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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九香先生在筝界的定位与筝艺生成因素探秘 

发表刊物：作者:罗伟雄 罗岭 

论文内容： 

  罗九香先生的艺术造诣，蜚声华夏，享誉世界。但如何对罗九香先生在筝界进行定位与其筝艺的生

成因素进行评说，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现在，谈谈我们的一些浅见，以飨关注这一问题的

同仁。 

  

  要对罗九香先生在筝界进行定位，首先要对“筝”与“客家筝派”进行定位。 

  

  在西方，最推崇的三大乐器是钢琴、小提琴、和古典吉他，其中，钢琴被誉为乐器之王。在中国的

民族乐器中，则有“金筝、银胡、铜琵琶”之称。筝，在中国可称为民族乐器之首。这是我国民族音乐

界的共识。 

  

  在中国所有的古筝流派中，“客家筝乐”又占据独特的位置。首先，它独特在空间上。据称，现在

客家人有一亿三千万人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它已经打破了区域的概念，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有“客家筝

乐”生存、发展的土壤，这是国内其它筝派所占据的空间上难以望其项背的。第二，它独特在时间上。 大

家公认的，古汉筝乐源远流长， 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流行于当时的秦地（今陕西、甘肃一

带），史称秦筝。“客家筝乐”是古汉筝乐的“活化石”，它“承秦筝正统，传太古遗音”，活化着古

汉筝乐的许多元素，是“儒表道里的养生、养德与养性之乐。”因此，这是“客家筝乐”较之其它筝乐

独有的特点与亮点。 

  

  在广东省大埔县（古称“万川），客家筝乐有悠久的历史。但作为“客家筝派”的形成，是在 20世

纪初叶到中叶的事情，它始于何育斋，成于罗九香。在大埔，何育斋先生被誉为“大埔乐圣”；罗九香

先生则被国际公认的具有最高学术权威的《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收入其中，并被星海音乐学院

定格为“客家筝一代宗师”。该院院长唐永葆在谈到罗九香先生时深情地说：“是他，第一位在中国音

乐舞台上向海内外介绍客家古筝艺术，使这个鲜为人知的古筝流派得以名扬天下，深入人心；是他，第

一位在高等音乐学府教授客家古筝，培养了一批日后成为当今古筝界栋梁的英才，使客家筝后继有人、

世代传承；是他，第一位把客家筝带到全国古筝教材会议上，使之列为高等音乐院校古筝教材，使客家

筝从民间走上学府；是他，第一位把客家筝的演奏灌制成唱片，发行到海内外，使客家筝艺术得以保存

并传播到世界各地。”由此，奠定了罗九香先生在我国筝界、乐界与世界乐坛的独特地位。 

  

  人们也许会问，罗九香先生的筝艺成就为什么会在群山环抱的小山村——广东省大埔县枫朗镇坎下

村生成、发展起来？ 

  

  首先，从罗九香先生筝艺生成的社会人文环境来看，他毫不例外生长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环境

里。从小接受儒、道、佛思想到熏陶。特别是儒家的“娱乐”思想，对罗九香先生影响很深、很大。同

时，他生长在崇尚汉乐的家族与追求创新的学校教育环境里。他的前辈罗淑予（1612－1689年）就是大

埔县志所记载的最早以善于抚琴、吹箫和弹奏而享誉大埔的有名人士。罗九香先生少年时期，族中就有

三位古筝名家——被誉为客家筝祖师的罗展才（大埔“乐圣”何育斋先生的老师）和他的弟子罗菊如，

县志称其善弹筝的罗仙俦（也就是罗九香先生学筝的启蒙老师），以及从戏班乐队回乡的罗明惠、罗明

镜等，在家族中创造了良好的汉乐古筝氛围。而他接受启蒙教育的学校——日新学校，是清光绪三十二

年（即 1906年）建立的。倡办者之一并任校长罗仙俦先生除了秉承当时 ZF提出的，小学要“启其人生

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的办学宗旨外，还专门对起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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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校”作了 “就是希望学生，学业成绩日新；离校后开拓进取，不断创新；在校的老师，教育、教学

质量日新；校容校貌日新”的诠释。这个诠释，给日新学校办学宗旨注入了“求日新”的灵魂，形成了

一个全新的“明伦理、爱国家、传知识、健体魄、求日新”的十五字的办学方针。罗九香先生就是在这

个办学方针指导下的学校里接受启蒙教育而健康成长的。他不但接受学校的全面素质教育，而且离校后

也确实做到了学校要求学生“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希冀。 

  

