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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与秦筝说 架

项 阳

筝
,

作为中国的传统乐器
,

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

由

于 《史记
·

李斯列传 》中的一段记载
, “

夫击瓮叩击
,

弹

筝博脾
,

而歌呼呜呜
,

快茸自者
,

真秦之声也
” 。

故后

人多以此为据
,

遂有秦筝说
。

最早将筝直呼为秦筝的
,

据考是胡刻宋本文选《楚辞 》“

挟秦筝而弹徽
” 一句 最

早称秦筝为秦声的是他人引高诱《汉书注 》中
, “

筝
、

秦

筝
,

秦声也
’, ①。

对秦筝考据最详的
,

就笔者所见
,

应为

焦文彬先生的 《秦筝史话 》②和魏军先生的有关论述 ③ ,

那么
,

这秦筝究竟是指筝的起源地
,

还是筝在流传过程

中的一种流派
,

一种风格
,

是史书中长期争执不休却又

很难说清楚的问题
。

焦文彬先生讲道
“

筝是秦人的伟

大创造
,

有 口 皆碑
,

有史可证
,

‘

也有案可查
。 ”

然而
,

我

们所见这些论述过多依赖文献
,

近期考古发现引发我

们对秦筝说的新思考
,

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

综合

多种观点以及考古资料的印证
,

认为秦筝是一种流派
,

一种风格
,

是流而不是源
。

秦筝之说
,

与历史上首次统一中国的秦相联系
,

秦

征服诸强
,

成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

其后直至隋

唐时代
,

秦地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处于显要的地位 、
才使

得秦筝之说凸现出来
。

这即是说秦筝之兴有着社会政

治等多方面的因素
。

然而
,

这并不意味着筝就一定为秦

人所创制
,

比如
,

常与秦筝一起出现于文人诗赋中的

瑟
,

对其流传之地
,

就有多种说法
。 “

秦筝发西音
,

齐

瑟扬东讴 曹植 《赠丁仪 》” ,

照筝便是秦人创制之逻

辑
,

那么这瑟也应由齐源出了
,

然而鲍照《白兰歌 》中

却有
“

秦筝赵瑟挟笙竿
” 的诗句

,

如此
,

这瑟又是由赵

人所创
。

再有
,

从近年的考古发现所见
,

战国楚墓所出

的瑟是最多的
,

而史料却很少认为瑟源之于楚
,

但这并

不妨碍楚地瑟之大流行
。

所以这秦筝
、

齐瑟
、

赵瑟
、

楚

瑟
、

齐竿
、

燕筑等等
,

并不能说明其渊源
,

而是与当时

当地人民对此器的喜爱程度
,

以及与当地的音乐形态

密切相关
。

例如
,

史料记载
,

秦筝总是与西音相联
,

“

汝不闻秦筝声最苦 岑参 《秦筝歌 》 ” , “

抽弦促柱听

秦筝
,

无限秦人悲怨声 柳中庸 《听筝
” 、 “

秦筝奏西

音 曹巫 《善哉行 》 ” ,

可见
,

西音是一种悲苦凄凉的

曲调
,

而秦筝最善于表现这种音调
,

固而二者相辅相

成
。

所以我们说
,

秦筝是为一种音乐风格的代表
,

而这

种音乐风格的最佳表现载体在其时是秦地之筝
,

固有

秦筝说
。

后世之人正是对筝之起源不甚了了
,

而秦地之

筝又甚为流行
,

因而引发出许多附会的说法
,

诸如秦地

起源说等等
,

其实
,

这里更多的是后人不知其最初产

地
,

人云亦云世代传承的一种猜测
。

那么
,

究竟何处为筝之起源地呢 我们来看一看以

下的考古发现
。

浙江绍兴 号墓出土的两件弦 乐器的铜铸模

型
,

其中一件颇似后世的筝形
。

此器的头部置于腿上
,

一手弹弦
,

一手按弦
,

弦数不明 上标四弦应为示意
,

此器尾部则垂于地面
。

关于此器的年代
,

现有两种解

释 一为战国初期说
,

一为春秋前期说气 倘依后说
,

则

把此器的年代提到公元前 世纪之前
。

即使不然
,

按战

国初期说
,

亦比史籍所载的秦筝要早
,

起码二者呈并行

状态
。

另外
,

贵溪崖墓出土了两件十三弦乐器
,

黄成元

将其称之为
“

公元前 年的古筝
” 。

何以此说
,

这是

因为
, “

这两件乐器与琴
,

在型制结构上
,

在弦数上
,

在

施弦方法上
,

都毫无共同之处
,

所以
,

可以肯定
,

它不

属于琴类乐器 ” ,

他经过一番考证后认定这
“

是十三弦

筝
’, ⑥ 。

此墓的碳 测定为 土
,

也就是说在公元

前 到公元前 世纪之前的产物
。

这两处出土均为越

丫

川、,,

烤

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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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

节

多

朴

地
,

而且从考古学年代上分析都在春秋时代 后者的年

代更为肯定
,

这显然已经超出秦地之域
,

而且湘距时

空甚远
。

两处虽无文字记载明确为筝
,

但从其形观察则

不能不认为说其为筝有着较大的合理性
。

筝之名
,

就史
籍所载

,

最早也是在战国于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
,

即

在进入中原及秦地之时
,

人们才给予其定名
,

而在此前

有其器而无其名或无定名呢 我们注意到
,

在先秦文献

《诗经 》记载的数十种乐器中
,

并无筝这种乐器
。

魏军

先生在评述这种现象时认为有两种可能
。 “

一
、

春秋末

至战国初筝还在其发展
厂

的第一
、

二阶段
,

尚未引起统洽

者的注意
,

而 《诗
·

秦风 》乃周之史官搜集整理而 成
,

故不见筝
。

二
、

传本至今的 《诗经 》
,

乃孔子最后编定
,

孔子系鲁国人
,

远在东方
,

可能不知道秦之民间器乐的

发展情况
,

故未录
。

或者是孔子时秦筝尚未产生
,

故无

可录
。

两种可能均存在
’, 。

这里的问题在于
,

就一来说
,

所谓
“

风
”

