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流九派 异趣同工 

— — 三首民间筝曲《高山流水》源流、结构、风格及演奏技法的比较 

古往今来，“高山流水结知音”的故事，已为人们 

传为美谈。琴曲《高山流水》则成为我国古琴文献的 

代表作。 

古筝与古琴同为华夏民族历史悠久的传统卧式 

弹拨乐器 ，二者在乐器形制 、左右手演奏技法上有若 

干相通之处。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与古琴音乐主要 

在文人中流传不同，古筝艺术则更多在民间得到保 

存和发展。其 中，以河南 、山东、广东 、浙江等地民间 

流传的筝曲最有代表性，形成中国筝乐传统各具特 

征的风格流派。 
一 个有趣但并非偶然的现象是，在这些不同风 

格流派的丰富曲目中，有三首同名为 《高山流水》的 

筝曲，即河南曲子板头曲《高山流水》(曹东扶订谱)、 

这些完全相同的音程有大二度 (5个)、小三度 

(1个 )、大三度 (3个)、纯四度 (1个)、增四度 (1 

个 )、纯五度 (1个 )、增五度(同小六度 1个)、大 

六度 (1个)、八度(1个)。虽然这些与十二平均律 

音分数完全相同的音分别 出现在不同的骨笛上，但 

它已经说 明了在距今七千八百多年以前的音乐生活 

中，贾湖人对 自己制造的骨笛已经有了音与音之间 

距离差别 的基本概念 ，虽然它没有形成固定 的系 

统 ，但是它已经具备了十二平均律的某些因素。 

这些音程关系，经过了七、八千年甚至上万年 

的音乐艺术实践，直至明代乐律学家朱载埔在计算 

和理论上加以科学化地总结，才使人们对十二平均 

律有了新的认识。朱载埔所处的明代是一个封建社 

会，它的研究成果不但没有被统治者所采纳，反而 

成了邪说，这不能不使人痛心。因此，中国人虽然 

最先发明了十二平均律，但是，全面运用十二平均 

律到音乐实践中，只是近百年以来 的事。 

本文通过对汝州市中山寨骨笛的测音研究和对 

贾湖出土骨笛音距的对比分析 ，说明中山寨十孔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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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碰八板”筝曲《高山流水》(黎连俊传谱、赵玉斋 

整理、曹正记谱)和浙江武林逸韵《高山流水》。这三 

首“高山流水”的筝曲与同名古琴曲《高山流水》有什 

么联系?它们的真正源流何在?它们之间有什么异 

同?透过这三首曲子能观察到我国民间筝乐主要流 

派的某些风格特征吗?这 问题便是本文探讨 的主 

要内容。 

河南筝曲《高山流水》 

河南筝曲《高山流水》属河南曲子板头曲。河南 

曲子是流行于中州大地的一种说唱音乐，由二胡 (当 

地人称“二嗡”)或京胡，加上古筝、琵琶、三弦等乐器 

伴奏 ，另有一人执板击拍。在演唱者未开嗓之前 ，通 

笛很可能是为找到一个制作骨笛统一音高的标准 

器 ，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律管，如若没有贾湖骨笛一 

千多年 的艺术实践 ，就不可能产生 中山寨十孔骨 

笛，因此我们说，汝州中山寨十孔骨笛与舞阳贾湖 

骨笛是一脉相承的，汝州 中山寨十孔骨笛继承了贾 

湖骨笛的成果，使中山寨人对音与音乐的认识得到 

进一步的提高。极为可惜的是，汝州中山寨十孔骨 

笛因多种原因未能完整地保存下来，给我们今天的 

测音工作留下了极大的困难。我们今天得到的数据 

是极不完整的。尤其是骨管下部的音还会因骨笛严 

重受损而产生一定的误差，如若能有考古专家和音 

乐学者合作，对中山寨骨笛进行科学复制，恢复其 

原始面貌，我们将会更加准确地揭开七千年前中山 

寨人对音乐认识的水平和制作十孔骨笛的目的，来 

弥补世界音乐史上的一段空白，对系统地研究世界 

音乐的发展规律做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应有贡献。 

作者单位：萧兴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张居中、王昌燧，中国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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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由上述 4种乐器独奏或合奏，故称“板头曲”。后经 

