉为：“驳接古今，贯通中西，多维的演奏理念，立体的时空交汇。”这，

可以说是蔡文峰古筝演奏艺术与其灵巧思维的真实写照。 

 

    2003 年 3月 30日晚，一场以“金石有情，古筝新韵”为命名的“蔡文峰古筝独奏音乐会”在广州

星海音乐厅举行，音乐会展现了蔡文峰近年来古筝演奏和创作、改编作品的新成果。从南方筝派的客家

筝曲《出水莲》、潮州筝曲《柳青娘(活五调)》、广东音乐《禅院钟声》，到北方筝派的河南筝曲《花

流水》、浙江筝曲《高山流水》、山东筝曲《大八板变奏》、陕西筝曲《秦桑曲》，以及由他创作的曲

目《夜雨思乡》、《童真》，再至《梁祝》、《渔舟唱晚》等观众熟悉的著名乐曲，蔡文峰丝丝入扣的

演奏，均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蔡文峰根据云南弥渡民歌《小河淌水》改编、演奏的同名乐曲，更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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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独创的乐思和多变的演奏手法深深地吸引着观众。乐曲运用协奏曲的曲式，以不同调式的两台筝，用

左、右手交叉演奏乐曲的旋律与和声，以丰富的表现力交织出清彻透亮的小河流水美丽的画境。这种改

编形式非常有创意性，在当前筝坛上属较少见的大胆探索方式。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朴东生指出：“创作是繁荣古筝艺术的根本，没有创作就没有作品，尤其

是符合时代要求、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新作品，没有作品，任何一个乐种都难以发展。”根据广东汉乐

名曲《蕉窗夜雨》的主题动机创编而成的客家筝新曲《夜雨思乡》，乐曲旋律优雅、意境深邃，既有广

东汉乐典雅的韵味，又以新颖的编配手法，深情地表达出在夜幕雨景中，游子无限的思乡情怀。这是蔡

文峰成功创作的一首广东汉乐作品，为广东汉乐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著名民族音乐学家冯光钰教

授认为：“由专业作曲家或古筝演奏家兼事筝曲创作，是充满理性的、深层次的创造性劳动。创作者除

了要具有深厚的认识生活、反映生活的能力，还要富有娴熟的创作技能，在旋律写作、织体、伴奏编配

以及弹奏等方面，都应有扎实的基本功。”蔡文峰的艺术成就印证了冯教授的论断。艺术之路是艺术家

走出来的，有着自信、有着追求，艺术的道路是会越走越宽畅，越走越亮堂的。 

 

  新派的创举精神 

 

    著名的古筝演奏家赵登山教授指出：“只有革新，事业才能发展。”成长在开放改革年代的蔡文峰，

时代给予了他极好的机遇，使他在现代的环境中，开辟“新派古筝”演奏的试验领域。在星海音乐学院

附中三年级学习时，蔡文峰向专业教师饶宁新提出学习吉他演奏技法的设想，饶先生告诫他：多学一种

器乐的演奏技巧是好的，但一定要服从专业学习的需要，千万不能丢弃古筝演奏专业。在实践中，蔡文

峰有着正确的思维方式，从接触西方音乐开始，他就遵循“学为我用”的原则，有意识地研究、探索吉

他演奏的规律，在其兄长蔡庆峰（吉他演奏家）的指导下，经过多年的吉他学习，他较深刻的体会到，

对和声的认识与理解，乃至最后对和声的运用都是依赖于吉他演奏的训练，因为吉他的和声非常丰富，

钢琴能处理的和声吉他都能处理，在电声乐队里它几乎起到了首席的作用。 

 

  从吉他的学习伊始，蔡文峰逐渐探索并开始接触到了“流行”、“蓝调”、“摇滚”、“爵士”等

风格的现代演奏手法，因此，也就派生出“新派古筝”之“流行古筝”、“蓝调古筝”、“摇滚古筝”、

“爵士古筝”等新名词，简易地理解，即是用古筝演奏“流行”等现代风格的乐曲。在“蔡文峰古筝独

奏音乐会”上，和打击乐合作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与《蓝色的古筝》就是首次出现的“新派古筝”