者
,

均采 自民间
,

是为统治者以观民情的可

靠资料
,

即便是周之史官
,

从民间搜集也会尽量保持其
“

原貌伙 ,

故因周之史官而不录之说论据不足
。

再有
,

就

《诗经 》所涵盖的地域来讲
,

则是
“

相当于今天黄河流

域的陕西
、

山西
、

河南
、

山东四省以及长江流域的湖北

省的北部租四川省的东部
’, ⑦ ,

这就比较清楚地显示出

在其时其地无筝
,

而其时则见筝已流行于越地
,

绍兴和

贵溪墓葬中之器都可为证
,

魏军先生推测
“

或者是孔子

时秦筝尚未产生
,

故无可录
” ,

这倒较符合历史的实际
。

那么
,

既然南方越地已有筝出
,

而同一时段之内秦地以

及中原无筝
,

又何以证明筝源出秦地呢 由此
, “

筝是

由北方即西北秦地开始诞生
,

并逐渐进入中原
、

齐地而

后入荆楚的
”⑧的论说

,

则使人感到推测的成份太多
,

实

证的成份太少
。

这筝
,

与筑相同
,

从竹
,

因而有不少学者认为筝与

筑有密切的
、

甚至是血缘关系
。 “

筝
,

谨按 《礼
·

乐

记 》 筝
,

五弦筑身也 ,,
, 《说文 》亦云

, “

筝
,

鼓弦筑

身乐也 ” 。

金建民在 《古筝起源之谜严一文中
,

介绍我

国和 日本的一些音乐史学者倾向于筝源于筑说
。

依我

看
,

除了文字学上的意义之外
,

还是看到了这二者之间

的内在联系的
。

琴瑟之属究竟其字源何出
,

目前还很难

有令人满意的侄释
,

但琴瑟之属是中原人之创造当无

疑问
。

林谦三氏认为
,

中国古代的琴
、

筝
、

筑等弦乐器
,

应从半管形琴 和更古的圆形管状琴

演变而来。 ,

那么
,

这管状琴究竟与筝

筑有何种关系呢 要解说这个问题
,

我们不得不借助于

后世的文献资料和现存民间的竹筒琴之类的乐器
。

如

果说出土乐器中
,

作为木制的尚有两千多年以前的遗

留
,

作为竹制之物却由于易腐等种种原因荡然无存
,

使

我们无缘得见数千年以前的初制
,

这就不得不借助于

人类学的方法
,

以逆向考察之法究之
。

人们在考证琴瑟之初制时
,

常有如下线索
,

即最初

的琴瑟与筝筑同
,

均为五弦
,

以后才演化为七弦
、

九弦
、

十几弦
、

二十几弦
。

从最新考古资料所见
,

后世流行的

七弦之琴也是在战国之时初露端倪。 ,

然而这琴瑟最早

源出的传说无一出 自南方
,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
,

近几千

年来中国周原腹地无论是气候还是环境等多方面
,

都

不太适合较粗竹类的生长
,

考古资料表明
,

生活在秦岭

北麓的蓝 田猿人时期
,

气候条件是温暖而湿润的
,

然

而
,

在距今十多万年之前
,

早期智人阶段的大荔人时

期
,

据
“

植物抱粉分析表明当时的气候不象蓝 田人时期

那样温暖而湿润
’

心了
。

自此而下
,

近五千年以来
,

我国

的气温波动并不激烈
, “

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
,

大部

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 ℃左右
,

一月温度大约

比现在高 ℃一 ℃。 ” ,

因而也就是很难将琴瑟之属的

起源与竹类相联系
。

而作为筝筑之属
,

从文字学上所透

露的信息则的确反映出古人的认识是与竹密切相关

的
,

南方盛产大竹是人所共知的
,

现今管状琴之遗存也

多在南方。 。

此外
,

这筝与筑都是有柱码的乐器
,

而琴

则不然 筝与筑历来都是一弦一音之器
,

琴则属于一弦

多音的 统系
。

所有这些都可说明琴与筝
、

筑非一个体

系之源出
。

由此说来
,

萨克斯与林谦三等人所云
, “

管

形齐特拉琴 分化出半管形齐特拉琴
,

成

为中国的琴的母胎 ⑩”
之说

,

则很是牵强
。

中国琴瑟为

板面状之物
,

与半管形齐特拉琴不应所属一类
,

倒是筑

筝之类与齐特拉系统有缘
。

我们可以从出土文物和文

献资料上加以印证
。

现今出土的最早被认为是琴的乐

器似应是曾候乙墓十弦琴
,

晚出的长沙燕山街战国七

弦琴的形状均为 〔二于二二
。

瑟
,

数量众多均为长方形
,

面板微平的定制
。

而作为管形琴之属
,

我们说其源出自

盛产大竹之地 自有一番道理
。

明代王析《三才图会 》所

描写的
“

竹铜鼓
”

应为这种管形琴之遗存
。

至于现在桂

西山区
、

云南南部所用的竹筒琴之类
,

更具有化石性
,

可视为管形琴源发之地的孑遗
。

这种既可击
,

又可弹
,

甚至可以拉奏的弦乐器
,

以竹胭为共鸣体
,

以竹蔑为

弦
,

以小竹棍为柱码撑弦
,

以竹片为弓
,

去击
、

轧琴弦
,

全身皆为竹制的乐器
,

就如植物界的冷杉
,

动物界的熊

猫一样
,

实为在适者生存之地的原生形态
。

我们说
,

筝
与筑则是因为当时中国北分社丢政治经济文化的发

达
,

受其吸引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向北渐进
,

为

中原人所识之时给予的定称
。

固然
,

这向北挺进的过程

中由于大竹不适应北方气候环境
,

加之资源较少等因

素改为木制
,

但其形却留下了其原生形态之遗痕
。

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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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竹胭击弦乐器
,