民间艺术家们长期的演奏及不断加工、丰富 ，这些板 

头曲逐渐脱离 曲子的演唱 ，衍变为具有独立意义的 

器乐曲。 

现存的河南 曲子板头曲都属于我 国民间广泛流 

传的器乐曲牌《老六板》(或《老八板》)的曲体类型， 

它的结构基本上是 }拍子 (“快板”、“中板”)68小节 

或号拍子(“慢板”)34小节(有时可能会增减一、二小 

节)，八个乐句之间体现出起承转合的完整组合关 

系。其主题旋律基本上都是《老六板》(或《老八板》) 

的变体。这一特点 ，已有文章 ①进行过详细 比较和深 

入分析，本文不重述。 

笔者根据河南筝曲《高山流水》曲谱，将其曲体 

结构做如下归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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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河南筝曲《高山流水》与 “六板体”(或 

“八板体”)的变体关系，现将《老六板》及《弦索备考》 

中《八板》的曲体结构图式 ②引列如后 ： 

河南筝曲 

《高山流水》 

((老六板 

Ⅸ老八板》 

句 式 a a b c d e ； a 

，J、节 数 II 4+4 4+4 6+4 4 

句尾落音lf商 徵 商 徵 宫 宫 徵 
结构功能 I【 起 承 转 合 

a a 

4+4 

宫 徵 

商) 

起 

八 板 

b c 

4+4 

商 徵 

d e 

6+4 

官 官 

f e 

4+4 

官 官 

承 转 合 

将河南筝曲《高山流水》与“六板体”和“八板体” 

结构模式相比较 ，在下列各点上是一致的： 

1．“起”的部位两句间落音不同，形成上下旬呼 

应的变化重复关系。 

2．“合”的部位两句与曲首第一、二句之间为再 

现关系。 

3．“转”的部位小节数扩展，由每句 8小节扩展 

为 12小节 (或 4小节扩为 6小节)。 

除结构外，河南筝 曲《高山流水》的旋律与《老六 

板》《老八板》也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下面是它们首句 

旋律音调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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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我们看到，河南筝曲《高山流水》的骨 

干音调与《老六板》和《老八板》基本相同。《老六板》 

和《老八板》原型每句4小节，河南筝曲《高山流水》 

每句 8小节 ，是在 《老六板》和 《老八板》原型旋律骨 

干音的基础上加上若干 “花音”形成的，这是民族器 

乐曲最常见的 “加花变奏”手法的生动体现 ，也是民 

间艺术家们顺应古筝这一华彩乐器左右手流畅的指 

法所进行的创造 ，是在经年累月不断重复演奏时逐 

渐积累、完善的结果。由于旋律的加花变繁，小节数 

相应地按 比例成倍增多便是 自然的了。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河南筝曲《高山流水》从句 

式结构到旋律音调 ，都是我国民间器乐曲 “八板体” 

(《老六板》和《老八板》)的变体 ，它综合了《老六板》 

的再现因素和《老八板》的完整结构，实际上是在《老 

八板》曲的基础上依照 《老六板》的传统结构模式再 

现首部第一 、二“板”(句)而成。 

至于《高山流水》的标题 ，无论是透过音响聆听 ， 

还是通过乐谱分析，河南筝曲《高山流水》与现存的 

古琴曲《高山》⑧、《流水》④在音乐材料和结构上区别 

明显，曲调、句式、段落和篇幅均相去甚远，不存在曲 

种家族直系或近亲的传承关系，非同一源流。但这并 

不排除此筝曲对“高山”、“流水”意象的表现，乐曲首 

尾部的平稳、开阔，与中部的奔放、激荡形成对 比，尤 

其是左手连续上下行“拂”、“划”技巧的运用，与“高 

山”、“流水”的标题涵义十分贴近。更重要的是，河南 

筝曲《高山流水》主要传布于南阳地区，是艺人们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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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见面时必定要先弹奏的曲目，意在借用和引申古 

