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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视域下的传统筝乐
刘禹含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

摘要：中国的艺术以“写意”作为表达的途径，体现着道骨、

儒理、佛表的艺术精神，追求静虚无为、物我混一、纯属天籁的

艺术境界。虽然现代筝乐由于受近代西方作曲技术、浪漫主义音乐、

古典主义音乐以及 20 世纪下半叶实验艺术的影响，古筝在形制、

弦制、技法、作品、音响、人文美学、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

巨大的改变，但传统筝乐的怀、忆、思、念的风格特点，是通达

中国艺术所追求的最佳境界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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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作为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乐器之一，有着悠久的历

史、深厚的文化、独特的音韵、众多经典的作品，被誉为“群声之主，

众乐之师”。又因它上圆下平与天地相似，琴板上架有十二个雁

柱又与十二月相和，所以古人常把古筝比作“仁智之器”。认为

它是智慧的化身，用以寄意情思、抒发忧患。

筝的沿革是跟随着历史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审美观念的

变化而变化的，就像艺术的发展史不是技术的发展史，而是审美

观念迁流变革的历史。古筝这门民族艺术之所以能够逐渐地发展

壮大，不断地推陈出新，就是因为它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

一、传统筝派

筝，是我国最传统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弹拨乐器之一。随

着历史的更迭，朝代的演变，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人口的大量

迁徙，秦筝由东逐渐南移，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茫茫九

派流中国”的格局。无论如何，因生长于不同的地理文化背景，

都形成了独具风韵且较为完整的筝乐艺术，这样丰富的筝乐多元

化，对古筝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意义深远。

（一）“中洲古调”河南筝

中州是河南的古称，所以河南筝乐又称“中州古调”。在付

玄《筝附序》中对河南筝曲的评价是“曲高和寡，妙技难工”。

说明河南筝曲有其独特的音韵，且技法复杂。筝曲大多依附于河

南大调曲子及河南曲剧。大调曲子起源于明、清时期，主要依附

于当时流行的俗曲和形成于 18 世纪中叶的鼓子曲。筝曲的音调

构成极像中州的方言，变音使用居多，清角音使用较少，常用七

声古音阶的排列方式，也类似于三分损益律法。在变音的使用上，

二变音高常按至近于宫音和徵音。板式结构快慢特征明显，并且

抑扬顿挫，风格古朴，铿锵有力。代表曲目有《上楼》《风摆翠

竹》《闹元宵》等。

（二）“齐鲁大板”山东筝

鲁筝主要流传于鲁西南地区，有着“山东尚为齐鲁地，东有

扬琴西有筝”的传说，也有“筝琴之乡”的美誉。鲁筝依附于山

东当地戏种，其中包括民间音乐、吕剧、琴书。山东筝曲的乐曲

