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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扶——河南古筝艺术流派的一代宗师 

发表刊物：作者:何宝泉 

论文内容： 

  曹东扶先生生于清末（1898年）民初的音乐世家中，其故乡是我国曲艺音乐摇篮之一的河南南阳地

区的邓县，豫西南这块民间音乐的沃土孕育了自幼聪颖好学博学强记的他。曹先生自十二岁学打扬琴，

十三岁学弹筝和三弦，到十六岁时又学了琵琶。他随其父和当地的民间艺人学习演唱、演奏“河南大调

曲子”。经过其刻苦的学习、辛勤的探索及兼容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广泛的民间艺术，使他不但继承了前

辈们的艺术精华，而且有所创新并脱颖而出。早在 1927年左右，他创立的“曹派大调曲子”已在河南广

泛为人们争相传唱。他在古筝演奏达到极高境界的同时，在琵琶、三弦及软弓胡琴等乐器的演奏上也均

有很深的造诣。多年积累的民间音乐雄厚功底，为他今后走向专业艺术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刻意创新力求发展 

  

  曹东扶先生艺术才华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展示，还是从他解放后走向专业艺术道路中的 5O年代开始

的，此时他已步入艺术成熟期的中年。 

  

  曹先生在 5O年代初，即以我国农历正月十五闹元宵的民间习俗，以其娴熟、高超的河南古筝演奏技

法，采用河南的民间曲调创作了古筝独奏曲《闹元宵》。这首独奏曲充分反映了我国解放后农民的内心

喜悦和在正月十五喜庆欢歌的场面，被视为“全国第一届民族民间音乐舞蹈会演”最成功的古筝独奏曲

之一，并被灌制成唱片加以推广。以后他创作的《刘海与胡秀英》、《孟姜女变奏曲》等古筝独奏曲无

不反映了他对解放后新生活的热爱以及对旧社会的鞭笞。他的作品除具有浓郁的河南地方特色和高超的

演奏技艺外，曲调极富歌唱性，可以讲这是他演唱、演奏的完美结合。 

  

  曹先生自 5O年代初任中央音乐学院古筝专业教师以来，一方面从事教学工作，一方面积极投入到创

作、挖掘和整理河南板头曲的工作中。他运用乐器的特点在演奏技术、感情处理上做了很多加工整理工

作，并保持乐曲严谨的格律——68 板。曹先生这种大胆而细心的治学方法，特别值得后人学习，因为这

不但避免了我们对古典遗产学习上的扑朔迷离，同时对我们以后的研究和进一步搜集民间音乐有很大的

帮助。他订谱的琵琶独奏曲《高山流水》、《寒鹊争梅》以及三弦独奏曲《打雁》、《思情》等，至今

仍是我国弹拨乐曲的经典。而数十首的河南板头曲古筝独奏曲《陈杏元和番》、《陈杏元落院》、《闺

中怨》、《苏武思乡》等，至今仍是我国古筝专业教学的教材和舞台表演的精品，广泛为国内外所传奏。

他是将河南板头曲古筝独奏介绍、推广到国内外的第一人。 

  

  曹先生的演奏不但具有浓郁的河南地方特色，而且极富强劲、内涵以及细腻、深刻的艺术魅力，感

人至深。在演奏技法上，铿锵有力的大指“大关节轮”，强劲有力的“剔托”八度合音技法以及变化无

穷的“游弹”、按弦“小颤音”、“大颤音”、双手弹奏等形成了自己情感激昂的演奏风格特点，将传

统的河南古筝演奏艺术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为后人所效仿。 

  

  他使用的十六弦金属弦传统筝最低音定为（）（一般均定为），从第二弦开始定，依次五声音阶调

凋弦定音，最高音为；另外将、音码子左侧也定成，因其弦细，音色不同于最低音的，这样除在演奏以

1为主音创造了条件外，同时也为模拟打击乐锣鼓音响的逼真得到体现。这种调弦方法不但扩展了传统

筝的音域，同时也增强了它的表现力，这些局部改革在当时都是大胆的创举。 

  

    二、弘扬古筝艺术奋斗终生 



2 
 

  

  曹东扶先生从事专业古筝艺术活动，主要是自 1953年他先后担任中央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和河

南艺术学院的古筝专业教帅开始的。由于他对祖国的民间艺术无限的热爱，从而把全部身心都献给自己

从事的事业。他对古筝教学无论在贫穷、疾病、遭诬陷以及在“文革”中的劫难中，都未能动摇他以弘

扬古筝艺术为己任的决心。 

  

