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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扶与古筝——写在民族音乐大师曹东扶先生诞辰 100周年之际 

发表刊物：作者:于允科 

论文内容： 

  中国著名古筝演奏家、杰出的民族音乐表演艺术大师、教育家曹东扶先生（1898.11．8—1970.11．27），

离开我们已经整整 28（35）年了。他在 6O余年的艺术生涯中，不但在筝及琵琶、三弦等民族器乐的演

奏、教学和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也为继承和发展河南大调曲子及河南板头曲的演唱、演奏艺

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曹东扶先生诞辰 1OO周年之际，我拜访了曹东扶先生的夫人尹士瑞女士和

儿子曹永安、女儿李汴。 

  

  在一尘不染的客厅里，面色红润、神态慈祥的尹士瑞女士精神矍铄，侃侃而谈。老人家八旬有五，

身板硬朗，思维清晰，对重大历史事件具有惊人的记忆力，直观她老人家，你很难想象她与曹东扶先生

相濡以沫曾经度过多少漫漫人生的风风雨雨。曹永安与妹妹李汴师承先父之真传，“父作子述”，兄妹

俩现已成为著名的筝演奏家，他们对父亲一生的艺术创造，一直铭刻在心，三人向笔者叙述了往事。 

  

  曹东扶先生出生在河南省邓县，最早向他传授音乐技艺的是他的父亲。13岁以后，曹东扶先生开始

靠卖糖果、花生、瓜子维持生计，经常出入茶馆酒肆。在这“下里巴人”聚集的场所，自清晨至深夜，

演唱大调曲子自娱自乐者络绎不绝。民间音乐艺术的熏陶，促使天禀聪颖的曹东扶先生很快学会演唱大

调曲子，继而又学会弹三弦、弹筝、弹琵琶。 

  

  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艺，曹东扶先生刻苦钻研民族音乐。虚心好学，不耻下问，使他的演唱、演

奏水平得以很大的飞跃。他娴熟掌握了大量的大调曲牌及板头曲曲目，而且创造性地使之在唱腔、过门

诸多方面达到了统一与规范化。曹东扶先生为了使一度处于大调曲子附属地位的板头曲成为独立的器乐

曲，他潜心做了大量的修订、改编与推陈出新的工作，经过他的再创造，使这些板头曲成为血肉丰满、

精雕细刻的艺术精品。 

  

  曹先生不仅创立了脸炙人口的“曹派筝”，成为筝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三弦、琵琶、软弓胡

的演奏上和大调曲子的演唱方面均有高深的造诣。他非常注意根据乐曲的曲调和内容情感来安排各种乐

器的指法、技巧，使它们有机结合，浑然一体。他用三弦演奏的《打雁》、《思情》，用琵琶演奏的《高

山流水》早已成为弹拨乐的精品。他的基本功扎实而完美，无论独奏或伴奏，可以一气用三弦弹上五个

小时，在河南、湖北两省，曹东扶先生享有金不换的“铁胳膊”之美誉。曹夫人深情回忆：“曹东扶手

巧啊，他自制软弓二胡，小指压弦一推就能奏出一串明亮均匀的嘟噜声，悦耳铿锵，当年真是迷倒好多

民族音乐的热爱者啊……”早在 30年代由于他对河南大调曲子的突出贡献以及其炉火纯青的演唱演奏，

他创立的“曹派大调曲子”得到广泛公认，人们争相学习。 

  

  由于国家尊重人才，曹东扶先生以满腔热忱投身民族器乐的演奏、教学与革新工作中。1948 年春，

曹东扶先生在邓县文化馆的支持下，带领他的弟子们，发起、成立了邓县曲艺改进社，并担任副社长。

他组织学生们对一些传统曲牌作了进一步的修订，使其更为完善。1951 年，他率领大家积极投入抗美援

朝宣传活动，亲自创编出《渔夫恨》、《侵朝阴谋》、《抗美援朝》等曲段，为捐献“鲁迅号”飞机，

他与学生们连续数日，不分昼夜下乡演出。同时还为国家捐献了价值 15O多万元的棉花与烟叶等。 

  

  1953 年，“全国首届民间艺术汇演”在开封古城隆重举行，曹东扶先生艺惊四座，一举夺得“器乐

独奏一等奖”。他精湛的演奏技巧与庄重舒展的台风，赢得与会专家及广大听众的一致好评。这样，从

邓县、南阳到开封，层层上选，引起热烈反响，以后他赴武汉献技，轰动三镇。中间“转战”数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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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调曲子及板头曲声名远播。曹东扶先生则先后在开封师范专科学校、河南艺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

四川音乐学院任教，他决心把自己掌握的全部技艺都留给后人。 

  

  曹东扶先生诲人不倦，热切希望学生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毫不保留地让学生分享自己从音乐