  第二，罗九香先生成为蜚声华夏、享誉世界的筝乐家，除了有它独特生成的区域、家族与学校人文

生态环境之外，主要和罗九香先生自身的“练”、“悟”、“修”分不开的。 

  

  首先，是“练”出来的。他在“筝”上勤学苦练的同时，还十分注重“筝”外的勤学苦练。他说，

“筝”外的勤学苦练更是不可或缺，因为技艺是相通的，“筝”上的功夫，往往在“筝”外。因此，在

艺术实践中，他十分注重学习国学、古典文学和历史，以充实自己，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同时，他还

积极从事书法艺术，练就了米芾那种用笔俊迈、沉着痛快的一手好字，其水平堪与书法家媲美；他还积

极钻研八卦拳、气功艺术，在强健体魄的同时，自觉地运用到古筝的弹奏艺术中去。 

  

  其次，是“悟”出来的。罗九香先生深深懂得要把筝弹好，就筝论筝是万万不够的，因此，一方面，

他在认真钻研古筝的演奏技巧和广交古琴界的许多名家，借鉴他们的古琴演奏的手法的同时，还积极钻

研古筝理论，把明末古琴家徐青山关于琴的美学理论的经典著作《谿山琴况》精缩为琴筝通用、艺术境

界深邃高远的《琴况二十四则警句》。另一方面，罗九香先生的演奏往往是以即兴的形式，配合娴熟的

技巧，把自己的感情完全融会在乐曲中。看似信手拈来，听起来却是意境深沉。罗九香先生在古筝演奏

艺术上，对源自黄河、汉水流域的中州汉皋古韵有着不懈的追求，他常以“儒家学派”自诩，经过潜心

实践，细心领悟，使他的演奏音质浑圆纯朴，情感细腻含蓄，气质自如洒脱，出神入化，从而使他的古

筝艺术形成了古朴典雅、韵味隽永的鲜明风格。 

  

  罗九香先生反对“形似”，提倡“神似”，认为乐音应随情而发。他强调读谱的重要性，要求把乐

谱熟记在心，脱口可唱，由情带声，循环反复，这样就能逐步“悟”出“神”的韵味来。因此，“他出

神入化的变奏手法，常常令人无从捉摸，即使同一乐曲，经他弹奏数遍，也是各不相同。尤其当他兴致

浓时，演奏得心应手，妙句层出不穷，把乐曲弹得海市蜃楼一般，变幻无穷。”（《汉乐筝曲四十首》

罗九香传谱、史兆元编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6年版） 

  

  再次，是“修”出来的。罗九香先生在艺术实践中，一方面，他认真领会他的恩师——何育斋先生

的“乐与人和”的哲学理念；另方面，他从来没有把“客家筝曲”攫为己有，他在同他的弟子史兆元的

一次谈话中说：汉乐筝曲“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应该说是人民的。……今天传到你我手中，咱们应

该把它传下去，每人能力各有不同，只要做了（记谱、整理），总是好的。” （载《汉乐筝曲四十首》

罗九香传谱、史兆元编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6年版）另据罗九香先生亲人的回忆：罗九香先生向何育斋

先生学习古筝和汉乐先后断续达 5年。基于师徒深厚的情谊，何育斋逝世后，他的遗孀把何育斋的遗稿

连同使用过的古筝，全交给罗九香保存。在动乱的年代，他一再叮嘱儿子罗洁中千万不能丢失他师父毕

生心血凝成的成果。1956年他在北京见到何育斋的孙子何松时说：“我们（指他和饶淑枢、饶从举三人）

都是你祖父给拉直的’（客家方言，教导或教正的意思）”。 翌年，并亲自把何育斋先生的筝谱遗稿《中

州古调》、《汉皋旧谱》（被称为“近代客家筝曲的本源和教科书”）以及《词曲拾遗》、《小曲汇存》

连同何育斋用过的古筝等如数交还给了何松先生。（见：《执着追求?勇攀高峰——“客家筝一代宗师”

罗九香先生的生平述要”》一文）这是何等高尚的道德情操啊！正是这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引导着罗九

香先生终生不悔地攀登音乐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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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罗九香先生被广州星海音乐学院定为“客家筝一代宗师”，并得到中国音乐家协会的认可不

是偶然的。他是广东汉乐界，乃至中国音乐界德艺双馨的楷模，是世界级音乐家！ 

 


	罗九香先生在筝界的定位与筝艺生成因素探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