定调以宫调式为主，并以八板曲式编组而成，当地人也称之为“碰

八板”，且每首乐曲都有固定的板序和速度。在演奏技法上，大

指使用最为频繁且多为小关节，因此刚劲有力；大轮指、小轮指、

花指奏法，加以大指的下行连“托”，也会频繁出现。左手在技

法上点按音速度快，滑音深厚，韵味铿锵深沉，刚柔并蓄。代表

曲目有《四段锦》《大八板》《玉连环》等。

（三）“武林逸韵”浙江筝

浙江筝又称武林筝或是杭筝，流行于浙江江苏一带。传统的

浙江筝只有十五弦，身长 110 厘米，桐木，筝尾向下倾斜，坐势

或立势弹奏。由于筝为当地说唱音乐“杭州滩簧”伴奏，受其基

本唱腔板式慢板、快板、烈板的影响，逐渐形成了极具演奏特色

的“四点”演奏手法。其大部分作品也遗存了江南丝竹音乐的细

腻、绮丽、优雅的音质特点。代表作品有《云庆》《四合如意》《月

儿高》等。

（四）“韩江丝竹”潮州筝

潮州筝主要流传于沿海潮汕地区，一部分筝曲主要源于潮州

“细乐”，另外一部分筝曲来源于当地潮音戏。潮州筝乐采用潮

州音乐的二四记谱的方式，多用 F 调定弦。在音调上受闽南语及

其唱腔的影响，在轻、重、活、反四种变化上形成了轻六、重六、

活五等曲调；在曲中重视板式变奏，并有独特的变奏方法，以此

形成了潮州筝乐独有的音韵。代表曲目有《平沙落雁》《粉红莲》

《浪淘沙》《西江月》《寒鸦戏水》等。

（五）“汉皋遗韵”客家筝

客家筝源于广东汉乐。客家筝多用工尺谱，其乐曲主要来源

于“大调筝曲”和“串调筝曲”。“大调筝曲”是汉乐中的丝弦乐曲，

串调筝曲则是民间的戏曲曲艺音乐。又分别将这些乐种分为“软

套”“硬套”和“反线”。技法上，客家筝曲多用中指演奏，因

此指力铿锵音色厚实。大调筝曲皆为八板体结构，曲调活泼明亮。

调式音阶分为软套及硬套。软套曲中 Fa、si 音较多，左手吟、揉、

按、滑等技法较为复杂。代表作品《蕉窗夜雨》《出水莲》。

（六）“真秦之声”陕西筝

筝界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一个重要的收获就是陕西筝派的复

兴。其乐曲的来源有三种，第一种是当地榆林流传下来的小曲；

第二种是根据西安鼓乐古谱编订的乐曲；第三种是根据秦腔、眉

户改编创作的现代作品。陕西筝曲的曲调源于秦腔与多种戏曲，

所以在曲调上，不同种类变音的游移性是陕西筝乐最大的特点。

既可以表现秦腔气势如虹、慷慨激昂的英雄气概，也可以抒发碗

碗腔那温言软语如泣如诉般楚楚动人的儿女情。代表曲目有《秦

桑曲》《三秦欢歌》《香山射鼓》《绣金匾》等。

二、传统筝乐的表现形式

（一）传统筝乐的元素内容特征

传统筝乐作品的标题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常常以其地名或

是具有其地域代表的字节作为乐曲的标题。由于传统筝乐孕育于

民间，所以从内容的选取上来看，多以改编地方音乐为主，除此

之外也有写景、抒情、叙事的题材；曲调饱含地域文化环境的特

性，内容题材具有十分鲜明的可识别性；另外传统乐曲也会与当

地的民歌戏曲诗词等元素相结合。作品篇幅大多短小、精湛。传

统乐曲左手做“韵”的修饰是贯穿全曲的，这是传统音乐的精华，

也是现代音乐的缺失。节奏上散整结合，会有一种自由的随意感。

音乐特征代表着音乐谱曲的思维方式，传统作品在内容上重

在意的生成而不是物的描绘。托物言志或是借景抒情也不过是手

段，终究抒发的是一种心境，表达的是一种感情，体现的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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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怀，这就是传统音乐内容上独特的规律和特点。

