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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大师赵玉斋生平简介 

发表刊物：作者:阎俐 

论文内容： 

  1999 年 2月 10日，著名古筝演奏家、教育家、东北古筝学会会长赵玉斋先生不幸逝世，这一噩耗

意味着我国古筝界一颗巨星的陡然陨落，不禁令人潸然泪下。在赵先生辞世后的一段日子里，不知有多

少个难眠之认伴随着我的深切怀念和无限回忆，回忆起他的音容笑貌，回忆起他那坎坷而辉煌的一生…… 

  

  赵玉斋先生 1923年 2月 2日出生于享有“书山戏海，筝琴之乡”之称的山东省郓城县，他从小就对

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同他的父亲一道在村头弹拉说唱，村里人都称他们为“老少迷”。因酷爱

音乐，他先后师从王登海、王尔敬等艺人学二夹弦、梆子戏、山东琴书等地方戏，学拉坠胡、二弦、四

胡弦、板胡，并向樊西雨、黎连俊先生学弹古筝。对音乐的迷恋，使他忘记了一切，就连做梦都在哼着

曲牌。家贫点不起灯，就摸黑练习弹唱，忘了一段乐曲，连夜赶去请教。就为样，在音乐的天地里，他

从小便学会了许多乐曲和戏曲，为日后在古筝艺术上取得辉煌成就打下了根基。 

  

  1943 年，经石登岩先生介绍，他拜“丝弦之王”王殿玉先生为师学习擂琴、古筝，成为“东鲁雅乐

社”的一名学员，每星期他要往返两次、步行八十华里到县城去上课。白天要干农活，他就利用早晚时

间练琴风雨不误，从不间断。这期间他多次随“东鲁雅乐社”到各地参加募损以救济灾民和扶持地方教

育事业，还曾应邀到曲阜参加祭孔活动。他跟随王老先生流浪江湖，先后一过济南、天津、北京、徐州、

南京、苏州、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增长了见识，受到了锻炼。王先生对徒弟要求非常严格，提倡冬季

在雪地里练功，夏天在日光下弹琴，每天让学生早、中、晚练功八小时，如果时间不够，晚上不睡觉也

要补上，即使一天演出三场也是如此。严师出高徒，在这样的环境下，他练就了一手扎实过硬的基本功。

1949年底，他终于满徒出师，开始独自到贵阳、昆明等地演出。在西南，他边演出边走访名家、艺人，

学习南派筝的演奏技巧，欣赏丝竹乐曲，不断提高音乐修养和技艺。1950 年昆明解放后，赵先生的西南

区第一个艺人组织—重庆技艺团，担任擂琴、古筝演奏员兼乐队队长，使他由一个在旧社会被称作“下

九流”的江湖艺人一跃成为受人尊敬的艺术家，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从而在艺术领域里开辟

了广阔的前程。6 月，他参加了西南地区第一届戏剧音乐汇演，演奏了山东筝曲《高山流水》和擂琴乐

曲《借东风》，获得了优秀节目奖；7月，随西南演出团赴闪藏慰问解放军和当地少数民族受到了热烈

欢迎。 

  

  1952 年初，受王老师之邀，赵先生加入了天津曲世团。在那里，师徒二人共同研究提高技艺水平，

19532年初，在全国第一届音乐舞蹈汇演中，他们二人的擂琴演奏获得了优秀表演奖。 

  

  1953 年秋，经曹正先生举荐，赵先生应聘于沈阳音乐学院，任民乐系古筝擂琴教员。由于教学优秀，

不久便晋升为讲师。为了搞好教学，他将早年间各位师傅口授的筝曲、擂琴曲二百余首整理成谱，并开

始学习音乐理论和西洋东器，吸收西洋音乐的精华。在学习钢琴的过程中，他发现钢琴的演奏原理与古

筝很相象，便试着将钢琴的一些演曲《四段锦》。这首乐曲不仅在节奏变化上突破了原有的民间筝曲的

程式，而且在高潮乐段中大胆地采用了钢琴的和音、和弦技法，充分发挥了古稳睥表现力，在首场演奏

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受到了院领导的表扬。 

  