代伯牙、子期因“高山流水”结为知音的典故，初次相 

见便互相将对方尊为知音 ，在当地具有某种礼仪的 

特定含义。因此我们又不能因筝曲和琴曲同名异曲 

而将其视为风马牛不相及的遗音。 

山东筝曲《高山流水》 

流行于山东菏泽地区郓城 、鄄城一带 的民间筝 

曲《高山流水》，是一部套曲。它包括《琴韵》《风摆翠 

竹》《夜静銮铃》《书韵》四首小曲，每首小曲虽具有 
一 定的独立性 ，但更多是以集曲形式依次串联起来 

演奏。 

从结构形式上看 ，这四首曲子都是标准的“八板 

体”——每首曲子都由 8个乐句组成 ，每句为手拍子 

的4小节，其中第 5乐句 (“转”的部位)常要多出2 

小节，故全曲共 34小节 68拍 (板)。当地民间艺人将 

这类结构样式的乐曲 (不问标题如何)统称为 “六八 

板”。这些传统筝曲过去皆用工尺谱记载，每一乐句 

竖写一直行 ，一行为一板 ，句首以板数记之 ，与“八板 

体”完全吻合。 

现以第四曲《书韵》为例，其结构为： 

~／a a r 小节 句尾落 结构功 b 13 d e f e 4+4 6+4 4+4 商徵宫宫宫宫 承 转 合 (8板) (34小节) ——与《八板》 落音完全相同 
我们看到，山东筝曲《高山流水》的四首小曲，无 

论在板数、增板部位、小节数，还是句式的结构功能 

诸方面，与上文曾引述过的传统器乐曲《八板》极为 
一 致，在结构上是规整的“八板体”，无疑是《老六板》 

(或《老八板》)的家族成员。断定了这一点，那么，得 

出山东筝曲《高山流水》与河南筝曲《高山流水》在源 

流上有直接关系的结论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梁 

《高 

与河南民间筝曲多由河南曲子板头曲脱胎而来 

的衍生途径相同，山东民间筝曲主要在山东琴曲、 

琴书唱腔曲牌及部分民间小调中生成，也从丝弦合 

奏中脱胎。山东琴书的主要伴奏乐器最初为扬琴， 

大约在清末民初，艺人们将古筝加入到琴书的伴奏 

中⑤。“山东琴曲”为流行于郓城、鄄城等地的民间器 

乐乐种 ，由筝、扬琴 、琵琶 、胡琴等乐器合奏。因为 

筝是这一乐种中的主奏乐器 ，故 山东琴 曲也 叫山东 

筝 曲⑥。 

“碰八板 ”是 山东琴曲中一种主要 的丝弦合奏 

形式，这种民间合奏的组合极富特点：四种乐器同 

时在一起演奏的曲名、曲调不相同，但乐曲的板数 

(长度)、调式、曲调骨干音和句尾落音一致，同为 

“八板体”结构，合奏起来，往往在强拍和句尾的同音 

上“碰”在一道，其余部分形成丰富的支声复调。这种 

同中有异 、时同时异的声部关系，造成民间音乐无比 

的生动性和乐趣。“碰八板”常为联曲演奏，由慢转 

快。《高山流水》的四首小曲就是用作联奏中“压轴” 

的快板。当进入这个部位时，其余三件乐器 4次反复 

各 自的同一曲 目，唯有古筝顺序演奏四首小 曲，由此 

带来整个合奏音响的变化 ，可见古筝在 “碰八板”中 

的突出地位。 

鉴于古筝在“碰八板”中的重要性 (当地有“无筝 

不成乐”之说)，许多山东琴书音乐的前奏曲和间奏 

曲 (如【天下同】、【过街牌】、【降香牌】等器乐曲牌)、 

琴书唱腔 (如 【凤阳歌】、【叠断桥】、【双叠翠】等唱腔 

曲牌)便在日积月累的反复演奏中，逐渐演变为单独 

演奏的古筝民间传统乐曲，其音调与包括山东琴书 

在内的民间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山东筝曲《高 

山流水》的四首小曲自不例外。 

下面将摘引的山东琴书《梁祝下山》(简称《梁》) 