  曹先生的专业课始终坚持示范演奏，并从讲解乐曲内容到准确把握乐曲表现的尺度，均有他独到的

见解。由于他将演唱大调子的技艺融于河南板头曲中，使人听他的演奏宛如心儿在歌唱，旋律极为流畅。

由于河南大调曲子也属北方梆子腔体系，从而使他弹奏的河南板头曲更富高亢激情。这些河南古筝艺术

的精华他都毫无保留的传授给学生。平时他除准时给学生上课外，总还叫学生到他家去“加班加点”，

在他的教学活动中无论是专业学生还是业余学生，只要努力学习，他都极认真的传教，而且从不收费。

但从跟他学习过的学生中却几乎找不到一人没在他家吃过饭的。他对学生从学习到生活关怀的无微不至，

对学生的缺点从不放过，而对学生的优点则是给予充分的鼓励和首肯。 

  

  曹先生为多收一名古筝专业学生，往往会多次找系、院领导去争取名额。入学的学生，他要求不但

要弹好筝，而且一定要学好其他音乐基础课。他热情的鼓励自己的学生向其他专业教师学习、向路过音

乐学院的其它院校专业同学交流、学习、提高。他对学生平时的点滴创意和乐器改革的设想，都大力支

持。他经常讲：“古筝事业的未来，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去发扬……”对一些较有才能的学生更是全身

心的培养，从学习到生活无微不至的关心，提供一切条件使他们能尽快成材。有时学生和自己的孩子因

琐事争吵起来，而往往受到批评的是自己的孩子……他关心学生胜过关心自己的亲人。因此有不少本来

业余的学生从此走向了专业道路。在他班上的学生，专业进度大都很快。 

  

  他在数十年的专业教学过程中，还利用一切机会向国际友人演奏、讲解古筝艺术。他曾多次为朝鲜、

日本、前苏联、罗马尼亚、捷克等国的访华音乐家演奏，为弘扬祖国民族文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曹先生呕心沥血数十年如一日的从事古筝专业教学工作，就是他在重病期间从昏迷中醒来时，第一

句话竟是“让学生到医院来上课”。这是多么可贵的敬业精神！ 

  

    三、后继有人桃李满天下 

  

  曹东扶先生 197O年仙逝，转瞬已离开我们大概三十个春秋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依然留在我们的心

中，他毕生所创下的业绩将会永远载入史册。 

  

  曹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将河南古筝艺术介绍、推广到国内外的第一人，并在全国诸多古筝艺术流派中

确立了它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他为振兴、弘扬古筝艺术所做的毕生努力，三十年后的今天，古筝艺术

和我们伟大的祖国一样度过了严冬迎来了春天，可以告慰他老人家的是目前活跃于全国各大音乐院校及

专业演出团体较有成就的一批专家、教授大都是他的第一代传人。他的第二代乃至第三代传人也正在茁

壮成长，全国已形成了“百万”弹筝大军”。他们除从事教学、演出活动外，还创作了一大批反映时代

精神的古筝新作，撰写了数以百计的学术论文。古筝乐器的自身改革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他们在国内

外出版了大量的古筝书谱、音带、像带、CD、VCD，并走出国门举办古筝独奏音乐会、古筝专题学术讲座、

担任国际比赛评委……为弘扬古筝艺术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曹东扶先生是当之无愧的我国河南古筝艺术流派的奠基人、一代宗师，他毕生为振兴、弘扬古筝艺

术的业绩，将永远记载在中国民族音乐的史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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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宝泉，著名古筝演奏家、教育家和改革家，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现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东方

古筝研究会会长、上海音乐家协会理事。他在多年的专业教学和演奏生涯中，精心研究了古筝各大艺术

流派的演奏技法特点和音乐风格，集诸家之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古筝教学法及古朴典雅、极富情感的

演奏风格。他发表《筝的演奏力学》等论文十余篇；主编出版了《中国古筝教程》等书谱十余册；国内

外出版二十余张（盘）音像制品；并多次出国举办音乐会、讲学及担任中国乐器比赛评委；还设计研制

了蝶式筝、系列筝，组建了全国第一个筝乐团。为国内外培养了大批的古筝演奏和教学人才。本人艺术

业绩已入选《世界名人录》、《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中国专家名人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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