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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筝 ,是我国最古老的弹弦乐器之一。自春

秋战国以来的两千多年时间里 ,广泛流传于华夏

大地 ,它不仅以古雅的音韵 ,多姿多彩的风格令人

们喜爱 ,更以其旺盛的生命力 ,浸润着我国悠久的

历史和文化 ,我国的古代文化有四书五经楚辞汉

赋 ,有唐诗宋词元杂剧 ,还有明清戏曲小说 ,这些 ,

都代表着它们所属的那一时期文化的最高成就 ,

它们不但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领域 ,也深深

影响了音乐领域 ,筝乐当然也在其中。

在《战国策. 齐策 》里 ,有“临淄甚富而实 ,其

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筝 ⋯⋯”的记载 ,侯瑾

的《筝赋 》中也有“急弦促柱 ,变调改曲。⋯⋯雅

曲既阕 ,郑卫仍修。新声顺变 ,秒弄优游。⋯⋯移

风易俗 ,混同人伦 ,莫有尚于筝者矣。”由此看出 ,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 ,民间就流行弹筝了。人们不

仅用它表达情感、陶冶性情 ,更认识到了它传扬美

德、移风易俗的功用 ,也正因如此 ,历史上的许多

人物、事件 ,都能在筝曲中窥见一斑。

《古今注 》里 ,有这样一段文字 :“邯郸女子 ,

秦氏罗敷 ,出采桑于陌上 ,赵王见欲夺之 ,罗敷乃

弹筝 ,作《陌上桑 》以自明。”这便是史称“秦氏罗

敷 ,巧善弹筝 ”的记载 ,这大概也是较早的有关筝

的故事了。遗憾当时罗敷弹奏的筝曲没能流传下

来 ,否则 ,我们便得以聆听几千年前的筝声了。

古曲《广陵散 》也出自这时期聂政刺韩王的

故事。据《琴操 》所载 ,聂政是战国时期韩国人 ,

其父为韩王铸剑误期而被杀。为报父仇 ,遂上泰

山刻苦学琴 ,十年之后 ,漆身吞炭 ,改变音容 ,返回

韩国 ,在离宫不远处弹琴 ,高超的琴艺使路人止

步 ,牛马停蹄。韩王得悉后 ,召进宫内演奏 ,聂政

趁其不备 ,从琴腹抽出匕首刺死韩王。为免连累

母亲 ,便毁容死去。[ 1 ]《广陵散 》所表现的正是这

个故事所具有的悲壮、慷慨及英雄豪迈之气。据

考证 ,此曲在东汉末年就流行于广陵地区 (今安

徽省寿县境内 ) ,曾用琴、筝、笙、筑等乐器演奏 ,

是极有代表性的古曲之一 ,它磅礴的气势 ,独特的

风格 ,庞大的结构 ,都反映出我国古代音乐家对乐

曲内容出神入化的刻画和对乐器技巧炉火纯青的

运用。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了统一的多民

族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 ,为了巩固秦王朝 ,

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如 :筑万里长城、

凿灵渠、征岭南、徙富豪、堕城防、修驰道等 ,使中

国开始了真正的强大和昌盛。但他在实施这些大

政的同时 ,也使用了一些极端暴虐的手段 ,致使民

不聊生 ,怨声载道。陕西筝曲《姜女泪 》便是这一

时期人民生活的写照 :孟姜女与范杞良是一对新

婚夫妇 ,可丈夫被逼抓去修长城 ,妻子牵挂丈夫 ,

千里送寒衣 ,路经苏州浒墅关时被守关吏卒刁难 ,

无法过关 ,孟姜女就把自己的悲惨身世编成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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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唱 ,终于感动了吏卒 ,开关放行。[ 2 ]这个故事在

陕西郿鄠音乐中的“长城调 ”、“哭长城 ”等曲段有

所反映。经连缀改编后 ,表现了孟姜女悲怨、哭

诉、愤懑的心情。由唐张祜《听筝 》诗“十指纤纤

玉笋红 ,雁行轻遏翠弦中 ,分明似说长城苦 ,水咽

云寒一夜风 ”来看 ,在一千多年前 ,筝曲已有《哭

长城 》。《姜女泪 》是在陕西郿鄠音乐的基础上创

作的 ,曲中“4”、“7”是两个特性音 ,在演奏中“4”