在改竹胭为木制之后仍然是上圆下

平之物
,

所见其嫡传子孙轧筝之类
,

都是对剖竹筒之

状
,

青州
“

筑琴
’,

虽为木制
,

其状却是
“

半边辘护头 ” 。

这显然是半圆管状琴的遗制了
。

作为筝
,

直到晋时
,

仍

有
“

上圆象天
,

下平象地 傅玄 《筝赋序 》”
的形制

。

林谦三氏
“

古时的筝
、

筑都并不象后世的筝样
,

而可能

是个棒状的东西
,

或是将圆竹筒对剖为两半的形状。 ”

之猜想
,

只有与南方所出之管状琴或半管状琴相联系

时才是合理的
。

林氏云
, “

筝也同于筑
,

也是棒状
,

总

是个和瑟不同的形状
。

这才可以猜想是战国末期传 自

西域
,

而别命名为筝的
。

古筝既不象后世新筝之如瑟

形
,

则究作何形
,

问题就是这里
。

琴和瑟是差不多相同

的
,

既不如瑟
,

当然也就不能如琴
。

我们所能想象的
,

还是棒状琴或对剖竹筒样子的琴形
。

那么周时已经达

到大成阶段的板状五弦琴 乃至七弦琴 里是不会 自然

产生出棒状的五弦筑来的
。

魏晋时变了形的筝
,

却还说
‘

上圆下平
’ ,

这就不能不说是对剖竹筒形的余意了
” 。

“

关于筝的起源
,

可以有这样种种的设想
,

而但凭今 日

的具体实物资料
,

还是不宜逮下论断判 定其直接起源

于东方或西方
,

抑或起源于南方。 ” 。

林氏的这一 段论

说
,

笔者以为说得切中要害
,

这对我们认识筑与筝的起

源很有启发
,

即管状琴或半管状琴在北渐过程中由于
“

适者生存 ” 等多种原因
,

改竹胭为木制
,

成了后世的

筝筑之形
,

而在其源发地仍有其原生形态之孑遗
。

这管

状琴在南方的流传范围是很广的
,

在北渐的过程中
,

由

于加入了改制者的主体意识
,

并与琴瑟类的弦鸣乐器

相参照
,

因而才会在形制上与其相互比附
,

甚至产生出

差异较大的形制
。

就筑而言
,

如笔者近年来在多篇文章

中所论述的
,

在北渐过程中
,

由于各地情况不同
,

改造

者的参照物各异
,

因而产生出不尽相同的形制
,

才会有

似瑟
、

如筝
、

似琴之说
。

正因为这莫衷一是
,

才会给今

人在辨识之时带来种种困惑
,

往往肯定其一而否定其

它
。

其实
,

当我们从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加以综合考

察之时
,

才感到这种的乐器北渐之时不可能是单一的

渠道
,

亦不会源出一地
,

而是源出于较为广泛的地域
,

多渠道的北渐
。

其形制必然会在大致相同或主要方面

相同的情况下
,

而有许多不尽相同之处
。

比如筑
,

首先

应该肯定的一点必须是为击弦乐器
,

那么
,

既然先秦文

献只有筑这么一种击弦乐器的记载
,

我们在出土文物

中见到的击弦乐器则不能不往筑上考虑
。

从已有出土

物所见
,

先秦至汉时
,

这击弦的乐器确在主要特征相同

的情况下又有许多不同
,

这就是弦数不同以及如筝
、

如

瑟
、

似琴之形了
。

但这些并不能成为视其为筝之障碍
,

比如琴
,

就现在所见的考古资料
,

战国时的楚琴多似今

乡村中的捣衣棒
,

而在北方之琴形则不如此
。

再有
,

从

弦数讲
,

现在多以为最早之琴为五弦
,

汉时的注解说周

时的琴多有十几弦
,

二十几弦的
,

从出土实物看
,

到了

战国时代
,

七弦琴才露端倪
。

毕竟
,

从七弦琴之始到定

型又经过了几个世纪
,

而定型之时的琴又非先秦之型
,

我们不会因此讲先秦之琴不为琴吧
。

如果以上所说能

得到大家的理解
,

那么作为筝之如筑
、

如瑟之说就更可

释然了
。

这应是乐器演变过程中的必然
。

毕竟
,

乐器从

无到有
,

从不定型到定型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

期
,

直到人们的认识趋于一致之时
,

才会有定型之物
。

作为筑与筝
,

我们以为其二者应是同源的
,

都出自管状

琴的统系
,

在演化过程中既有互为参照的一面
,

又有与

琴瑟之形制参照的一面
。

这五弦之筝筑应是从较为接

近之地域和渠道北渐的 而弦数较多
,

形体较大
,

更接

近后世之筑筝者
,

应是从另一地域和渠道北渐
,

或者认

为后一类演进较快
。

陈肠 《乐书 》中对筑与筝之关系的

论述虽然晚出
,

但将考古资料与文献相互印证
,

我们就

可以看出后一类筑筝体系是古已有之的
,

而陈肠将二

者的关系讲得更明晰
。 “

筑之为器
,

大抵类筝
,

⋯ ⋯筝

以指弹
,

筑以筋击
,

大同小异
” 。

我们从绍兴墓中的筑

与筝形来看
,

从 《风俗通义 》
、

《隋书
·

音乐志 》,

并
、

凉

二州的筝形
,

罗泊湾十二弦器。 ,

贵溪十三弦
, 《淮南

子 》高诱注中的有关描述等等都可见这一统系之存在
。

值得注意的是
,

作为 目前音乐史学界普遍认定为筑的

一类
,

即五弦小型筑
,

汉代以后虽然还有人提及
,

但就

目前出土文物和文献图像资料来看
,

却全无踪影
,

而所

能见到的几乎都是弦数较多
,

形制也似现今筝形的一

类
。