艺术园地中汲取的甘露和阳光。曹东扶先生对学生一视同仁，从不以尊者自居，无论年龄相差多大，艺

术水平相差多远，一律以琴友相待。曹东扶先生这一美德，赢得莘莘学子长期的尊敬与怀念。 

  

  1961 年，在四川音乐学院领导一再盛情邀请下，曹东扶先生被借调到四川音乐学院任教。四年间，

曹东扶先生呕心沥血，废寝忘食，为大西南民族音乐事业的开拓与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1964 年，淡泊名利的曹东扶先生放弃了返京的机会，接受河南省文化局局长冯纪汉“抓河南大调曲

子”的诚挚邀请，毅然从四川回到故土，担任河南省歌舞团艺术顾问，并在南阳举办大调曲子训练班，

为祖国培养后进。上海、广州、西安等地的音乐学院，慕名多次敦请他赴彼地施教，但河南方面岂肯放

大师“跳槽”，于是上述城市只好选派尖子生负笈求学，曹东扶先生则毫无乡党观念，凡就学者，悉心

指教，喻其桃李满天下，决非溢美。 

  

  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深受家乡人民爱戴的曹东扶先生转瞬被扣上一顶“资产阶级反

动学术权威”的吓人帽子，关进“牛棚”劳动改造——在河南省西华农场，曹东扶先生即使发着高烧也

必须强撑病体在雪地里砍白菜……以后造反派高抬贵手，将曹东扶先生定性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

盾处理”，河南省歌舞团将他安排在邓县城关镇“养老”。 

  

  身心饱受凌辱的曹东扶先生虽然已经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但对民族器乐的热爱一如既往，上品乐器

早已被“红卫兵小将”砸毁，他只好找来一架破琵琶，自己动手修复后继续教授家乡子弟。每天晚间，

曹东扶先生“大珠小珠落玉盘，嘈嘈切切错杂弹”，吸引着众多的民乐爱好者。他物我两忘，全副身心

都沉浸在如位如诉的琵琶乐曲声中，仿佛忘记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一切荒谬。此时，他也忘记了病魔

缠身——可怕的癌细胞正在凶狠地吞噬他的胃黏膜…… 

  

  197O 年深秋，西风萧瑟，曹东扶先生在夫人、女儿的搀扶下到南阳火车站换车，准备赶到郑州市看

病。夕阳如血，一位三轮车工人看到曹东扶先生抱着筝艰难举步，好奇地询问：“这是什么？”曹东扶

先生笑笑回答：“这是筝。”老工人有五十多岁，听完回答猛有所悟，遂高兴地大喊：“您是曹圣人！”

喊声划破了冷寂的街道夜空，很多群众非常兴奋。几分钟工夫，曹东扶先生被热情的群众团团围住，在

群众的盛情邀请下，曹东扶先生忍住胃部的剧痛，临时在他的一位学生家的院子里即席演奏演唱，他满

头冷汗，拨弦不止，听者如醉如痴……就这样，人民的艺术家在人民的簇拥下为人民演奏其视之为生命

的民族器乐，一直持续到午夜。院子里人头攒动，大家争着与大师握手，大家争着要一睹大师的风采，

尽管此时的曹东扶先生病体虚弱，面容憔悴，然而在群众眼里他却是神采奕奕，精神焕发！曹夫人心疼

丈夫，劝他歇歇再弹，他却说：“不累，不累！”话刚出口，竟突然摔倒在院子中央——这哺育他成材

的土地，难道是在召唤他魂归冥府吗——翌日，曹东扶先生就在郑州被确诊患了晚期胃癌。 

  

  世态炎凉，几家医院拒收艺术大师。靠学生奔走联系，曹东扶先生终于住进当时条件相当差的郑州

工业医院。尽管身处逆境，沉疴无治，曹东扶先生念念不忘的仍是梦绕魂牵的民族器乐艺术，他对儿子、

女儿千叮万嘱：“我不相信筝会被淘汰，它流传了几千年，人民喜爱它。人民喜爱的艺术不是人为可以

除掉的！今后，不能弹琴，你们就默唱，只要人家喜欢听，你们就给人家弹，永远不要丢掉那些曲子。

总有一天，筝乐会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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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终前四天，人民艺术家曹东扶先生，以极大的毅力强撑已经十分虚弱的病体，在简陋的病床上与

儿女合奏了几支板头曲《高山流水》、《打雁》、《小飞舞》、《打秋千》......197O 年 11月 27日，

曹东扶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曹夫人母子三人在曹先生生前挚友、大调曲子演唱家王泽民先生的鼎力相

助下，与几位亲友，凄凉地送走了民族音乐大师曹东扶先生。 

  

  整整九年后，有关方面给曹东扶先生平了反，先生黄泉有知，或许会含笑瞑目吧？芳草萋萋，世事

茫茫。199O 年，河南省文化厅，河南省音协隆重举行曹东扶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河南省文化厅