开始处过门音调片断 ，与《高山流水》(简称《高》)第 
一 首小曲《琴韵》的开头做一并列比较： 

如果我们细心体味，便不难看出它们的音调基 

本上一致 ，都与山东方言的语言音调有血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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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流水》亦是民间筝友相聚时必奏的一支套曲， 

藉伯牙、子期的故事尊同行为知音，正是民间艺术家 

们“以乐会友”高尚境界的体现。其二是“高山流水” 

标题的意象具有较宽泛的适应性：沉稳、持重与挺 

拔、峥嵘相关，奔放、激越与浩浩、滔滔相联，都能引 

起“高山流水”的联想。更由于古筝擅长于抑扬顿挫 

与密集华彩音型的演奏，刚柔相济、铿锵深沉，容易 

与“高山流水”的自然形象吻合。从这两点看来，此套 

曲冠以《高山流水》的标题是有一定根据的，并不完 

全像某些版本的乐 曲注释断然所说 ：“标题的含义与 

各曲内容并无关系”@。 

当然，从音乐表现的另一个角度看，四个与 “高 

山流水”大标题无直接关系的小标题与各自的音乐 

表现分别对号，倒也贴切：《琴韵》徐缓庄重 ，音调多 

用级进 ，所采用的 “按滑”指法与古琴的吟、猱 、滑指 

接近，较好地模拟出古琴的声韵。《风摆翠竹》音调活 

泼，轻巧流利 ，右手大指的快速 “劈托”及 “花指”奏 

法，描绘出翠竹迎风摇曳的生动形态。《夜静銮铃》突 

段落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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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构图式表明，此曲由八句连带尾声组成， 

每一句内部又可分出成双的上下乐节，对称呼应 ，这 

种结构框架明显带有 “八板体”的印记，在大的句式 

结构方面 ，应归属民间音乐“八板体”的范畴。但它在 
一 定程度上又突破了“八板体”方整的小节数和旬尾 

浙江筝曲《高山流水)) 

江南民歌《茉 莉 花》 

出运用 “勾搭”技巧，强拍上的低音旋律与弱拍由高 

至低的快速划奏相配合，加上连续切分节奏的强调， 

使旋律线起伏波动，乐音清脆。《书韵》旋律多在接近 

男声的中低音区，在右手拇指、食指采用“小勾搭”技 

巧的同时，左手大二度与小三度的按滑音与邻弦所 

奏出的同度音交混，模仿古人读书时吟诵之声。这些 

形象都极为生动，是在流畅的音乐中自然显露的，从 

中我们不难看到民间古筝艺术家们植根于民族文化 

沃土的创造。 

浙江筝曲《高山流水》 

另一首标题为 《高山流水》的筝曲，是浙江武林 

筝派的代表性曲目，在浙江筝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 

浙江筝人传授传统筝艺的必选之曲。 

从此曲的谱面和音响看，浙江筝曲 《高山流水》 

不仅与同名古琴曲相去甚远，与同名河南筝曲、山东 

筝曲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它的结构可以分析如下 ： 

C 

e f 

4 5 

(2+2)(2+3) 

宫 徵 

D -尾声 

e g l 
4 4 5 l 
(1+3)(2+2) (3+2)l 
宫 徵 徵 J 

(反复未计) 