黄翔鹏先生在其论著 《均钟考 》中将陈肠 《乐书 》

中的筑形与连云港西汉墓中筑的图形相比较
, “

可以看

出它们已可说是两种乐器 ” 。

黄先生通过对唐以前与

筑相关史料的归纳疏理
,

就筑的演奏形态得出了
“

先汉

手持之筑
,

隋唐平放之筑 ” 的结论
,

并说
,

这样归纳
“

目的是为了贯通它的源 流关系 ” 。

这似乎是说
,

隋唐

以前均为手持之筑
,

隋唐之时才有平放之筑的
,

这一

点
,

似可另作解释
。

这里的问题有二 一是隋唐之前是

否有平放之筑
,

二是隋唐以前是否有非连云港西汉墓

筑的类型
。

绍兴 号墓中的击弦乐器模型
,

其形似筝
,

国内

有些学者认为是筑
。

所以这样讲
,

还是由于演奏者左手

按弦
,

右手执一棍状物在击弦
,

这件乐器模型是近似平

置的
。

如果承认此器为筑
,

那么
,

这就是
“

平放之筑
”

了
。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
,

此器的演奏形态正好应了陈肠

《乐书 》中筑
“

左手振之
,

右手以竹尺击之
”

的描述
。

由

龙

甲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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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萝

升

于陈肠 《乐书 》晚出
,

作为以后来的材料证前者
,

很难

被人所接受
。

然而
,

作为非五弦的如筝似瑟之筑形
,

并

非是唐宋以后才有的
。

上而溯之
, 《隋书 》说有十二弦

筑 《淮南子 》高诱注说有二十一弦筑 《风俗通义 》中

说筑似瑟 《释名 》讲筑如筝 与此相应的还有 《晋

书 》 三国志 》中对瑟的释解
,

说其似筑
。

所有这些
,

若
·

讲为小筝小瑟
,

虽也可为一说
,

但却很难便人信服
。

作

为瑟来讲
,

我们从出土的先汉器形来看
,

已趋于定形
。

无论曾候乙
、

马王堆
、

信阳楚墓
,

还是济南无影山所出

的瑟都是既宽且长
,

即呈扁宽的长方形
,

弦数也多在二

十三到二十五弦之间
。

所以我们说高诱所讲的二十一

弦筑 自有其道理
,

似不应视为 “
可疑的描述 ” ,

现在所

见出土的
“

先汉手持之筑
” 形制狭长

,

均为五弦
,

显然

其面容不下十二弦
,

十三弦
,

二十一弦的
。

至于绍兴筑
,

就其形与人体之比例来看
,

应是既宽且长的
,

虽然从铜

铸模型看仅有四弦
,

但由于此模型的整体比例较小
,

无

法细致地描述
,

所以可看作仅为弦的示意
,

不足为据
。

另外
,

南阳之筑也是比较长宽的
。

从绍兴之筑形始
,

以

至汉魏到隋唐之时诸多非五弦之筑的记载
,

都说明有

非连云港
、

马王堆汉墓中这种五弦之筑形的存在
,

这也

就是说黄先生说讲的这两种筑形是汉魏乃至先秦时并

存的
。

就现有考古资料来看
,

就象
“

新音阶不新
,

古音

阶不古
” 一样

,

似不能说明陈肠 《乐书 》中所描绘的这

种筑形晚出
,

其二者之间也很难说是
“

源流关系 ” 。

就
“

手持之筑
”

说
,

黄先生所讲无疑是指连云港西

汉墓画中所绘的小型五弦之筑
。

这
“

手持
” 如何持法

,

《说文 》中
“

巩
,

持之也
” ,

并不明确
。

从连云港西汉墓
、

马王堆汉墓
、

唐河汉墓的画像所见
,

这种筑的一端都置

于地下
,

演奏者多是持筑颈项或称筑的另一端
,

一只手

执竹片击弦
,

筑身与地面呈不太大的夹角
。

这种演奏形

态似为小型五弦筑的典型奏法
,

只有对高渐离所击之

筑的描述是个例外
。

高渐离所击之筑是可以将筑离开

地面演奏的
,

所以才能逐渐向秦王靠近并击之
。

黄先生

是将这高渐离所击之筑与这种小型 筑联系的
,

但高渐

离所击之筑是在燕
、

秦之地
,

当时其地之筑形是否为此

种筑形
,

尚不可知
。

毕竟
,

从 目前所见这类小型筑形无

一是离开地面击奏的
。

那么
,

我们前面所说的
‘ ,如筝似瑟

”

的
、

形制比较

长大的筑是否也可
“

手持
”

呢 又是怎样
“

持
” 呢 我

们从南阳汉 画像石和安邱汉画像石上 的筑演奏 图形

看
,

亦为手持
。

但这种持法是
“

左手握其项
,

置尾肩

上 ”
的

,

我们所见的后世轧筝类乐器的演奏多属此类
。

比如 《中国音乐史图鉴 》中所刊的几处轧筝图形就如

此
。

这种手持法在现今传世的轧筝类乐器中更不鲜见
,

无论是黄先生提及的广西瓦琴
,

武安轧筝
,

还是笔者所

见的青州筑琴也多是这样
。

笔者在莆 田采访时所见的

文枕琴
,

与 《图鉴浓中 《宪宗行乐图卷 》《佛母大孔雀

明王经 》里的轧筝相同
,

都属 比较长大的一类
,

老艺人

们在室内演奏时将文枕琴平置于桌上
,

左手按弦
,

右手

执芦苇杆轧弦
,

但在
“

文十音 ”
串街演奏时

,

老艺人就

将其扛在肩上
,

左手持之项颈演奏了
,

所以平放之筑亦

可以手持
。

所谓
“

手持之法
”