（二）传统筝曲曲式结构特征

1. 曲调特征

传统筝乐区别于现代筝乐的重要标志，就是传统筝曲采用的

是五声调式的定弦，及以“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的重

复排列作为古筝的定弦方式。在筝面上没有 fa 音与 si 音，需要通

过左手的按变音来体现。传统筝乐的乐曲结构包括，单体结构、

变体结构、对比连体结构以及变奏曲式结构。

潮州筝曲的曲速三变，运用的就是变奏曲式，包含二板、拷板、

三板。山东筝曲《四段锦》就是典型运用套取曲式结构，涵盖四

首小乐曲，《清风弄竹》《山鸣谷应》《小溪流水》与《普天同庆》。

像在传统作品中，这种“散 - 慢 - 中 - 快 - 散”的速度布局也被

称为是联曲性套曲结构。

2. 节奏特征

节奏的非均分性是传统乐曲区别于西方乐曲最大的特征。传

统作品的节奏为散整结合的形式，散板为整板带来气氛以及情绪

上的烘托，也给演奏者时间空间上的自由。“自由”，是传统作

品赋予演奏者最大的珍贵，也是全曲最为生动的体现，类似于戏

剧中的“无板无眼”。

散板部分一般位于乐曲的开头或是结尾。开头的部分我们也

称为乐曲的引子，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即兴成分，这种弹性的节奏

以及零散的处理方式，使艺术的表现力更加丰富。一首作品最为

灵动的部分就是作品中最自由的部分，因为不拘于形才能彰显其

生动。根据音乐的节拍变化，技法上的表现方法一般为由慢渐快

由弱渐强层层递进。也可以说成虚实相生，过渡进入。到整板的

段落，节奏一般变为均分的形式，均分又分为功能性的均分律动

与非功能性的均分律动。“有板有眼”就是功能性的均分律动，

旋律听起来工整，强弱拍排列规律，反之则是非功能性均分律动。

三、传统筝乐演奏技法

（一）右手演奏技法

技法是器乐演奏的基本保证，也是展现乐曲的基本途径。同时，

不同的技法特点也形成了不同的演奏风格。在传统筝乐演奏中，“右

手司弹，左手司按”，是不变的定律。右手负责弹拨，活动于琴

码的右侧，是古筝发音的来源。以中指“勾”，大指“托”，食

指“抹”，这三种技法的单独使用、相同指法的连续使用、不同

指法的相互组合使用，构成了传统筝曲基本演奏技法的核心。就

指法的难易程度而言，由于传统筝乐旋律简明，节奏缓慢，很多

时候也并没有正规乐谱，以口传心授或是即兴发挥作为演奏方式，

所以配合乐曲使用的技法自然也不复杂。

（二）左手演奏技法

左手主要的按音技法有按变音、点音、滑音、颤音、泛音。

由于古筝是五声音阶，所以最典型的按音是 mi 升高到 fa，la 升高

到 si。颤音则是使原音做稍高或稍低的变化，也就是说颤音的变

化音高相对滑音来说程度要浅。根据颤音的幅度、力度的不同也

分为微颤、重颤、揉弦等不同的形式。点音最主要的特点是按弦

的速度快且力度轻，使得音韵的变化迅速。泛音的目的是发出比

有效音高高八度的音高；它的方法是在弦长的 1/2 或 1/4 处用左手

做点。

各个派别都有其特殊的“补韵”方式，这也是它们彼此区分

的原因。例如潮州筝的左手“做韵”技法，是所有流派中最别具

一格的。它可以通过改变左手的按变音，达到不同种类调式和音

阶相互组合的效果。也可以同时运用大指和中指的“八度同按”

技法，使得音响效果更为丰富。山东筝派乐曲风格欢快，所以滑

音速度比较快，并且乐曲中“上滑音”的数量多于“下滑音”的

数量。河南筝曲为表现其情绪的激烈硬朗，在乐曲中少有单音的

重复使用，大多在尾音处配合按音的使用产生其变奏的效果；并

且重颤和轻颤也是伴随着乐曲的需要频繁使用，重颤音通常要超

出一个小二度，轻颤幅度小，但密而细，利用肌肉瞬间紧张产生

的抖动，非常适合表现悲伤的情绪。并且河南筝曲中速滑音的演

奏方法及音响效果十分特别，在弹奏时左手先将弦按至需要的音

高，右手弹奏后，将按指放松使音高降低小二度，然后再滑至原

音高，在过程中要求的时间极短。这种滑音的音响效果，像极了

中州方言。陕西筝曲是所有筝派中运用“苦音”也就是微 #F 微降

si 最惟妙惟肖的，可以把悲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丰富的左手

施韵技法是传统筝乐重要的财富。

四、传统筝乐的美学特征分析

（一）技法与表现

技法是展现表达一首乐曲最基本的途径。传统作品相对于现

代作品而言技法上显得十分简单，但就笔者而言，音符越简单，

发出每一个音才越是不能有任何瑕疵，无比珍贵也不可替代，很

多“韵”的生发就是在音高准与不准中产生的艺术效果。越是没

有明确的标准，才越是考验演奏者的演奏功力。

（二）形式与内容

传统筝乐的创作以及内容与形式，都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与中国的语言、诗词、戏曲、说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

传统音乐，自古就将横向发展的旋律线条作为创作音乐的思维方

式，追求表达的时间性和流向性，展现富有韵律感的音响效果。

并且在旋律中发掘音乐的表情、音乐的变化个性、内心的张力；

同时运用虚实变化、强弱变化、快慢变化等方法来诠释乐曲的起

伏与动感。

（三）民族性与现代性

中国传统的艺术门类，无论是民歌、戏曲、说唱、器乐均以

做“韵”为表达的核心，也是中国民族艺术的生命所在。以时间

的线条感为中心，旋律独立，在深邃感、空灵感、律动感中也就

形成了“韵”。古筝的音色是以“点”为中心，是“颗粒性”的

乐器，将点与点进行串联，通过气息的蕴动连成了线。这就是“韵”

的诠释，“意”的生成。乐曲的感染力不止来源于主题本身，而

是在旋律中流淌的意韵。这应该就是所谓的“意韵萧然，得于声外”。

五、结语

从古至今，艺术的发展史不仅是技术的发展史，更是审美观

念迁流变革的历史。任何鲜活且富有生命力的艺术都必须在不断

地继承创新中发展。就像筝的沿革就是以传统筝乐为底基进行变

化，跟随着历史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审美观念的变化而变化的。

传统筝乐是民族音乐的瑰宝，是古筝艺术的瑰宝，用最简单的音符、

最直白的表达、最简洁的技法，演奏出淳朴却最直击人心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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