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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流水韵依依 

山东筝派、武林筝派《高山流水》比较 

马 昕 

(保定师范々科学卡奎 音乐系，河北 保定 071051) 

摘 要：“高山流水遇知音”的佳话广为流传，以(高山流水 命名的筝曲就有三个流派、六个版本之多 仅就具有代表 

性的山东筝派和武林筝派的《高山流水 作一比较，可见风格流派、意境和内涵上有诸 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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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说曾分鲍叔金，谁人辨得伯 q 琴?”l占来形容朋友相 

知．莫不以管夷吾 与鲍叔牙 、于 f[j矸 钟 期相比，“此曲终 

兮不复弹 ，三尺瑶琴 为君死”⋯“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典故 自 

然成为了筝曲创作的良好素材 

以《高山流水》冠名的筝曲就有三个流派(浙江、山东、河 

南)、六个版本之多，_1 风格 、立意更是各有侧重，体现出不同 

的审美情趣 在欣赏或演奏《高山流水》时应注意分辨其风格 

流派 、意境和内涵 ．而不应简单的以名取意 ．以免曲解 曲意 

面就以具有代表性的山东筝派和武林筝派的《高山流水》 

为例．作一比较性论述 

山东筝派主要流传于山东菏泽地区的郓城、鄄城一带。 

山东筝曲主要由山东琴书唱腔曲牌和山东琴曲以及民间小 

调组成 、山东筝曲分“大板曲”和“小板曲”两种．“大板曲”主 

要是由“J东琴曲卡句成 《高【IJ流水》就是“大板曲”的代表曲目 

之一 ’ 

山东筝曲长于抒情．旋律则喜好抑扬起伏的进行．多采 

用单 一节奏型贯穿全曲的形式 ．规则对称 、小板曲的风格比 

较平实亲 切，大板曲的风格偏于优美典雅 ．华丽清畅 

武林筝流行于江浙地区．⋯主要以丝竹曲、板头曲、弦索 

套曲以及民间乐曲、民歌小调为主要内容，特别是移植改编 

的大型 曲为其曲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武林筝曲的旋律音韵和谐，风格清丽秀美，长于含蓄淡 

雅的艺术表现 。 

【l J东筝曲独特的演奏技法对j：山东筝乐作品地方风格的 

肜成彳『重要作片j山东筝曲 f 分讲究右手人拇指的技巧，l I乐 

曲的旋律部分多依靠大拇指的小关节灵活的“劈、托 、摇 、刮” 

l『fj奏 }}j，速度张弛 『{如 ，击弦刚劲 实 ，序手滑 音 F净利落 ； 

，)外 ，利用“走指”技 术以求音 色的变化．川“邻弦【日]音 ”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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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度， 这些郜是山东筝演奏的技法特点 这些曲风tj技术 

上的特点，在代表曲目《高山流水》中郜得到 厂充分的体现 

武林筝曲的发展 杭州的 一种说唱艺术“杭州滩 簧”有 

着密切的联 系 演奏 I 要求 以 F清弹 为 { ．小太强调左 手 

的“以韵补声”，传统的筝曲较忌讳弹奏双 F繁闹的手法．⋯ 

故而形成淡雅 、 蓄．清I{『-『、秀荚的风f}}<高【JJ流水》亦 代表 

了这一风格 

曲式结构上．山东筝派的《高山流水》采用的是套曲联缀 

的形式；而武林筝派的《高山流水》则是由独立的民 乐曲改 

编而成 。 

山东筝曲《高山流水》堪称传统筝曲的精品 与其它筝派 

的同名 曲相比，小管是形式还是风格意趣 ．都有独到之 处 山 

东派的传统古曲，大都是六十八板的小曲，为此．民间就常常 

用套曲联奏的形式来扩大乐曲的篇幅．以塑造和表现多侧面 

的音乐形象、山东筝派的《高山流水》就是由《琴韵》、《风摆翠 

竹》、《夜静銮铃》和《书韵》四首小曲联缀演奏而成的套曲 - 

第一曲《琴韵》，是以- J筝模拟古琴的神韵 右手充分利 

用大拇指的“劈、托”技I7j，浑厚有力；左手配以淳厚明朗的按 

滑．刚柔相济 几乎通篇的级进音程和缓慢的滑奏．使乐曲旋 

律婉转优美、韵味悠扬、古意盎然，大有“描摹于伯牙于汉水 

之滨鼓琴的风 果” - 

第二曲《风摆翠竹》，以右手大指 、食指交替弹拨，运用仡 

奏代撮轮 的独特指法 ，使旋律生动活泼 ，轻巧流利 ，音响效果 

清脆明快 ；左 用颤音润饰旋律，频 繁的奏出小二度音程效 

果，勾勒出“微风轻拂、翠竹摇曳” Ï的情景。动而轻盈、静而 

有韵．动静有 ，使得竹影婆娑 ，轻风拂面 ，犹如置身其中领 

略 自然的交响 

第二首《夜静銮铃》，足山东快板筝曲的佳作 由r突出 

的运用 _r“ 搭”技法，故此曲又名《勾搭》”I．．乐曲旋律上采 

川 ’强拍上的低音旋律 j弱拍上快速的高音区刮奏相配合； 

竹奏进{ 中 川 _r切分节奏的连续运川等手法，旋律进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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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人跳音程布 硬全曲 ，故 而乐曲华丽流畅中暗 波动起 