并非仅可以将筑的一头着

地进行演奏
。

也就是说这
“

平放之筑
” 是能够托起演奏

的
,

托起之时就是
“

手持
” 了

,

但这里手持的含义似乎

更宽泛一些
。

值得注意的是
,

黄先生在论及这种小型筑

时说到
, “

根据现在可从古代图象中见到的筑与人体比

例而言
,

筑的大小
,

连身及柄
,

全长不过一米有余
,

其

筑身部分
,

大约不会超过六
、

七十厘米
,

至今河北
‘

武

安平调
’

所用十弦轧筝
,

广西七弦瓦琴 一种运弓轧奏

之筝
,

皆此长度
” 。

黄先生这里似乎也是将后世的轧筝

与筑相联系的
,

如果这种理解无误
,

那么
,

从轧筝来看
,

的确不仅有这种小型的轧筝
,

而且有较为长大的轧筝
,

正如我们前面述及的《图鉴 》中的图形以及莆田文枕琴

都如此
。

还应看到
,

绍兴与莆田是近邻
,

古代闽越更是

一家
,

况且陈肠为闽人
,

曾在宋都城为官
,

所有这些都

可为这种大型筑体增加一点佐证
。

黄先生在论及筝瑟

时还谈到
“

形体短小的小筝
、

小瑟
,

只用五弦之筝
、

瑟
,

要说古制都曾有之
,

也都可信
” 。

这是出于对
“

筑
,

五

弦之乐也 ” 的考释
。

然而
,

问题在于
,

这种小型的五弦

之筑
,

就 目前资料所见
,

均为
“

捣衣棒状
” ,

这里的细

颈与现今轧筝类不尽相同
,

现今轧筝则是两端宽窄厚

薄差不多相当
,

只有颈部较细
,

这更符合陈肠 《乐书 》

中
“

项细肩圆 ” 的解说
。

就瓦琴与武安轧筝而论
,

虽不

算太长
,

却是两端宽窄相当的
,

这一点
,

较之与长大之

统系的筑筝类亦颇一致
。

所以我们说
,

小型筑之形制还

是在向大形化的一类靠拢
,

或称现今以及历史上的小

型较短的轧筝是长大之统系的筑筝类的分化变体
。

就

其弦数来看亦如此
,

现存之轧筝绝无五弦之属
,

七弦瓦

琴 已属例外
,

其余都在十弦以上
,

更多为十三弦
。

就这

一层传承关系来说
,

亦可证明确有非小型筑的另一统

系的存在
。

而这个统系从考古资料来看又的确不是晚

出的
。

如此说来
,

我们虽然还能从后世筑嫂变出的轧筝

类乐器的长短上看出这类小型筑之遗痕
,

但就弦数而

言
,

却不复存五弦了
,

形制亦改变了
。

我们将出土文物

与历史文献及现存乐器相印证
,

既然这筝与筑 自春秋

早期就有同形同制之存在
,

且一脉相承
,

直到如今诸多

的轧筝类乐器均属此类型
,

我们的确应该对筝与筑在

中国最早产生的年代
、

地域重新认识
,

不应仅仅认定其

,卜

‘。卜‘‘‘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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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而轻易否定另一种
,

亦不应认为只是在唐代才有

平放之筑
。

这两种统系之间似不应为源流关系
。

即便如

此
,

似也可理解为形制较大的一类筑筝在其所传地域

演进较早
,

以致于在相同时代并行着这两种不尽相同

的形制
。

这即是说
,

管状琴系统在向北流传之时因不同

地域
、

受不同弦乐器器形的影响而有不同的统系
。

还是

那句话
, “

适者生存
” ,

现在看来
,

形制较长大之统系的

筝与筑的寿命更长
,

生命力更强
,

而那种捣衣棒状的

筑
,

的确在唐代以前就无声无息了
。

这应是历史的事

实
。

然而
,

筑却依在
,

并没有因为小型筑的消失而消失
,

筑殖变为轧筝
,

成为中国最早的弓弦乐器 而其同源

之筝
,

亦成为中国弹弦乐器中的代表性乐器之一
。

牛龙菲氏在新近所著 《敦煌壁画乐史资料总录与

研究 》。一书中
,

就筝筑琴之关系有如下论述
“ ‘

筝
’

字

之所以
‘

从竹
’

是因为由
‘

击筑
,

演化而来的
‘

五弦之

琴
’

原先也曾以
‘

筝
夕
名之的缘故

。

今人所谓之
‘

筝
, ,

并不是
‘

琴
,

之统系
‘

其形如瑟
,

的
‘

秦筝
, ” 页

。

牛君在此将古之五弦之器皆列为筑统系
,

认为
“ ‘

五弦筝
’

五弦之琴是由
‘

击筑
’

演化而来 页 ” 。

问题在于
,

筑为有柱码之乐器
,

而琴 自古至今并无柱

码
,

这一点从考古资料以及文献上都可以得到明证
。

牛

君所说
“ ‘

五弦筝
, 和击筑一样

,

并无品
、

柱装置 ” 。

这

里就有个如何看待五弦筑的问题
。

从现有资料看
,

琴在

我国有明确记载
,

往上溯则可至先商
,

只是人们对琴字

之源至今尚未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

筑的文献资料最

早在战国
,

战国之时的齐
、

燕
、

乃至秦国都有此种乐器
,

而且流传甚广
。

出土资料显示
,

最早的筑在越地
,

或为

春秋前期
,

或为战国早期
,

并不是五弦之小型筑形
。

其

余所见均在汉代以下
。

至于曾候乙五弦器
,

黄翔鹏先生

之《均钟考 》以精辟而详实地论证认定此器是作为均钟

之律准
。

因其既无品柱
,

且弦距过狭
,

共鸣体太窄
,

不

可能击奏
,

因而不是筑
。

笔者赞同黄先生的论说
。

此器

取其节点之音而均钟
,

为我们指点迷津
。

筑筝此类在中

原之地晚出之器又何以成为商周时代就在中原大流行

的琴类乐器的祖宗

我们之所以认为筝筑同源
,

除两者最先都为五弦
,

竹胭之外
,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两者都是有柱

码的乐器
,

此种有柱码的弦乐器 自古以来均为一弦一

音之器
。

所娜黄先生在讲到高渐离所击之筑时认为
“

这

样的手持之筑
,

当然可以奏出类似于后世轧筝的却是
“

改
‘

轧
’