厅长王传真号召大家学习曹东扶先生对民族音乐事业执着的献身精神；中国音协负责人冯光钰在讲话中

谈到曹东扶先生的卓越贡献与高风亮节时泣不成声……1975 年至 1995年，曹东扶先生的高足、中国音

乐学院古筝教师史兆元几次拜见师母，哭诉：“我天天梦见曹老师，哪怕老师病在床上，能让我侍候一

下也好啊……”1978 年，原前进歌舞团筝演奏家吕殿生前往郑州探望师母，一进门便双膝跪倒在曹夫人

脚下，他痛彻心肺地号啕：“看见您就如同看见曹老师一样……”1995年 8月，洛阳古筝协会会长娄方，

千里迢迢来京看望师母，特意敬赠一尊精美的唐三彩佛像以寄托对曹东扶先生的哀思……人民音乐家永

远活在人民的心中，无论是“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还是某些数典忘祖的民族虚无主义者，都无法

摧毁曹东扶先生坚定不移的信念——“民族音乐是不会被消灭的，筝是不会失传的。因为人民热爱它们，

人民需要它们”。 

  

  哲人其萎，曹东扶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却为中国民族音乐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等待着继

往开来的民族音乐捍卫者去整理、去发扬、去光大。值得欣慰的是，曹东扶先生生前多次接待过朝鲜、

日本、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文化使者，与他们切磋筝艺，为弘扬祖国的民族音乐做出了突出的

贡献。“曹派筝”不仅在国内筝坛地位显赫，而且在全世界尤其是在东南亚享有盛誉。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在世界音乐大家庭中，“曹派筝”占有一席之地。 

  

  曹东扶先生的演奏风格深沉内在，苍劲有力，具有历史的厚重感。他对乐曲的处理极为细腻、深刻，

音乐形象准确生动。他的演奏艺术感染力极强，可誉之为“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曹东扶先生是承前启后。勇于创新的“一代宗师”，他为古筝创作、改编了不少新作品。他 5O年代

创作的《闹元宵》，己被筝坛公认为是一首艺术成就很高的乐曲。艺术源于生活，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

泉，深深根植于乡土艺术的曹东扶先生亲眼目睹了群众欢庆元宵节的热闹场景，感慨万千：耍龙灯、狮

子滚绣球、踩高跷，鞭炮锣鼓声响彻云霄……为了表现南阳群众乐观向上的性格，他采用大幅度划弦、

快速托劈双弦技巧，使整个乐曲的欢乐情绪一开始就迸发出来。为了气氛更加火热，他创造性地运用左

手击空弦，惟妙惟肖地模拟打锣声并采用双手弹奏技巧。他的筝独奏《闹元宵》、琵琶演奏的《高山流

水》、三弦演奏的《打雁》，犹如“三国鼎立”，迄今被音乐学院列为学生必弹曲目。 

  

  曹夫人回忆，1962 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劳累过度、营养不良的曹东扶先生左脚踝骨生疮，

经诊断系患上严重的“蜂窝组织炎”，他连续四个昼夜高烧不退，生命垂危，四川音乐学院甚至已为他

做好了后事准备。以后开刀手术，对把曹东扶先生从垂危险境中解救出来。然而麻醉药力刚散，曹东扶

先生睁开眼的第一句话就是：“让学生们到医院来吧，我就在病床上教课，别耽误了学生啊。”主治医

生非常感动，破例答应了他的请求，曹东扶先生便在病床上给心爱的学生们上课。 

  

  在四川音乐学院任教期间，有的教师嫌学生多太累，独曹东扶先生乐教不疲，院民乐系主任马惠文

感叹：“曹老师，年轻人都嫌工资低、工作累，您却只嫌工作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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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阴荏苒，白驹过隙，沧海桑田，人事嬗变。曹东扶先生虽然惨遭迫害溘逝人寰，但他所创立的“曹

派筝”，他的三弦、琵琶演奏艺术，他的“曹派大调曲子”等却为祖国人民留下一笔异常珍贵的文化遗

产。他遗留下来的“曹派筝曲”，由先生的子女曹永安。李汴整理编辑成《曹东扶筝曲集》、《曹东扶

筝曲集修订本》，已先后于 198O年、1994年两次出版发行并多次再版，这些筝曲至今在全国舞台上演

奏不衰。曹先生的儿女们师承其父，他们弹奏的“曹派筝曲”，不仅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

播电台长期播放，而且多次被内地、台湾、香港等音像公司录制成磁带、激光唱盘大量发行，他们还多

次出访美国、加拿大、韩国、日本、朝鲜、马来西亚等国，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瑰宝在全世界得到了

广泛的传播与认同。“曹派筝”宛如一棵参天古柏，永远向后人展示它的质朴与苍翠，坚韧与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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