的演奏形式。《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此曲是由雷振邦作曲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插曲改编而成，

打击乐演奏家吴少华运用拉丁打击乐来代替原曲的新疆民族手鼓，更为丰满地表达了乐曲的深远意境，

听来颇有新意。西方的蓝调音乐(布鲁斯)，是黑奴从非洲带来的，黑人代代唱蓝调，它强调即兴的、随

心所欲的发挥、摇摆节奏和本能性内容的吟唱，蓝调是现代流行音乐的源头，是爵士、摇滚的“母亲”。

用古筝与打击乐来表现现代风格的《蓝色的古筝》，是蔡文峰对传统风格挑战的一次新的探索尝试，也

是对“蓝调古筝”的一次生动的演绎。 

 

  永恒的艺术魅力 

 

    蔡文峰对“新派古筝”的探索是孜孜不倦的。继 2003年“蔡文峰古筝独奏音乐会”成功举办之后，

2004 年 7月 3日晚，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又举行了由广东省音乐家协会等单位主办的“‘Ⅲ朝乐队’演奏

会”。何谓“Ⅲ朝乐队”？其实它是一个乐队的组合形式，由古筝、吉他演奏家蔡文峰，打击乐演奏家

吴少华，键盘演奏家陈卫三人组合而成。他们以新潮独特的创作手法，娴熟多变的演奏技巧，将古筝、

打击乐、钢琴（或电子键盘乐器）等乐器有机组合，和谐地融合亚洲的旋律、拉美的节奏，以及西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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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声等众多的音乐元素为一体，力求打造适合现代人口味为目的的新音乐演奏群体，以图实现中西方文

化的对话和交流，加速促进我国文化艺术领域的更新与发展。 

 

    从富于浓郁民族韵味的古筝乐曲《阿拉木汗》、《瑶族舞曲》、《丰收锣鼓》，到将中国打击乐和

拉丁打击乐互相揉合而成的《鼓舞》，以及钢琴与木吉他的《巴赫二部创意曲》等节目来看，都充分地

体现了蔡文峰在音乐领域一贯的探索精神。正如他在实践中所感悟到的：“组建‘Ⅲ朝乐队’，是想通

过古筝与其他乐器组合的形式，以求拓展古筝宽阔的表现空间，使中国的传统乐器得到更大的弘扬。我

们应该有信心将中国的古筝与西欧的摇滚乐、美洲的拉丁乐结合起来去演奏，这样才能延续中国传统乐

器古筝的生命力。”这，是“Ⅲ朝乐队”建立的宗旨，也是蔡文峰作为中国民族乐坛新派演奏家的追求

与理想。 

 

    著名高胡演奏家余其伟先生评价道：“‘Ⅲ朝乐队’是把中国古典乐器与西方乐曲‘杂交’进行尝

试、探索，我相信，经过千年考验的民族音乐会有它永恒的魅力。”蔡文峰对他所从事的音乐事业充满

了坚定的信心，他表示：“‘Ⅲ朝乐队’组建时间短，需要相对的磨合、锤炼，现在是‘踩着石头过河’，

许多地方还处于探索阶段，我们一定虚心听取专家、观众的意见和建议，在创作、演奏、合作表演等方

面不断的改进与完善，今后，在乐队中也有可能考虑再加入其他乐器组合。总之，为了中国民族音乐事

业的改革与发展，我们将尽自己的力量去努力做好。” 

 

  勇于变革、探索精神的蔡文峰，目前他的音乐艺术正处于成熟的黄金时期。近年来，他编著、出版

有《古筝实用教程》、《筝演奏技法》、《电吉他》、《古典吉他》等教材；培养了一批批的古筝演奏

后备人才；录制了大批由自己演奏（含创作作品、教材范例）的唱片与 VCD、DVD碟片；《蔡文峰———

“金石有情”古筝独奏音乐会》的 CD、VCD，以及《“Ⅲ朝乐队”———筝、鼓、琴》CD、VCD亦已面市。

我们相信，在今后的艺术实践中，具有新锐思想的蔡文峰，一定能攀登古筝发展的艺术高峰，一定会实

现他弘扬、发展中国传统民族乐器的宏伟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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