为
‘

击
,

的音乐效果
,

它是使用柱码的乐器
,

应用筝翼的
‘

柱后抑羽角
夕

的手法
,

还是有可能像记载

中的高渐离那样
,

用五弦筑奏出
‘

变徽之声
’

的叭
” 这

也就是说五弦仍为一弦一音之器
,

这与牛君所论的五

弦筑为
“

一弦多音
,

复弦基音担月关有着乒的尾匙‘笔

者以为黄先生所论是正确的 筑气琴之早大不同有西
、

点
,

这就是筑为击弦并有柱码
。

同为五弦
,

但却有着本

质上的区别
。

从由筑擅变而成的轧筝上可以清楚地看

到这一点
,

当今所遗存的武安
、

平顶山轧筝
,

广西瓦琴
、

莆田文枕琴
、

青州筑琴都是如此
。

它们虽说改击为轧
,

擅变为 弓弦乐器
,

但都没有摆脱一弦一音的局限
,

以至

于在当今社会中已感到生存危机
。

至于对轧筝类乐器

进行改革
,

将其从一弦一音的态势中解脱出来
,

则是本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事情了
。

福建的黄福安
、

陕西的吕

冰等人都是改革的成功者
。

黄福安将轧筝能活动且排

列参差的柱码改为通柱
,

如小提琴的码子一般
。

如此
,

无论按弦和轧弦都在柱码之一边
,

一弦多音
,

这不能不

说是受到小提琴和胡琴等弓弦乐器的影响所致
。

如此说来
,

我们对牛君所言
“

琴之统系的五弦筝
”

说便甚感疑惑
。

牛君笼刃凭筝筑琴都有一个五弦阶段
,

便

造出一个
“

琴之统系的五弦筝
”
说

,

并认定这琴还是由

击筑而来
,

又因为曾候乙五弦无品柱装置
,

便说五弦筑

是为
“

一弦多音乃至复弦多音 页
” ,

由于曾候乙

五弦弦距过狭不便击奏 , 且无品柱
,

亦无同出之竹片类

器物
,

所以不是筑
。

倘此时有这种一弦多音的筑
,

我们

不仅要问
,

这种筑其使命仅仅是派生出了无品柱的琴

和有品柱的筝 既然有这种复弦多音
,

一弦多音的筑
,

在先秦乃至先商之时就有如此先进的击弦乐器
,

为何

后世不见踪影 何以等到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会在

其后代轧筝身上经改革才脱离一弦一音之态 至于由

筝而产生了五弦之琴 页
, “

由
‘

击筑
’

演化而来的

五弦之琴
,

原先也曾以
‘

筝
’

名之
” ,

更是不敢苟同
。

古之菩者度律均钟
,

抚琴鼓弦
,

多是以耳齐声
,

待无盲

替乐师之时
,

才有徽分之说
,

琴之一弦多音系统明矣
。

显然不会从一弦一音有柱码之器中派生出来
。

再有
,

作

为牛君也表示首肯的这种小型五弦之筑
,

其
“

持之
”

者
,

如前面我们所论
,

目前所见之汉代图形
,

均为一头着

地
,

一头握持在演奏者的手中
,

这五弦之筑的头部仅为

一个弦柄
,

其弦的有效使用范围应在筑身一段
,

如此这

般
,

在一手被占的情况下
,

另一手一执竹尺击之
,

两手

均无空闲
,

又何以能一弦多音的演奏 若说在筑头一端

抑羽
、

角尚有可能
,

一弦多音断不能为
。

有趣的是
,

牛

君 《古乐发隐 》一书中所刊河南唐河汉画像砖上的
“

击

筑演奏图。 ” ,

其演奏形态亦为筑身的一头着地
,

演奏者

的演奏与马王堆
、

连云港西汉墓筑演奏图形如出一辙
,

我们不仅要问
,

此种演奏形态
,

如何一弦多音的演奏

呢 又如何会复弦基因相同呢了如果复弦基因相同
,

那

岂不是此五弦之筑只能演奏一个音吗 哪里会有这样

卑

甲

龙

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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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

