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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古筝名曲《高山流水》析解 

发表刊物：《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1998年 01期作者:魏军 

论文内容： 

    内容提要：《高山流水》系高自成先生编创并广泛流传的山东古筝名曲。根据作者口述，此曲原为

山东大板套曲中四首琴曲联缀而成，1955年作者遵照周总理的建议进行了改编，1960年定名为《高山流

水》，该曲名为自然景物的描写，实则是表现了老百姓对生活的执着追求和触景生情的感情抒发。 

 

  著名古筝教育家、演奏家，西安音乐学院民乐系原筝专业教授高自成先生，自 1957年受聘到我院民

乐系讲学，敬业执教，潜心于对下一代的培养和山东筝曲的创作、整理工作。1986年出版了高自成编著

的《山东筝曲集》。如今高先生年事已高，他的敬业精神、朴素的工作作风、为人谦和之品质，却仍几

十年如一日地煜煜生辉，深入人心。 

 

  笔者近水楼台，上大学期间得益于高先生的指教，学习演奏过许多首筝曲，受益非浅。其中《高山

流水》便是高自成先生编创的代表作之一。这里通过高先生以往对乐曲的讲解，本人先前学习演奏积累

的笔记、收集的资料以及演奏的感受、体会整理成文，与大家共享。 

 

  史书《吕氏春秋》最早记有古琴曲《高山流水》，引出俞伯牙弹琴觅知音，与钟子期最终结为知心

朋友的感人故事。这段故事，这段琴曲流芳百世，被人传颂着，给人以深深的启迪。筝曲《高山流水》

如今也有河南、浙江、山东流传的三种异曲同名的乐曲，都属以上三大流派中的代表作。这三首乐曲，

虽相差万千，但还是有其共性的，首先是从板体上承袭了传统的老六板、老八板的变体，取材于民间乐

曲、戏曲、板头曲，最重要的也是通过弹奏而从中悟出《高山流水》以琴声寻知音、觅知音，传播人世

间真情友爱的真谛。 

 

  山东筝曲《高山流水》，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析解。 

 

  出处：（高自成口述）：此曲是山东大板套曲（小套曲）里“琴韵”、“风摆翠竹”、“夜静銮铃”、

“书韵”四首琴曲联缀而成。早先曾以筝、琵琶、扬琴、奚琴以合奏形式演奏。过去山东老家的艺人时

常凑聚在一起，自弹自娱，弹到兴浓处，便自然而然地合在一起奏起来，称之为“对流水”、“碰八板”。

那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筝是张为沼先生，扬琴是高克奇先生，琵琶是石登岩先生，奚琴是

马义温先生。这四首联缀而成的套曲，是山东大板套曲十大套曲之一。这些套曲，最早是宫廷乐师们演

奏使用的，流散于石家庄，而后又传至山东北王庄（现黄河北临清地区），传至山东军 城黎同庄，有一

个民间艺人叫李邦荣，筝弹得好，大指小关节托劈非常灵活。他下传着五大弟子，也称五大金刚，有李

念盛、黎连俊、张为台、黄怀德、张为沼。我们演奏用的乐谱（工尺谱）就是顺着这条线传下来的。至

今我仍保存着这些乐谱。夏忙秋种之后，农闲时节，家乡艺人们在一起娱乐的机会就更多，他们提着乐

器，今天去西庄，明天去东庄，凑在一起一弹就是几天几夜，手指越弹越顺，相互合作默契，弹到尽情

舒心处，老先生就自言自语：“太好听了，这曲子只有神仙才能写出来！”记得大家合奏到晚上三点多

钟，我的师傅张为沼走火入魔，硬是对大家说：“我总觉得琴旁站着一白发老人，来来回回走动，笑听

咱们弹琴呢！”这肯定是没有的事，只说明师傅的精气神进入音乐的仙境里去了。 

 

  成因：1954年，高自成先生曾与山东艺人王殿玉、张为沼一起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过唱片，唱片

的正反两面写着“风摆翠竹”、“高山流水”字样。 

 

  1955 年，高自成参加总政歌舞团，当时一是教学、二是演奏，进团没有多长时间，高先生接受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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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外事接待演出任务，准备了《高山流水》，即当时演奏的的四首琴书曲牌。审查节目是由总政治部进