音偏高 (接近于升 4) ;“7”音偏低 , (接近于降 7)。

另外 ,凡“7 6”、“4 3”的连续进行都带滑音 ,由此

形成了乐曲独特的韵味。

曲中还多处运用了右手连续托劈配以左手重

颤 ,特别是左手大指与食、中、名指的交替按弦手

法 ,充分体现了陕西筝的弹奏特点 :

　　这种如泣如诉的效果 ,幽怨、悲愁的情绪 ,很有

“凄凄切切断肠声”,“指滑音柔万重情”的意味。[ 3 ]

楚汉战争可以说是我国史册中最扣人心弦、

最大气磅礴的篇章之一了。公元前 202年 ,刘邦

与项羽饮血为盟 ,誓不再战 ,广大百姓无不欢呼雀

跃、奔走相告。可就在这时 ,刘邦却悄悄在垓下设

下埋伏 ,要围歼项羽。当项羽率兵经过垓下时 ,因

为猝不及防而被死死围困 ,楚军眼看没有生还的

希望 ,士气低落 ,汉军就势高唱楚歌 ,彻底击垮楚

军的斗志 ;在经过了几次恶战后 ,楚军几乎全军覆

没 ,项羽带着余下的二十几个勇士 ,冲出重围来到

乌江边上 ,又一番激战后 ,只剩下了他一人 ;这时

他不禁仰天长叹 ,想自己带着八千子弟兵横扫中

原 ,敌人闻风丧胆 ,可如今却是如此结局 ,怎有颜

回去见江东父老 ? 于是拔剑自刎 ,结束了仅 32岁

的年轻生命。刘邦与项羽的垓下之战 ,被各种各

样的艺术形式表现过 ,而表现项羽悲壮失败的浙

江筝曲《霸王卸甲 》,虽是由琵琶曲移植而来 ,却

不能不在这介绍一下。乐曲具有我国传统戏曲及

章回小说按故事情节发展的陈述方式 ,共分十四

段 :营鼓、升帐、点将、整队、排阵、出阵、接战、垓下

酣战、楚歌、别姬、鼓角甲声、出围、追兵、众军归

里。依次表现了大战前的准备 ,激烈的战争场面

和战争的结局 ,描写了项羽被围垓下 ,在四面楚歌

声中突围而出 ,至乌江自刎的情景。开始的“营

鼓 ”出现在低音区 :

　　这一段着力渲染了低沉悲壮的气氛 ,暗喻了 乐曲悲剧性的色彩。“楚歌 ”声声 ,是通过长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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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连续刮奏的技法 ,奏出悲切凄凉、绵绵不断的 曲调 :

　　节奏自由的旋律通过渐强渐弱的力度变化 ,

如诉如泣 ,令人愁肠寸断 ;“别姬 ”的旋律 ,则以短

小的句幅相对答呼应 ,急促的音调和按滑音的演

奏 ,更深刻地表现了项羽于四面楚歌声中诀别虞

姬的凄切心情 [ 4 ]
:

　　乐曲大量运用了浙江筝特有的快四点、摇指、

左手划弦、点弹、双手撮等弹奏技巧 ,淋漓尽致地

表现了乐曲内容 ,全曲对“力拔山兮气盖世 ”的西

楚霸王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和赞颂。

在汉王朝四百多年的沉浮中 ,“西域 ”一直是

历代帝王关注的地域 ,而汉朝的历史 ,也交织着与

西域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最熟悉的故事如昭君

出塞、苏武牧羊、文姬归汉等都发生在那个时代 ,

而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都能在筝曲中觅得踪影。

王昭君原名王嫱 ,本是宫人 ,为了实施对西域的和

亲政策 ,汉元帝将她嫁与呼韩邪单于 ,这在当时对

加强民族关系 ,缓和边界冲突具有重大意义。可

王昭君身处异乡 ,远离亲人 ,对故土的怀念使她饱

受了思乡之苦 ,古朴典雅的客家筝曲《昭君怨 》就

是以徐缓的节奏 ,丰富、细腻的左手揉滑技巧表现

这种思乡情怀的。宋代词人张孝祥有《菩萨蛮 》:

“琢成红玉纤纤指 ,十三弦上调新冰 ,一点入云

声 ,月明天更青。忽忽莺语啭 ,待寓《昭君怨 》,寄

语莫重弹 ,有人愁倚栏。”⑷由此可见 ,《昭君怨 》

在宋朝就是人们常弹的曲目了。

河南筝曲《苏武思乡 》更是细腻地描述了汉

臣苏武出使匈奴 ,被扣留十九年 ,始终坚定不屈、

忠汉不一的著名故事。乐曲一开始采用了深沉、

抑郁的曲调和缓慢的节奏 ,使人们似乎看到在冰

天雪地的北国 ,已近暮年的苏武步履艰难地放牧

在北海边 ,同时也表现出了苏武远离中原 ,独在他

乡的苦闷心情 :

　　乐曲的后半段曲调渐趋明朗、激昂 ,表达出苏

武对汉朝壮丽山河的怀念与向往 ,以及决心排除

万难 ,重返中原的坚强意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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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曲结束时 ,多次出现了用苍劲有力的扣指

奏出的低沉愤懑的音调 ,表现出苏武对匈奴统治

者的愤怒反抗和至死忠于汉朝的崇高民族气

节 [ 5 ]
:

　　乐曲在指法运用上 ,或是 婉欲绝的走吟 ,或

是悲壮苍凉的重颤 ,莫不和曲调曲情浑然一体 ,描

摹情态 ,刻画入微 ,集叙事、状物、抒情于一体。在

演奏风格上 ,浑厚纯朴、浓郁酣畅 ,感人肺腑。

蔡文姬是汉朝文学家、古琴家蔡邕的女儿 ,既

博学能文又善诗赋音律 ,不幸在战乱中被掳掠至

西域 ,留居南匈奴与左贤王为妃 ,一呆就是十二

年 ,尽管在那有了丈夫和儿女 ,可强烈的思乡之情

还是常常萦绕在她的心间 ,令她感到痛苦和凄凉。

后来 ,曹操派人把她接回 ,她写了一首长诗 ,叙唱

自己悲苦的身世和思乡别子的情怀 ,这便是著名

的“胡笳十八拍 ”。山东筝曲《文姬思汉 》所反映

的正是她在匈奴留居时思念故土和亲人的悲愁思

绪的 ,乐曲运用了左手按、滑、揉、颤的技巧 ,以山

东筝率真的风格和质朴的旋律表达了她对故乡和

亲人的怀念。

悠悠史册中 ,唐朝应该是我国历史上最为辉

煌的朝代之一了 ,其繁盛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 ,

对周边各国及后世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当时 ,唐

中央政府对各少数民族地区行使有效管辖 ,各民

族间的密切联系进一步加强 ,唐太宗时 ,土蕃首领

松赞干布娶文成公主 ,唐中宗时 ,唐又以金城公主

嫁吐蕃王弃隶松赞。这些事件 ,都成为艺术家创

作的源泉。以这段历史为背景的河南筝曲《陈杏

元和番 》、《陈杏元落院 》是两首姊妹曲 ,乐曲取材

于戏曲故事《二度梅 》,描写唐代吏部尚书陈日升

之女陈杏元受奸臣卢杞陷害前往北国和番 ,行至

雁门关时 ,她借拜昭君庙为名 ,在落雁坡企图投涧

自尽 ,但恰好落入邯郸节度使邹伯符院中 ,陈杏元

被救后 ,像邹夫人倾诉了自己不幸的遭遇。前曲

深沉感人 ,运用了重颤、游摇及缓缓而起的下滑音

等技巧 ,描述了主人公怨恨、愤懑的情绪。后曲则

低沉、 切 ,音调起伏多变 ,戏剧性地描绘出陈杏

元亦泣亦诉的情景。[ 6 ]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 ,男婚女嫁都是

由父母包办或依媒妁之言的 ,他们没有自己选择

的自由 ,当然更谈不上爱情了。为此 ,不知酿成了

多少悲剧。由元代剧作家王实甫改写的《西厢

记 》,就是通过相国小姐崔莺莺与穷书生张生的

爱情故事 ,有力地抨击了封建社会的虚伪、腐朽 ,

热情歌颂了追求婚姻自由和幸福生活的男女 ,表

达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的美好愿望。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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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上楼 》、《下楼 》这两首乐曲就取材于《西厢