  1955 年，他随院到辽宁南部下乡慰问演出、体验生活。这一年我国合作化时期，绝大多数的农民由

单干户变成了互助组，组成生产合作社，农民忘我的劳动热情和冲天的干劲，以及丰收后欢天喜地的心

情，深深地感染了他，一首乐曲《庆丰年》诞生了。在这首乐曲中，演奏的手法，充分展示了人们锣鼓

齐鸣、载歌载舞、欢庆丰收的热市场面，达到了空前的艺术效果。1956年 8月，他作为辽宁代表队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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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一届音乐周上演奏的《庆丰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在南海受到毛主席和国家其他党政领导人

的亲切接见。在大会闭幕式上，全国音协主席吕季同志在讲话中称《庆丰年》的创作是对民族音乐发展

的一大贡献；音乐评论家李凌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古筝演奏革新者》的文章，对赵

先生的艺术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庆丰年》的诞生，为古筝演奏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首次创作的成功，更加激发了赵先生的工作热情。继《庆丰年》之后，他又创作了《公社好》、《工

人赞》、《新春》、《和平舞》、《十年大庆》等数十首乐曲，先后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

社出版了《筝曲选集》和《古筝曲集》。在中央和省、市电台录制播放筝曲八十优质产品首，为中国唱

片社灌制《高山流水》、《四段锦》、《大八板》、《风翔歌》、《庆丰年 》、《公社好》等唱片，其

中，《庆丰年》和《新春》两首乐曲分别获得了国家和省内音乐作品一等奖。在擂琴专业上，除了整理

王殿玉老师口授的戏剧乐曲外，还创作改编了《忆昔》、《幸福歌》、《白毛女》、《洪湖水浪打浪》

等乐曲，在创作上充分展示了他的艺术才华。 

  

  1956 年春，赵先生随中国艺术团到捷克参加了第十一届“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周，演奏了山东传

统筝曲《汉宫秋月》、《高山流水》、《风翔歌》和他创作的《庆丰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布拉格

音乐学院竖琴教授玛丽亚还将《庆丰年》移植到竖琴上，并将这首乐曲传授级 54个国家的学生。同年

10月，他又随中国音乐家代表团访问了北欧四国，演奏了传统和创作筝曲近 20首，所到之年颇受欢迎。

芬兰总统吉科宁和夫人还特观看了他的演出并给予了热情称赞。此时赵先生的演奏技巧已达到炉火纯青

的高度，他曾多次受到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接见和赞扬。1962年他在山东济南举办了个人

独奏音乐会专场。赵先生在进行创作和演奏的同时，还非常注重对音乐理论方面的研究，1963年，在沈

阳晚报上，他发表了《论筝的表演艺术》，这是他在音乐理论上的第一次尝试，为他后期的理论他作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原来的古筝只有 16弦，音域太窄且不能转调，使得现代古筝乐曲创作受到很大的束缚。在新中

国各条战线上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和人民勇于开拓的精神鼓舞下，1957年，赵先生向沈阳音乐学院乐器

厂提出加大筝体、增加琴弦的设想，于是第一台 21弦筝便诞生了，它是现代古筝的雏形。21 弦增加了

古筝的表现能力，但在现代音乐演奏中，其调式的单一仍限制了安的发展，在赵先生的建议下，乐器厂

又开始研制转调筝。经过努力，1959 年，终于研制出了全国第一台张力转调筝并在全国民族乐器改革大

会上展出，受到了全国音乐界、古筝演奏家和乐改爱好者的注目和欢迎。 

  

  “文化大革命”中，赵先生被隔离审查，受到了残酷的迫害，直到 1978年才得以平反，然而，十年

的非人待遇并没有夺走赵先生投身于音乐艺术的热情在恢复工作后，他又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古筝事业