行，那天周总理也坐在台下。第二天，团长陈其通对筝独奏这个节目讲了意见：一部分人主张为这四段

曲牌配上伴奏。总理建议把最后一段（书韵）取掉，主要因为“书韵”与前面三首曲牌的意境不协调，

指出在第一段加上流水声音，与主题更接近些。当时总理还说，“演好这首乐曲，可以让小高去泰山体

验体验生活”。按总理的要求，高先生大胆地在第一段“琴韵”前加了双手弹出的引子，为的是多一点

水声，把山、水的形象表现出来，原先第一段的反复是从头开始，改为从中间反复并将“琴韵”标题改

成“小溪流水”。第二段“风摆翠竹”是写景的，就保留不动，第三段“夜静銮铃”旋律多以加花为主，

多一点流水的响声，小标题改为“高山流水”。最后的结尾接过去的工尺谱落在低音上，经当时参加审

查的杨大钧先生提议，改高八度，落在高音上结束。高自成成功地改编了这首乐曲，并在政协怀仁堂音

乐厅为中央首长以及当时来华访问的蒙古领导人进行了演奏，至今再无变动。 

 

  史实：1960年，高自成先生曾与曹东扶先生、罗九香先生、赵玉斋先生、曹正先生在天津、北京演

出。他当时弹了《汉宫秋月》、《高山流水》、《绣金匾》。这期间曹正先生提议凡演奏原来联缀成的

那四首山东琴风就定名叫《四段锦》，凡演奏经高自成改编的就定名为《高山流水》，经渭分明。 

 

  1961 年上半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台介绍过高先生的《高山流水》，并在音乐节目时间播放。 

 

  1961 年 9月在西安音乐学院召开全国首次古筝教材会议，山东筝曲《高山流水》被定为音乐院校学

科演奏曲目，出了高自成先生编辑的油印教材《山东筝曲选》，使西安音乐学院筝专业学生近水楼台先

得月。 

 

   1972 年，文革时期，北京组织了一次全国民族器乐调演，陕西文化厅（当时称文化领导小组）推

荐曲云同志赴京参赛。当时准备的筝曲有《诉苦参军》、《高山流水》，那时正值四人帮当道，为躲避

四人帮扫“四旧”，将曲名改为《山高水长》。 

 

  1981 年 11月，山东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制做了高自成音乐专题节目介绍，题目为《高雅、细腻、自

成一格》。对高山流水的解译为：“根据山东民间乐曲改编的一首筝独奏曲，全曲共分三段，第一段《小

溪流水》，第二段《风摆翠竹》，第三段《高山流水》。” 

 

  1994 年陕西秦筝学会编辑的《秦筝考级曲编》第七级中收录了高自成先生的《高山流水》。 

 

  解译：1996 年，北京乐器学会，朝阳’96中国古筝艺术节组委会编印的社会考级筝谱《古筝曲集》

收录了《高山流水》，解译为：此曲以山东老八板筝曲为素材创作而成。由庄重的和弦开始，以双手交

替演奏的繁响，描绘出高山耸立的巍峨气魄。接着以双手交替的加花手法，引出小溪潺潺流水之声。而

又用右手劈、托、抹、挑、花指等演奏手法，配合左手的按、滑、颤音技巧，由慢而快，描绘出清风拂

弄着松柏翠竹时娇微摆摆的形象，给人以清新秀丽，欢快舒畅的感觉。乐曲的后部分，因大指加花衬托

中指奏出的主旋律及波浪起伏的连续切分音，造成热烈欢快的气氛。好似涓涓细流汇集而成滚滚飞瀑，

直泻深谷，声响轰鸣。展现出祖国锦绣河山宏伟壮丽的磅礴气势和到处充满生机的兴旺景象。 

 

  析：以上从《高山流水》乐曲的出处、成因、史实、解译等内容，为我们析解这首名曲提供了依据。

即它是由山东琴书中老八板体式的大套曲里面小板套曲“琴韵”、 “风摆翠竹”、“夜静銮铃”为骨架，

经高自成先生加进双手引子，改第一段“琴韵”为“小溪流水”，改第三段“夜静銮铃”为“高山流水”，

并采用加花手法使演奏乐曲向“流水”、“高山”方向靠近，与标题尽可能的相切贴。再加之最早期以

合奏形式出现而被称之为“对流水”、“碰八板”，都为乐曲的最终定名打下了伏笔。同时也为我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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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意以及根本上了解分析乐曲方面去领略到这首名曲的真正含义（工尺谱“琴韵”、“风摆翠竹”、

“夜静銮铃”见文后附谱，均由高自成先生提供）。 

 

  解：以上三首工尺谱的记法、格式、书写习惯上是直书的，它承袭了中国汉语的习惯书写形式。 

 