记 》的故事 :《上楼 》描写聪明善良的丫环红娘得

知老夫人同意张生与莺莺的婚事时 ,兴高采烈 ,心

情愉快地匆匆上楼 ,急忙将此事报与莺莺的情景。

曲调欢快、跳跃、表现了红娘活泼、伶俐的性格。

《下楼 》则描写莺莺听到这一消息后 ,满怀喜悦 ,

心情激动 ,飘然下楼的情景 ;乐曲旋律轻盈、欢畅、

明快 ,令人愉悦。这两首乐曲可联奏 ,也可分别演

奏。[ 7 ]

王巽之、陆修棠根据昆曲《宝剑记. 夜奔 》为

题材改编的筝曲《林冲夜奔 》,作于上个世纪 60

年代 ,是现代乐曲中表现古代故事较有影响的曲

目之一。乐曲以刮奏开始 ,紧接着好似两声沉重

的叹息 ,然后右手以摇指奏出自由而富于戏剧性

的旋律 ,描绘了禁军教头林冲为奸贼所害 ,被迫出

走 ,苦闷彷徨 ,百感交集的心绪 :

　　接下去乐曲转入快板 ,以急促有力的弹奏表

现了林冲在这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匆匆赶路 ,直奔

梁山的情景 :

　　暴风雪则以激烈的刮奏、密集的摇指和左手

的颤滑音表现出来 ,这一段 ,向我们展现了林冲在

行进途中遇到的艰难险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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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乐曲以充满律动的曲调 ,表现出林冲向 梁山急进的情景 :

　　乐曲运用了大量双手技法及左手的波音按

滑 ,生动细腻地刻画了林冲的心理变化 ,表现了他

既愤怒绝望 ,又坚定顽强 ,从心理上描写了他抛弃

幻想、毅然反叛腐败朝廷奔向绿林梁山的过程 ,表

现了主人公顽强不屈的精神风貌。

作曲家何占豪于 1992年创作的古筝协奏曲

《临安遗恨 》,是较为大型的现代古筝乐曲 ,取材

于传统乐曲《满江红 》的旋律素材 ,表现了南宋民

族英雄岳飞被奸臣陷害 ,囚禁在临安 (今杭州 )狱

中 ,在赴刑场的前夕 ,他对社稷面临危难的焦虑 ,

对家人处境的挂念 ,对奸臣当道的愤恨 ,以及对自

己精忠报国却无门可投的无奈而引发的感慨。岳

飞的词《满江红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此曲

所表现的内涵 :“怒发冲冠 ,凭栏处 ,潇潇雨歇。

抬望眼 ,仰天长啸 ,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 ,

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 ,白了少年头 ,空悲切。

靖康耻 ,犹未雪 ;臣子恨 ,何时灭。驾长车 ,踏破贺

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待

从头 ,收拾旧山河 ,朝天阙。”乐曲共分七段 ,在钢

琴悲壮的前奏后 ,古筝一进入即采用强有力的和

弦与左手大幅度刮奏相结合 ,继续渲染悲愤的情

绪 ,确定了音乐内容表现的基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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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用长摇奏出哀伤的旋律 ,在力度、音

色、节奏上形成对比 ,由慢到快 ,由弱渐强 ,表现了

身处牢狱的岳飞肩扛枷锁 ,脚戴铁镣 ,仍然忧国忧

民、坐卧不安的焦虑之态 :

　　乐曲主题段是把《满江红 》的素材加以发展 和衍变 ,并在全曲中贯穿 :

　　淳厚的曲调 ,既展现了英雄豪放的性格特征 ,

又揭示了主人公内心复杂的情感。接下来乐曲情

绪一转 ,把我们带到了战马奔驰的古代疆场 ,快

速、激昂的音乐描绘了将士们为保卫江山社稷而

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壮烈场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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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情绪达到高潮时 ,音乐嘎然而止 ,钢琴以极