书

萝

卉

的道理
。

既然牛君认定有此一弦多音之统系的筑
,

那么

为何对这一统系之筑的演奏形态与其解释相矛盾之处

避而不谈呢

牛君之所以认为就如同道生一
,

一生二
,

二生三
,

三生万物一般
,

由筑派生出五弦之琴
,

五弦之筝
,

还有

一个重要的依据
,

就是康殷先生在 《文字源流浅说 》中

略字的瞬
。

器象抓勺敲击或徒手拨乐器如奏

乐状
,

加月为声
, · , ·

⋯由字形和墙声份析
,

殆即琴的本
字或表现弹奏琴的专文 ” 。

牛看引申磷字之够象琴

八象人肩
,

正是担在肩上演奏之象 页
,

并引证

《礼记
·

仪礼 》中的
“

左何瑟
”
之说

,

认为这是中国古

代弦琴
“

左何
”
的传统

。

就此点说来
,

八为何解
,

尚很

难说清
,

即便此说成立
,

那么 “

勺
”
实为手之象

,

很难

看 出执器物的意思
,

敲击之状不 明显
。

很难说其为
。

筑
” 字

。

能与筑更接近的
,

还应属
。

产份 字 , ,

这在笔

者先前的文章中已有论述
,

但即便如此
,

《诗经 》的时

代在秦与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既无筑又无筝
,

所以也

很难说明问题
,

只有存疑
。

至于
“

左何
” ,

牛君仅就

《礼记
·

仪礼 》中有
“

左何瑟 ” 一说
,

便认定这是中国

古代乐人代代接受之传统
,

似乎过于牵强
。

毕竟
,

牛君

所论
“

琴之统系 ”
的筑

,

就 目前出土文物所见
,

无论是

先秦还是汉代
,

无一是
“

左何
”
于肩的

。

古文献中
,

作

为击弦乐器的筑为中原人士所识实为战国以后之事
,

而作为琴这一弹弦乐器
,

却更多在西周乃 至更早就盛

行中原
。

作为其起源
,

先人常将其附会于伏羲
、

神农
,

就筑说来
,

却是
“

不知谁所造也 ” ,

何以致此 我们的

看法是作为筝筑这种以竹为初制的乐器
,

非产生于 中

原地带
,

所以其初始阶段不为中原人所识
,

以至流传到

中原之时
,

竟不知为谁所造‘我们不能因史书所载筑与

琴都有“‘

五弦之乐 ”
的时期

,

便臆断为五弦之琴由五弦

之筑而来
,

筑与琴之最大不同就在于一为击
,

一为弹

筑有柱码而琴无柱码 筑为一弦一音之器而琴为一弦

多音之器
。

这分明从起始阶段就不是一个统系的东西
。

加之前面牛君所证为
“

琴之统系 ” 的筑演奏图形
,

无一

是
“

左何
” 于肩的

,

一手持之
,

一手击之
,

又何以能说

筑为一弦多音之器
,

复弦同音之器呢 甲骨文时代就有

的筑
,

为何在其后的西周
、

春秋时代均不见流行中原

在其时如此不为中原人赏识之物又何以能派生出中原

之地的五弦琴与筝呢 牛君的论说很难使人信服
。

再有一点
,

讲
“

今 日之
‘

筝毛 ,

不过是瑟的变体而

已 ”
也欠妥当

。

牛君所据 《风俗通义 》中
“

今并
、

凉二

州
、

筝形如瑟
,

不知谁改也 ” ,

以及所引颜师古注 《急

救篇 》“

筝亦瑟类也
,

本十二弦
,

今则十三 ” ,

就以为
“

筝形本如瑟
, ‘

并
、

凉二州
’

之筝不过保留了筝之始初

的形制
,

而并非有人改制
” 。

并说
“ ‘

制如瑟同而弦

少
’

的筝起初正是发生于与游牧民族有着更为密切接

触的秦地
,

因之被称为
‘

秦筝
’ , ‘

秦筝
’

发生与风靡 、

正是游牧民族之 ‘马上乐
’
的

‘

便携
’

原则
,

在中原 ,

带的曲折反映 页
” 。

牛君在这里似乎是说
, “

制如

瑟同而弦少
”
之筝

“

发生 ” 在秦地
,

即此类筝之起源地

就在秦
,

这很难被接受
。

在
“

琴瑟友之 ”
的年代

,

秦与

中原并无筝
,

是否其后才
“

在瑟的基础上改进形成的
,

取其制作材料与其声音而名为
‘

筝
,

的 ”呢 如此镜来

秦地之筝晚出了
。

正如我在前面所论
,

新近出土的绍

兴
、

贵溪两处筝形
,

无疑 比秦地要早
,

其形亦可以归入

牛君所说的
“

瑟之统系
”
之 中

,

但却与秦地相跪甚远
。

我们所见的战国瑟
,

是为面板微平
,

既宽且大的定型之

物
,

就绍兴和贵溪筝而论
,

年代并不比出土的楚
、

齐之

瑟晚
,

甚至还要早
,

又如何说
“

今 日之
‘

筝
’ ,

不过是

瑟的变体
”

就笔者所见资料
,

越地很少有瑟出土
,

这

即是说春秋之时的吴越之地
,

以瑟作为筝筑改造之参

照系的可能性较小
。

应韵所讲并
、

凉二州改筝如瑟形是

在汉代
,

我们说这的确应理解为筝在流传过程中在此

地参照了瑟而改制
。

至于筝的弦数
,

这里改制后为十二

弦
,

我们亦不能以此作为秦筝是筝初始地的依据
。

蒋廷

瑜先生介绍秦末汉初的贵县罗泊湾墓中有
“

十二弦乐

器一件
” ,

这件乐器已残破
,

仅存部分腔体
,

同出木制

不同的岳山四件
,

他讲
“

从弦孔部分和岳山来看
,

又与

已知的瑟不同。 ” 。

既不同于 已知的瑟
,

则有似筝之可

能
。

作为西匝
、

骆越之地的贵县
,

与秦地的并
、

凉二州

相距更为遥远 , 所以讲筝为秦地所初始
,

论据很是不

足
。

而且
,

说
“

秦筝
” 为筝的源出地

,

其
“

发生与风靡
、

正是游牧民族之
‘

马上乐
’

的
‘

便携
’

原则
,

在中原一

带的曲折反映 ” ,

也不尽合理
。

如果说游牧民族因
“

便

携
”

才将瑟变体为筝
,

那么同是汉代
,

乌孙公主
、

王昭

君和番之时裁筝筑茎筷等器所制的
“

浑不似
”

的
“

批

把 ” ,

才更能显示出
“

便携
、

小型
、

简易
、

轻便
” 之原

则
,

形如瑟之秦筝无论如何也算不上
“

这个运动的先

锋
” 。

更何况还有比秦筝要早的
、

却与其形制大体相同

的筝的存在
。

至此
,

我们说
,

作为筝筑之属
,

实为南国之器 由

管状琴脱胎出来之后
,

在其未定型之时
,

有向北传播
、

逐渐为中原人所识的过程
。

在这多渠道
、

多地域北渐的

过程中
,

与北方之琴瑟之属相互参照
,

吸收溶合
,

产生

出许多不尽相同的形制
,

以致造成后人辨识上的困惑
,

我们说
,

这是器物未定型时的一种必然现象
。

比如琴
,

“根据秦汉以前历史上记载下来的诗歌和文献所提到

的和出土的器物
、

画像所对证的琴
,

它的形制在汉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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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很乱
,