伏 ，音韵轻巧中小失非凡气势 犹似夜静阑珊 ，清脆的銮铃声 

隐现于更鼓之 中，叫人欲睡不能，勾起阵阵遐思 

第四首《书韵》，其旋律是根据山东地方的发音特点而作． 

别具风味 在右手运用食指 、大指的“小勾搭”手法的同时，左 

手频繁使用大二度 、小三度的滑音装点其中．旋律大多在低音 

区，节奏规整 、平稳，曲风明朗而风趣。旋律中上滑音与邻弦音相 

结合，以不同形式奏出连绵不断的同度音，把 占人吟诵诗书的情 

境 声情并茂地模拟了出来 低音区按滑音更为低沉浓郁的回 

音 ，附点与切分节奏的使用，使得“书韵”格外抑扬顿挫 ．． 

山东筝派的《高山流水》以山东老八板筝曲为素材，最初 

有民间艺人们作为联缀演奏的套曲，解放后被加上“高山流 

水”的大标题并在全国流行 。 。关于大标题的含义与乐曲内容 

的关系，目前认识并不很一致 一种观点认为：“乐曲以庄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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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出小溪潺潺的流水之声 、 

而后⋯⋯描绘出轻风拂弄着松柏翠竹时较为摇摆的形象，给 

人以清新秀丽、欢快舒畅的感觉。乐曲后半部分⋯⋯好似涓涓 

细流汇集成滚滚飞瀑，直泻深谷．声响轰吗 展现出租国锦绣 

山河宏伟壮丽的磅礴气势和到处充满生机的兴旺景象： j'’持 

此观点的是以高 自成演奏的《高山流水》为蓝本 、因为这四首 

曲目从内容上看，虽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但并不影响其中任何 
一 首以独奏的方式演奏 既可单独演奏，也常组合起来联奏、 

近人演奏时加了头尾，只奏其中三首。⋯如：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大标题 的含义与各 曲内容并无 

关系，而原各小曲标题与音乐内容十分吻合。”I · -持此观点 

的，应是以将四首小曲联缀形成套曲形式的《高山流水》为对 

象加以评论的 如黎连俊传谱，赵玉斋演奏的版本 

山东筝派的《高山流水》各段均是“大八板”的结构形式 ． 

它通常是山东筝派艺人聚会时必奏曲目，正寓意“以乐会友、 

听乐知音”。 

武林筝曲《高山流水》为浙江的民间乐曲。其原型是浙江 

桐庐县赵镇关帝庙皮虚灵和尚在佛教法要“水陆道场”中吹 

奏的一首笛曲．后经武林筝家王巽之移植为筝曲，并于20世 

纪 30年代经程午嘉传到北京，再经河南筝家娄树华根据原 

T尺谱按照北方筝人习惯编订了演奏指法 - 。这首乐曲以 

清弹为主，演奏技法上突出节奏变化 ，花奏技法尽量避免习 

惯性添加而极少使用，是揉合南(江浙)北(鲁豫)筝曲技术特 

点于一炉的代表作品， I意境深邃幽远 

乐曲虽然标题为《高山流水》，却并不单纯描摹自然风物 

的状态和声响。此曲没有渲染高山的雄伟，也没有张扬流水 

的奔腾，偶有描绘，也是点到即止 施以清弹，让音色更纯净、 

透明 、淡雅、和谐，以抒发一种超凡脱俗、古雅高洁的情操和 

品格 从形式上看 ，此曲并不“显山露水”，也似乎 与于伯 牙遇 

钟子期的故事没什么联系，但“音乐的意境却与‘高山流水遇 

知占’的主旨有异曲同工之妙 ：‘君子之交淡如水’，超凡脱俗 

的友情。 -作画讲究留白，作乐追求希声。古筝演奏家、音乐 

教育家曹正先生，在演奏《高山流 水 ·武林逸韵》时 ，主张“以 

清弹为主，切忌繁闹的手法 ，盖重抒情述志，非徒以模拟 自然 

景物取胜也”"j。他在此曲中只用了九处装饰性的短刮奏，古 

朴醇厚、深沉含蓄 

武林筝曲《高山流水》清丽古雅的风格受到宗教音乐审 

美趣味的影响。清灵、虚空、淡泊、雅致，原本是佛教音乐传人 

之始便一贯尊崇的美学原则，移植的筝曲中自然也保留了佛 

乐的某些韵味特征 - 

虽然同以《高山流水》为名，但山东筝派与武林筝派的 

《高山流水》确实有诸多差异。山东筝派曲风明朗率直，音韵 

抑扬铿锵 ，深有“有明 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热情 与豪放 ；采 

用的六十八板一类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定型的筝曲的传统形 

式 · ，成就了乐 曲的平 衡对称之美 ，典雅智慧又意趣盎然 ； 

以积极人世 的态度 觅世间知音 ，抒广善之情怀 。可谓“尽美 

矣，又尽善矣”。正如孔子所描述“乐其可知也 ；始作 ，翕如也 ； 

从之 ，纯如也 ，嗷 如也 ，绎如也 ，以成”。《高 山流水 ·武林逸 

韵》乐 曲不饰张扬 ，清丽淡雅 、含蓄幽远 ，所谓“重为轻根 ，静 

为躁君”，轻重(强弱 )、动静(节奏)中“贵重”、“守静”，以出世 

淡泊的情怀，叙高洁深远之志向，“道法自然”显超凡脱俗之 

品格一乐曲将武林筝的清丽秀美 、含蓄淡雅与道场音乐清灵 

虚空、淡泊雅致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给人以喧嚣中的纯净，繁 

琐 中的从容。“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夫声乐之人人也深， 

其化人也速”。尽管山东筝派与武林筝派的《高山流水》，无论 

从乐曲的结构、旋律，还是风格和审美取向上有诸多不同，但 

是乐曲都通过不同方式部表达 了人对美好高尚的情感的追 

求与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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