落音的规律 ，自成一曲。 

这首筝曲曲调平和、雅致，透出江南民间音乐细 

腻、委婉的韵律。试将此曲首部与江南民歌《茉莉花》 

对照女口下 ： 

好 一 朵 茉 莉 花 

对照的结果 ，虽然不能因二者相似就得出浙江 

筝曲《高山流水》源于《茉莉花》的结论，但至少说明 

浙江筝曲与江南民间音乐的亲缘关系。 

浙江筝乐源远流长，据传在东晋时期筝已从关 

中和中原传人建康 (南京)⑨了。在其后漫长的岁月 

里，浙江筝乐同江南其它形式的民间音乐交融在一 

起，逐渐形成自己的流派风格。就其曲目来看，它与 

江南丝竹和古谱《弦索备考》(1814年抄本)有十分密 

切的关系。如江南丝竹中的《云庆》《四合如意》及《弦 

索备考》中的《月儿高》《将军令》《海青拿天鹅》等曲 

名，浙江筝曲与之共有。从演奏手法的特点来看，它 

又与杭州本地流行的一种说唱艺术——“滩簧”有深 

2001年6月 第 2期 43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厚关系。筝是杭：}It滩簧主要伴奏乐器之一 ，在对唱腔 

的加花变奏中，艺人们形成了右手大 、中、食指快速 

配合的“四点”奏法(即勾、托、抹、托的快速组合)，成 

为杭州筝曲演奏上的一大特色。 

现在作为教学及演奏曲目广为流传的浙江筝曲 

《高山流水》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王巽之根据桐 

庐地区笛曲移植，娄树华演奏、订正谱)较多保存了 

民间筝曲朴拙、素雅的风貌，以清弹为主，尽量避免 

习惯性的即兴加花。全曲8个大乐句加尾声，此谱更 

接近于民间音乐的原貌。第二个版本 (王巽之传谱， 

项斯华演奏谱)明显是在第一个版本基础上，做了较 

多的艺术处理，更充分地发挥 了古筝丰富的左右手 

弹奏技巧 ，音乐更为生动、流畅，形象更加鲜明。 

关于 《高山流水》的标题，限于历史资料的散佚 

及关键传承人的辞世，我们很难考证它确切的来 

由。但与河南 、山东同名筝曲类似 ，浙江民间筝曲《高 

山流水》亦是同行相聚、以乐会友的重要曲目，更是 
一 首意蕴高雅之作。传谱者强调：“此曲以清弹为主， 

切忌繁闹手法，盖重在抒情述志，非徒以模拟自然景 

物取胜也” 这表明“高山流水”超凡脱俗的境界，得 

到民间艺术家们广泛的认 同。 

三首民间筝曲的同与异 

上面分述了三个不同地区的同名民间筝曲 《高 

山流水》的源流、曲体结构及音乐表现等方面的情 

况，可以看到，它们在许多方面既有共性，又存在着 
一 定的差异。 

归纳起来 ，它们之间的共性主要表现为： 

1．皆 由各地 的 民间说 唱及 丝弦乐 中脱胎 而 

来——河南曲子 、山东琴曲 、琴书、杭州滩簧 、江南丝 

竹等，是它们各自的“艺术母体”。艺人们相聚，为唱 

腔伴奏时，古筝是这些曲艺品种的主要伴奏乐器，脱 

离唱腔即为丝弦合奏。古筝在其中扮演着双重角色 ， 

与其它伴奏乐器组合在一道，是不同丝弦乐 (如 “板头 

曲”、“碰八板”、“江南丝竹”)中一个重要的、相对完整 

的声部 (山东“碰八板”就有“无筝不成乐”之说)，单独 

演奏即为筝曲。这种伴奏——小型合奏——独奏的演 

化及形式的转换，经历了长期实践、往复交叠、相对定 

型又不断展衍、丰富的过程。时至今 日，民族筝乐的传 

统仍在继续延伸。这三个不同地区的同名筝曲之所以 

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它们都明显 

地带有不同地区民间的印记 ，同时又受到相近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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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演化过程的制约，就在这种天然的印记和制约 