的确还不完全象现在的七弦琴。 ” 。

但我们又有

什么理由认为这些不是琴呢 我们说
,

作为南国起源的

筝
,

在流传到秦地之时
,

甚得世人的厚爱
,

并揉进世人

的审美观念
,

以为其最适合于表现当地民族音乐风格

特色
,

这就是凄凉苍劲
,

悲苦高亢的秦声西音
,

二者互

为载体
,

终于风靡一时
,

并超越了秦地的时空
,

成为秦
,

特别是汉魏
、

两晋
、

南北朝
,

乃至 隋唐时代的代表性乐
’

器
。

秦筝
,

是为一种风靡全国的一种音乐流派
,

代表了

一种音乐风格
,

而乐器本身也由此奠定了其历史地位
。

然
,

这是筝之流而非筝之源
。

正如前面所说
,

秦筝与西

音相辅相成
,

这与当时社会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中心在

秦地有关
。

鉴于南方诸国之筝早 已有之
,

而且秦汉时代

它地亦有筝派
,

只是不如秦地之盛
,

所以秦地筝起源说

不足为训
。

我们说
,

秦筝是一种流派
,

一种风格的写照
。

历史上多有这种现象
,

即某一种乐器会在相同时

段之内异地同时起源
,

即非一源
,

而是多源
。

那么筝在

中国会不会如此呢 就 目前的出土文物
,

文献资料
,

秦

筝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
,

筝在民间之孑遗
,

和文化地

理
、

气候条件等多方面的综合考察
,

虽不能排除在秦起

源的可能性
,

却很难与秦地相联系
。

何况我们所说的百

越民族地区本身就是一个大的文化概念
,

涵盖了吴越
、

闽越
、

南越
、

西甄
、

骆越
、

杨越
、

滇越等广大地区
,

也

就是说筝与筑在百越地区之起源本身就是多源的
。

就

月前材料所见
,

想证明秦地筝乏起源十分困难
,

还有待

将来出土文物等多方面的新验证
。

秦筝在唐代随其国势达到了鼎盛期
,

文人墨客溢

美之辞不绝于耳
,

而后随着国家中心之南迁
,

便呈衰落

之势
。

所以我们说秦筝是随着秦统一中国才渐兴的
,

其

后多少代
,

中原之地一直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

这

秦筝也一直保持了旺盛的势头
。

隋唐时代
,

筝作为中原

文化的友好使者
,

多向疆域之外扩散传播
。

作为唐之盛

世
,

龟兹乐风靡华夏之时
,

亦未对筝在民间音乐文化中

的地位产生根本的影响
,

这些我们可以从丝绸之路上

的洞窟文化中略见一斑。 。

而随着北宋政权的衰败
,

国

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南移
,

这秦筝之盛也就逐渐衰

败下去
。

与此同时
,

各地早已形成的
,

但影响远不及秦

筝的各筝派
,

诸如鲁筝
、

浙筝
、

潮筝
、

豫筝
,

以及高丽

筝
、

蒙古筝
、

日本筝等均呈崛起之势
,

凸现出来
,

那种
“

奔车看牡丹
,

走马听秦筝 ” 的盛景 那种几乎取代了

琴的地位
,

置琴于
“

纵弹人不听 ” ,

在唐时风头出尽的

乐器
,

在秦地之盛及在全国的影响远不如前了
,

这是历

史
、

社会
、

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使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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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魏军 秦筝源流新证
。

秦筝源流再证二 分别载于 《交

响 》 期
、

期
。

④参见 《文物 》 期 牟永抗 绍兴 号越墓当

议
,

曹锦炎 绍兴坡塘出土徐器铭文及其相关问题
。

⑤参见黄成元 公元前 年的古筝 —贵澳崖墓出土

乐器考 载 《中国音乐 》 年 期
。

⑥魏军 秦筝源流新证
·

载 《中国音乐 》 期
。

⑦杨荫浏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人民音乐出版社 年

版 第 页
。

⑧ 魏军 秦筝源流再证
·

载 《交响 》 期

⑨应肋 《风俗通义 》卷六 筝
。

⑩参见金建民 古筝起源之谜
·

载 《中国音乐 》

期
。

林谦三《东亚乐器考 》页 音乐出版社 年 月

北京第一版
。

‘

。年 月在长沙市燕山街战国墓葬中出土了一张带

琴架的七弦琴
,

其形制与马王堆筑
,

曾候乙十弦琴颇似
,

报告

待出
。

⑩摘 自陕西省博物馆解说词
。

竺可祯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

载《考

古学报 》一 年 期
。

⑩参见 《广西少数民族乐器考 》 漓江出版社 和

心云南民族器乐荟萃 》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两书 有关竹筒

琴的记载
。

⑩林谦三 《东亚乐器考 》页
。

参见梁耀桑 记山东省第一届音乐会演 载 《人民音

乐 》 勺 期
。

⑩⑩林谦三 《东亚乐器考 》页
。

⑩⑩参见蒋廷瑜 广西贵县罗泊湾出土的乐器 载 《中国

音乐 》 年 期
。

黄翔鹏 均钟考 载 《黄钟 》 第 期

⑩参见拙作 与中国弓弦乐器相关的儿个问题的探讨
。

载 《中国音乐学 》 期
。

⑩牛龙非《敦煌壁画乐史资料总录与研究 》敦煌文艺出版

社 年 月 版 兰州
。

⑥牛龙菲《古乐发隐 》图版十二 击筑演奏图 河南唐河

汉墓画像砖 甘肃人 民出版社 年 月 版
。

⑩杜佑 《通典 》
。

⑩查阜西 漫话古琴 载 《人民音乐 》 期
。

⑧据牛龙菲 《敦煌壁画乐史资料总录与研究 》一书的统

计
,

敦煌洞窟中有 多处筝的图像
。

白居易 邓舫
、

张彻落第诗
。

白居易
‘

废琴诗
。

十

呛

考

①②参见焦文彬 《秦筝史话 》载 《秦筝 》 期
。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