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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称筝为古筝
,

是因为其年代的久远
。

筝在战国时代就已经流行于今天

的陕甘一带
。

史记
·

李斯柬逐客书 》中有如下的记载
”

夫击瓮叩击
、

弹筝
、

搏脾

而歌乎呜呜快耳 目者
,

真秦之声也
” 。

筝除在秦国尤盛外
,

还远流他地
,

并有着相

当普遍的发展
,

比如齐国
。

在 战国策
·

齐策 》中有如下记载
”

临淄甚富而实
,

其

民无不吹竿
、

击筑
、

弹筝
” ,

这足以见得筝在齐鲁大地的流行之况了
。

正是由于流

传地域的不同
,

才有着
”

秦筝
”

即陕西筝
、 ”

齐筝
”

即山东筝 等诸多称谓
。

据说
,

筝在东晋时期传入了建康 今南京
,

当时多用于为
”

江南吴歌
” 、 ”

荆楚

西曲
”

作伴奏
。

如《乐府诗集
·

上声歌 》中曰 ”

初歌子夜曲
,

改调促鸣筝
, 四座暂寂

静
,

听我歌上声
” 。

筝在南朝流行甚为广泛
,

上至宫廷豪门
,

下至民间百姓
,

都有受

众
。

梁
·

简文帝萧纲作 筝赋 》
,

称筝为
”

鸣筝
” ,

诗曰
”

听鸣筝之弄响
,

闻兹弦之

一弹
。

足使游子恋国
,

壮士冲冠
。

⋯ ⋯
”

至唐代
,

筝的盛名见诸诗词
,

而且是以多种

有趣味
、

有涵养的别名形式出现
。

提起唐代大诗人 白居易
,

我们会立刻想到他著名

的《琵琶行 》
。

在音乐方面
,

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乐评家
,

对多种乐器如琵琶
、

筝
、

萃革等的演奏进行过品评
,

他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筝家
。

在弹筝自娱
、

品评筝乐的

同时
,

还为筝这一乐器留下 了绝妙的诗篇
,

如《听崔七妓人筝 》中写道
”

花脸云

餐坐玉楼
,

十三弦里一时愁
” 。

唐代李端在《听筝 》诗中云
”

鸣筝金粟柱
,

素手玉

房前
。

欲得周郎顾
,

时时误拂弦
”

李白在《春 日行 》中也提及了
”

鸣筝
” , 日

”

佳

人 当窗弄白月
,

弦将手语弹鸣筝
” ,

此外他在 邯郸南亭观妓 》一诗中写道
”

清筝

何缭绕
,

度曲绿云垂
”

常建在其 高楼夜弹筝 》诗中称筝为
”

玉筝
” ,

原句为
”

明

月照人古
,

开帘弹玉筝
”

卢纶《宴席赋得姚美人筝歌 》诗中则有
‘’

出柬仍有钢筝

随
”

的句子
。

唐代是古筝艺术发展的一个辉煌时期
,

唐人不仅仅欣赏筝乐
,

还常常

借筝乐来表达 自己的情怀
,

抒发情思
,

其中也不乏悲怨的情趣
,

但总体上来说
,

唐

代筝乐是清丽俊逸的
,

这与她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关
。

南唐后主李商隐也有题筝诗
,

但未免有些哀伤的情调 了
,

在《无题 》诗中
,

他写道
”

何处哀筝随急管
,

樱花永巷

垂杨崖
” 。

这种哀风一直延续到宋代
,

缠绵幽怨
,

以至催人泪下
。

宋代张先有著名

的《菩萨蛮 》一词
,

写道
”

哀筝一弄《湘江曲 》
,

声声写进湘波绿
。

纤指十三弦
,

细

将幽恨传
。

当筵秋水慢
,

玉柱斜飞雁
。

弹到断肠时
,

春山眉黛低
”

词人吴文英在

《莺啼序
·

春感晚怀 》中则道
”