中体现或形成它们各 自的风貌。 

2．这三首筝曲的曲体结构，都属于 “八板体”或 

由“八板体”派生。民间器乐曲《老八板》(或 《老六 

板》)在各地流传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变体，曲目多 

有变异 ，如 《大八板》《十六板》《中花六板》(／k板头》 

《八板尾》《慢八板》《慢花六》《中花六》《八谱》等等， 

尽管如此不同，但它们在句式组合的基本形态上是 
一 致的。主要体现为：上下旬对仗呼应 (“句句双”)， 

首句的重复及起承转合的呈示、展开、收拢过程 ， 

“转”板的扩充以及句尾落音的徵调式或宫调式色 

彩。这些特点，在本文分析的三首同名筝曲 (其中浙 

江筝曲有两个版本)《高山流水》中都全部或不同程 

度地有所体现，生动地印证了我国民间 “八板体”器 

乐曲“句句双 、天下同”的基本结构规律 。 

通过前面部分的分析我们还看到，越是与丝弦 

合奏关系密切，从丝弦合奏中脱胎越晚的民间筝曲， 

与 “八板体”的原型就越是近似，甚至基本板数 (68 

板)都完全一致(如山东筝曲《高山流水》)。而较早从 

丝弦合奏中分离 ，较多经过民间古筝艺人加工 ，更接 

近于舞台表演或教学传播的民间筝曲，则与 “八板 

体”原型差别较大(如浙江筝曲《高山流水》)。这一演 

变的特点 ，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民问器乐合奏表演 

形式的即兴性决定的。其创演的自由组合方式与专 

业创作的小合奏曲不同，无须统一的总谱及指挥，势 

必须要一个大体一致的格式和相近的句尾落音，同 

起同收、同中有异、大同小异，体现了民间音乐稳固 

继承与丰富变异相结合的优秀传统。 

3．“高山流水”标题写意性与写实性的统一。这 

几首民间筝曲都以 “高山流水”为标题并不是偶然 

的，它首先体现了民间艺术家们对高尚的艺术境界 

和高洁的道德情操的景仰和追求。在音乐活动中寻 

觅志同道合的知音，以乐会友、以乐传神、以乐述志、 

摒弃花哨浮华的修饰，音乐朴素淡雅、讲究韵味、寓 

意高远。 

同时，“高山流水”也含有一定的写实成分。标题 

本身所具有的对比形象 ，易于引发人们的联想 ，加 

上古筝丰富多样的演奏技巧所具有的宽广表现力， 

既有深沉的吟哦，又有激荡的拂划，高山之巍在嗟 

叹中耸立，流水之畅在涛声 中涌荡 。声情并茂 ，相得 

益彰。 

另外一面 ，这三首同名筝曲之问的差异客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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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1．曲调上的差异。三首筝曲的音调各具特色 ，有 

明显的区别。如果我们以《老六板》音调为原型来衡 

量，河南筝曲《高山流水》的曲调与之最为近似，其次 

是山东筝曲，差别较大的是浙江筝曲。三首筝曲中， 

河南筝曲与山东筝曲之间的差别又小于河南 、山东 

筝曲与浙江筝曲之间的差别。 

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观察 ， 

富庶的江南苏杭 ，是我国封建社会城市文化 比较发 

达的地区，七八百年前的南宋时期曾为都城。加之地 

处华东沿海，交通的便利，商业集市的繁华，造成市 

井文化的开放意识 ，成为近现代以上海为代表的“南 

派”都市文化的一个重要支系。在这种文化土壤和社 

会环境中保存和发展起来的浙江筝曲，不可能不受 

到求新求变社会时尚的影响。于是，浙江武林筝曲与 

主要流传于农村和城镇的河南、山东筝曲在音调、句 

式、风格、意蕴等方面有所不同，便是 自然的了。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观察 ，河南 曲子——山东琴 

书 、琴曲——杭州滩簧 (及江南丝竹)，它们的曲调分 

别与各 自地区民间音乐音调有密切的关系。这三个 

地区的民间音乐分属中原 、齐鲁 、吴越三个不同的文 

化区 在地理位置 、地貌 、气候 、生产生活方式 、交 

通、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宗教、语言等诸多因素的 

共同作用下，音乐风格和气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其中，河南、山东地理位置毗邻，同属北方语系，加 