  中国的文化艺术都有它自身独特的发展。汉字造字就以形、声、意、借等六方面加以解字，古时称

之为六书。其书写方式即由右至左竖写，与世无二。音乐文字谱的记写方式，也同样从造字的哲理上有

着一脉相通的因素。从曲式结构上分析，是老八板体，即每曲为六十八拍，第一、二乐句对称，第三乐

句扩展四拍、全曲六十八拍（板）。三首乐曲都是六十八板，但都保持特有的旋律、节奏。这种自然的

组合形式在山东大板套曲中几乎全是这种联缀形式，具备了自然、严谨、均衡的结构，更有起、承、转、

合的自然旋律顺序。三乐段自然衔接加引子，改动结束乐句，构成了整体上的起、承、转、合与传统乐

曲在传统的分析层次上符合于新的内容。起：乐曲双手撮出的四、五度合音，力求协和自然，双手上下

刮奏出的花音似潺潺流水，流畅、清新。主要从意境上为主题打下基础。承：“小溪流水”，整个乐阶

起伏不大，旋律平直稳定，左手滑、按音均在小的变化中完成，中间的反复，恰恰又承袭了传统民间乐

曲的反复形式。转：“风摆翠竹”，主旋律属轻快形式，连续的十六分音符左手滑音巧妙配合，句逗间

的暂短有力的停顿，乐句间反复相映，在节奏上比第一段显快，情绪上有一种向上、，明快、诙谐感觉。

合：“高山流水”。从“转”到“合”，从情绪的反映，旋律走向，结合的较为紧密，花指、大指双勾

的指法运用，加上左手在中指弹音的位置上的幅度较大的滑颤，使旋律的发展显出一层层似流水击石，

拍打石岩发出的声鸣。充分地发挥了筝的演奏特色，将乐曲推向高潮结束。 

 

  从标题上看，经查寻有关资料，同样可以发现并从中得以启示的音乐原本内涵，如第一乐段“琴韵”，

山东琴书中的曲牌，既是曲牌，肯定是要配了词演唱的，据高先生说：早先曾听过用这首曲配了词，唱

的是《猪八戒背媳妇》，又如第三段《夜静銮铃》，最早就没有名可叫，只是艺人们从筝的弹奏方法上

起名叫《勾搭》，而后又叫《銮铃》、《夜静銮铃》。这个变化，就与早先叫《勾搭》不同了，就直接

反映出音乐描写的内容来。不用说，第二段《风摆翠竹》的定名也和第一、三段相同于一理。归根结底

得出结论，这三段都是流传在山东民间的琴书乐曲，是民间流传着歌谣唱段，唱什么呢？大家知道，民

间歌谣，唱的多以百姓悲欢离合唱情说爱。试把《高山流水》第二段“风摆翠竹”，从标题的立意上，

旋律上加以分析，真真切切地可以引讲出一段故事来。旋律以连续的十六分音符用大指托出，谐和的五

声音响，清新的旋律从高音上顺序奏出，左手顺旋律走向上下颤滑，起伏并不很大的吟揉、按音，增加

了几分华丽几分妩媚，情意切切赋予的诗一般的意境，使人眼前显现的远远走来的婀娜多姿，三寸金莲，

如花似玉的淑女，在苇河岸边，人面桃花，绣衣在春风中吹拂，显得那样的美貌动人。这诗情画意的景

致，如果从音乐上去听、去寻，那就是一种音乐旋律给人的启迪，从音乐美学观点去分析审识，我倒觉

得这段乐曲在写情写景，在情与景中得美和爱的意念。 

 

  第三段《銮铃》，而后又为《夜静銮铃》，则把听觉引向人们心中深处的另一种感觉，是一种爱心

的陈述：夜半入静时，妻子久久不能入睡，惦念远在他乡的亲人，聆听着山那边隐约传回的驼铃声响，

盼望着亲人早日归来的心情。这便是民间百姓期盼家庭和睦以及对生活美满幸福执着的追求，如同涓涓

流水，永不停息。 

 

  笔者以为《高山流水》时常是借描写自然景物，而实际上则是触景生情，奏出百姓对生活的执着追

求和对感情的抒发，着重从情、意上附丽着标题的光彩旋律，寻找知心、知音、知己，从中体会它对人

性的启示；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友情和爱，似高山流水那样源远流长，永远沁人肺腑。 

 

  《高山流水》是五十年代创编的一首筝曲，它是继《庆丰年》之后的又一首深受筝界欢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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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山东筝乐的代表作之一，在各大流派名曲中占有重要位置。被各艺术院校编入教学大纲，新近兴起的

全国各地社会古筝考级的版本里几乎都被录用。可见乐曲之深入人心，乐曲对人的启发不完全是仅限于

弹弹，掌握山东乐曲特色而已，而是升华到一种崇高的境界之中弹奏它，从中体会人世间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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