之中。1979年，他又创作了古筝乐曲《喜庆》，《难忘》和擂琴乐曲《忆伯苓》，并在当年“哈尔滨之

夏”代表辽宁演出了他的新作；1979 年 10月参加全国第四届文代会、第三届音代会和中央音乐学院主

办的“老人音乐会”演出；1980年 3月，出席辽宁省文代会和音协辽宁分会，当选为辽宁文代会委员和

音协常务理事；1980年 6月，在沈阳音乐学院音乐厅举办了筝擂琴独奏音乐会，同时，他演奏的《喜庆》、

《难忘》也被辽宁电视台选送中央电视台在国庆节播放；1980年夏，参加“沈阳音乐周”，演出了四代

同台、十四台古筝的群筝联奏，其形式新颖，气势宏大，受到了与人者的好评。 

  

  在演出的同时，赵先生开始着手理论研究和讲学，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1979年，在山东菏泽地区

《牡丹》杂志第三期上发表 《筝学表演艺术概论》，在《乐府新声》上发表了《鲁筝流派老八板的学术

研究》；1985 年，在《人民音乐》第四期发表了《香港讲演会知音》，在《宋江河》期刊上发表了《王

殿玉老师的艺术生涯》，在《中国音乐》第三期发表了《怀念恩师王殿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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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 80年代后，赵先生在文艺界的声望日见高涨，许多人士开始聘请他作评委、邀请他前去讲学。

1983年 9月，他被邀请担任全国青年民族器乐比赛评委，之后，应邀赴广州讲学演出；1984年 9月，受

香港远东艺术学院的邀请，到香港进行艺术交流并获得了巨大成功。中文大学教授陈蕾士先生称赵先生

是名符其实的“中国筝王”。各大报纸、电台纷纷报导他的精彩技艺，称他为“中国筝王、擂琴宗师”。

邻近国家的一些古筝爱好者唯恐失去机会也纷纷赶来听讲。在中秋节认晚，他受到当时香港新华社社长

的邀请出席了盛大晚会，与会者对他在港的演出给予了高度的赞扬。香港之行打开了内地与香港的古筝

艺术交流的大门，也是赵先生晚年最感光荣的一件事。此后，到内地学习古筝、切磋技艺的人开始增多，

古筝事业的发展日益壮大起来。 

  

  赵先生在古筝演奏艺术上，如终孜孜以求，不断探索，广泛借鉴，勇于创新。他在数十年来演奏实

践中，创造了很多他自己独特的演奏风格与技巧，丰富了古筝演奏艺术，使古筝的表现力更加完美。赵

先生右手拇指指关节的“小摇”奏法，颗粒饱满，指关节灵巧自如，能强能弱他的这一演奏技巧是盖世

无双的。在演奏中，他经常在下滑音后施以重颤音奏法，充分表现出无限的山东地区粗犷、泼辣的地方

风格特色，且八度奏法使用频繁，办度饱满，声音纯厚。在奏慢板乐曲时，在上滑、下滑音的同时施以

颤音，表现出无限的哀愁、凄苦情绪，使之发出凄凄切切断肠之音韵。 

 

  演奏艺术的发展无不饱含演奏家的汗水和心血。赵先生是位对艺术追求永无休止的人，是一位毫不

保守、勇于学新创新的人他不满足于观众的掌声，不沾沾自喜于名利。 

  

  赵先生的艺术成就硕果累累堪称演奏家、教育家，1987 年他晋升为古筝专业教授。从他学徒开始到

停止艺术工作，大大小小演出近五千次，教出的国内外学生 300余名，其中有不少人已成为各单位业务

骨干、系主任、一级演奏员、正教授、副教授等。他的名字已载入多部名人辞典，并已被列入美国世界

音乐家名人辞海。 

  

  赵先生坎坷的一生，也是辉煌的一和，是对事业不懈追求的一生。他继承和发展了山东古筝学派，

他对古筝演奏艺术的革新、创新的卓越功勋将载入古筝史册，流芳百代! 

  

  赵玉斋先生逝世了，人民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音乐家、古筝演奏家、教育家、作曲家、革新家，我们

怀念赵玉斋先生，要继承先生的遗志，为繁荣祖国的艺术事业、教育事业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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