之黄河连贯 ，所以河南筝曲 与山东筝 曲在结构和风 

格上较为接近，而它们与浙江筝曲之间的差别就比 

较明显。 

此外 ，作为近现代浙江筝派主要传承人的王巽 

之先生，出身于城市知识分子家庭，自幼接受传统文 

化的熏陶，四处寻师访友学习民族乐器演奏，尤擅演 

奏古筝、三弦、洞箫，解放前即在杭州和上海国乐界 

极负盛名。他还曾在旧政府财界和商界任职 ，交游甚 

广，眼界开阔。1956年被聘为上海音乐学院(当时称 

“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古筝和三弦专业教师后， 

又注重借鉴、吸收其它乐器和不同筝乐流派的演奏 

技法 因此 ，经他移植 、整理、改编的筝曲，在结构形 

式和表现技巧等方面，相对于河南、山东民间筝曲而 

言，便有了较大的拓展 ，含有一定的创作成分。这一 

点，在王巽之传谱、项斯华演奏的另一版本的《高山 

流水》古筝独奏中体现得更为鲜明。 

上述历史文化传统、民间音乐色彩区别及筝乐 

流派主要传承人的经历等，便是形成三首不同地域 

同名筝曲音调和风格差异的主要原因。 

2．结构上的差异。仍以《老六板》流行谱和《老八 

板》原型为坐标衡量，山东“碰八板”筝曲《高山流水》 

所含有的四支小曲与之最为相似，其句数、板数 (拍 

数)、增板位置和句尾落音基本与《老八板》相同，是 

典型的 “八板体”结构。其次是河南板头曲 《高山流 

水》，在结构上兼有《老六板》同头合尾的再现因素和 

《老八板》的完整句式，是对原体基础的综合继承与 

更新。差别较大的是浙江筝曲《高山流水》，除句式结 

构的大框架外，在句尾落音和板数上对 “八板体”有 

较多突破。三首筝曲具体结构情况，前面已经分别阐 

述，结构上差异的形成与民间音乐流传的环境、保存 

的状貌、古筝独奏与母体(说唱、丝弦合奏)关系的疏 

密，以及主要传承人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角色等状况 

有直接的关系，此不赘言。 

3．除了结构和旋律之外，演奏技法也是体现筝 

曲风格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风格流派的传承 

人对演奏技巧与风格表现的关系历来十分重视 ，从 

不同角度总结出 “以韵补声”的基本规律 ，得到筝乐 

界的广泛认同。这三首 同名筝曲分属不同的流派系 

统 ，音乐韵律和风格上的细致差异 ，往往是通过不同 

演奏技法的运用或相同演奏技法的不同处理体现出 

来的。 

如摇指的运用：河南筝曲《高山流水》的摇指多 

采用 “大摇”，以腕部为运动轴心 ，力度较强 ，在连贯 

的发音 中带有一个强劲的音头。这种奏法与河南地 

方戏曲和说唱中强调把字头咬实有关，性格刚劲豪 

放，泼辣粗犷，具有明显的阳刚气质，恰好体现出河 

南筝曲“奋逸响”的传统风格特点。同名山东筝曲中 

的摇指，以右手拇指小关节运动为轴心，先 “劈”后 

“托”，发音清脆 ，节奏细密 、均匀 ，这一技术在第二曲 

《风摆翠竹》中得到集中体现。浙江筝曲《高山流水》 

第一个版本，十分强调保持民间朴拙、素雅的风格， 

以清弹为主，很少使用“密摇”、“花指”等手法。第二 

版本由于王巽之先生亲传，根据曲名作了较多发展， 

其第一部分《高山》，慢速、开阔，曲中摇指的运用除 

以腕部运动为支点外 ，还加有小臂动作的配合 ，密度 

增大，这一点不仅与山东筝曲区别明显，与河南筝曲 

也有分寸感的不同。 

左手按弦的吟、揉、滑奏和颤音技法，三首筝曲 

各有特点。河南筝曲中使用的大颤音，使本位音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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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幅度较一般颤音大，通常超过一个小二度。还有一 