弱的音响引出古筝的一段柔板 ,如诉的旋律寄托

了岳飞对慈母和家人的眷念 ;转而轻快的曲调表

现了主人公对昔日与家人欢聚情景的回亿。突

然 ,刑场一阵擂鼓的巨响 ,将主人公从美好的思绪

中拉回现实 ,曲作者在这一段采用协奏曲常用的

华彩段演奏方式 ,给了演奏者更广阔的发挥空间 ,

充分表达了主人公就义前既伤感又愤恨的复杂情

感 :

　　最后一段是主题再现 ,旋律在转换的调性上

奏出 ,哀婉平缓的曲调寄托了我们对英雄的追

思。[ 8 ]这首乐曲是大型交响乐队与古筝合作的有

益尝试 ,作者运用了作曲法的诸多手段 ,既突出了

古筝抒情典雅的特点 ,又尽显了管弦乐队庞大雄

浑的气势 ,把“壮志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匈奴

血。”的英雄豪气和“待从头 ,收拾旧山河。”而壮

志未酬百般遗恨的复杂情感充分展现出来。

辛弃疾是南宋继苏轼之后著名的豪放派词

人 ,他的词气魄雄伟 ,词锋刚健 ,以强烈的政治热

情、豪爽的英雄本色和充沛的创作能力 ,多样的艺

术风格 ,开拓了词的境界 ,把词的表现能力引向了

更广阔的社会和人生。1985年由周雪石创作的

现代筝曲《 英雄泪 》,曲名就取自于辛弃疾《水

龙吟 》中的尾句。原词是这样的 :“楚天千里清

秋 ,水随天去秋无际 ,遥岑元目 ,献愁供恨 ,玉簪螺

髻。落日楼头 ,断鸿声里 ,江南游子 ,把吴钩看了 ,

阑干拍遍 ,无人会 ,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 ,尽西

风 ,季鹰归未 ? 求田问舍 ,怕应羞见 ,刘郎才气。

可惜流年 ,忧愁风雨 ,树犹如此。倩何人 ,唤取红

巾翠袖 , 英雄泪 !”乐曲意在抒写英雄一腔抱负

无从实现的失意和感慨。第一部分的慢速旋律 ,

充满了内在张力。音乐吸取河南豫剧中的一些素

材 ,并运用作曲手法进行了提炼。流畅的旋律犹

如戏曲中的行腔贯穿其中 ,多次出现的七度下行

跳进则表现了英雄的失落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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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快速的第二部分中 ,旋律多处在较低的音

区 ,密集的音符、切分音和连续附点组成的飘忽不

定的节奏律动 ,不时在高音区奏出的模仿戏曲中

打击乐的音响 ,以及左手压弦发出的不谐和效果 ,

形象地表现了英雄胸怀鸿鹄之志却又报国无门的

焦虑和感触 [ 9 ]
:

　　像这样的人物 ,历史上又何止岳飞、辛弃疾 ?

说到这 ,倒不得不叫我们“ 英雄泪 ”的同时 ,而

更加庆幸自己所生活的年代了。

中华文明绚丽灿烂 ,五千年的历史长河 ,不知

涌现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迹 ,可嗟可叹的人物 ,人

类的爱恨情仇 ,朝代的更替转换 ,皆化作滔滔波澜

久久回荡在人们心间 ,而历史的惊涛骇浪还在继

续奔涌 ,引领我们去感受、流连、体验、思考 ,我们

也透过音乐这种超越时空的艺术 ,去领略华夏文

化独有的气质。而古筝发展到现在 ,早已是“促

调移轻柱 ,乱手度繁弦。”“珠联千拍碎 ,刀截一声

终。”的具有极强表现力的乐器了。让我们一起

乘着筝乐的翅膀去遨游古老中国丰厚的历史和文

化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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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 ing Back to the Source of Zheng M usic
L IU Fang

(M usic School, Guizhou N orm a l U 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01, Ch 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and analysis of features of techniques, historical backgrounds, char2
acters, events and the genres of p laying the instrument, this paper narrates cultural sources in which ancient

zheng music and history were inseparable. The development of zheng inherits and records history, and histo2
ry, on the other hand, p 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zheng. Learning to p lay zheng may help us understand

history,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may exp ress the artistic concep tion of the music more effectively while

p l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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