种 “速按音”，弹奏时要求左手先将弦按至比本位音 

高或低的小二度，然后快速滑向本音 。这是以曹东扶 

先生为代表的河南筝派一种带有特色的技巧，对突 

出河南 民间音乐诙谐生动的风格有重要的点染作 

用。另外，乐曲中的上下滑音要求棱角分明、干净利 

落，乐谱上未加有吟、揉记号之处不可随意装饰。山 

东筝曲左手的吟揉按滑技巧主要体现在上、下滑音 

和重按音上，在滑奏时，上滑音多于下滑音 ，且上滑 

速度较快，重按音通常带有大颤。浙江筝曲滑音和颤 

音的应用相对较少，以保持其素雅、清淡的格调 。它 

的按滑常与其它技法同时混用，“大撮”即是其中最 

主要、最能显示浙江筝派特点的技巧。“大撮”用来演 

奏八度双音 ，弹奏者根据 自身的手指长短和弹奏习 

惯，或用中指，或无名指弹奏其中的低音，另两个高 

音则用大指的“连托”带按滑奏出。这一手法正是浙 

派《高山流水》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弹奏时要注意 

“大撮”发音的结实饱满 (用以表现“高山”的巍峨)， 

左手按滑音要圆滑准确。 

划弦是古筝常见的演奏技法，在这三首同名筝 

曲中使用亦各具特点：河南筝曲在表现 “流水”的奔 

腾飞泻时，破例地在传统乐曲中采用左手弹奏低音 

及大幅度划弦 ，对壮大音乐气势起了很好的作用。山 

东筝曲的划弦主要表现为“花指”，尤其在第三曲《夜 

静銮铃》中，大指在后半拍频繁使用 “花指”，模拟具 

有流水般清脆音色的銮铃声，轻巧而不张狂。浙江筝 

曲 《高山流水》第二版本后半部分表现 “流水”的形 

态，采用按滑与上、下行刮奏相结合，显得十分流 

畅。此时要求刮奏应将隐含于华彩中的旋律线条突 

出，食指的双抹和左手的上滑音要圆润连贯，两手配 

合灵敏。 

此外，一些特有的演奏技术，对风格的表现有直 

接的联系。如河南筝曲《高山流水》所采用的左右手 

揉弦间奏技法——在右手弹奏后，左手按弦两次，后 

半拍中指勾弦一次 ，与揉弦相交错。由于充分利用了 

筝弦震动的余音而获得特殊的效果，使河南筝曲的 

韵味更为浓郁，风格更加鲜明。 

古筝，是华夏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乐器之一， 

数千年来，筝乐传统深深蕴含于民间，随着时代与社 

会生活的变迁不断丰富与发展。在地域环境和历史 

文化传统源流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以及历代弹筝 

人的传承和创造下，不同流传地区的传统筝曲呈现 

出不同的风格色彩，逐渐形成了有一定艺术影响力 

的风格流派。本文选取的三首同名《高山流水》筝曲， 

便是这种传承、创造的生动体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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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转引自叶栋 《民族器乐的体裁与形式》第 l43—145 

页。 

③ 见《琴学入门》，姚丙炎演奏，许健记谱，载人民音乐出 

版社 1993年版《古琴曲集》第二集。 

④ 见 《百瓶斋琴谱》，张孔山传谱，顾梅羹演奏，许健记 

谱，出版同上。 

⑤ 成公亮 《山东派古筝艺术》，载 《中国古筝名曲荟萃》， 

上海音乐出版社 1993年 11月版，第 261—27O页。 

⑥《中国音乐词典》，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4年 1O月版，第 

338页。 

⑦ 于林青《曲艺音乐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3年 7月 

第一版，第 177页。 

⑧ 见《中国古筝名曲荟萃》第 3页。 

⑨ 吴赣伯、项斯华《中国筝乐的源流与风格》，载《中国古 

筝名曲荟萃》第 256---260页。 

⑩ 北京乐器学会 ·朝阳 96中国古筝艺术节组委会编印 

《古筝曲集》(内部交流资料)第 29--3O页。 

⑩ 乔建中 《土地与歌》，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71页。 

⑥ 孙文妍 《执著追求，刻意创新——浙江古筝家王巽 

之》，载向延生主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第一卷，春风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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