· ·

⋯书中长恨
,

篮霞辽海沉过雁
。

漫相思
、

弹入哀

筝柱
。

伤心千里江南
,

怨曲重招
,

断魂在否
”

晏殊在其词《蝶恋花 》称筝为
”

铀

筝
” ,

日
”

谁把铀筝移玉柱
,

穿帘海燕双飞去
”

在《虞美人 》中则道
”

· · · · ·

一春

离恨懒调弦
,

犹有两行闲泪
、

宝筝前
” 。

诸如此类的诗词还有很多
,

余将不再一一

赘述
。

从以上的诗词材料来看
,

筝的别名称谓
,

抑或说是美称真是五花八门
。

如 以

筝的音色来称谓的
”

清筝
” 、 ”

鸣筝
” 、 ”

哀筝
”

等 有的以某种特色的纹饰来代称

或命名
,

如
”

银筝
” 、 ”

玉筝
”

指以美玉为饰的筝
、 ”

铀筝
”

指以金银为饰的筝
、 ”

莺筝
”

指以鸳凤为纹饰的筝 等 也有的是以人们对筝这件乐器的认识或感受来

作为美称的
,

如
”

宝筝
” 、 , ’

仁智器
” 、 ”

绿云垂
”

等
。

此外
,

还有上面诗词 尚未提及

到的
,

如以古筝的部分质料和构件来命名的
,

比如
”

雕桐
”

以演奏技法或技巧来

命名的
”

掐筝
” 、 ”

抓筝
”

以具体的放置方式来称谓的
”

横筝
” 、 ”

卧筝
”

以及 以

器体长短
、

体积大小而区 分的
”

大筝
”

大筝约有两米左右
,

弦质为丝料
,

粗细均

等
,

音色沉厚柔和
、 ”

小筝
”

等
。

最早的筝为五弦筝
,

东汉应助《风俗通 》中有如下记载
“

筝
,

谨按 礼记
·

乐

记 》
,

五弦筑身也
” 。

由此得知
,

五弦似筑的筝早在 乐记 》中就有记载
。

当时的五

民族民间音乐栏目主持

匡脚择找机们甘半古筝别名考及形制的

曾安秀

, 瓜



灌攀
声

一

弦筝可能是一种大竹筒状的乐器
。

五弦

筝经过长时间的演变
,

逐渐衍生出各式

各样的筝
,

如后来的十二弦筝
、

十三弦

筝
,

以及再后来的十 四 弦筝
、

十五弦筝

等等
。

从五弦筝发展到十二弦筝可谓是

一个巨大的变革
。

清代朱骏声《说文通

训 》中说
“

古筝五弦
,

施于竹如筑
,

秦

蒙恬改为十二弦
,

因蒙恬改为十二弦
,

变形如瑟
,

易竹以木
,

唐 以后加十三

弦
” 。

从中可知
,

五弦筝到十二弦筝不单

单是筝弦数量上的变化
,

还包括筝的制

作材料
、

总体形状等方面的变革
。

据史

料可知
,

十二弦筝最早发展于战国末

期
,

一直到汉代
、

魏晋时期
,

广为接受
。

当时的筝主要用于伴奏筝歌
、

相和歌
,

并且是主奏乐器之一
,

为百姓所喜闻乐

见
。

据说
,

汉魏时期用于相和歌伴奏的

筝已经有了基本的定型
,

演奏方法也有

了一定的要求

六尺长上圆下平的琴身
,

上张十二

弦
,

高高的柱子
,

弦急声高
,

又多用骨甲

代指
,

弹起来
‘’

铮铮
”

作响
。

汉魏时期筝

的形制同现代筝已相差不大
,

从士族文

人 的精细描绘中可大体想象当时筝的

样子
。

如晋代傅玄在其《筝赋 》中说道
“

今观其器
,

上崇似天
,

下平似地
,

中空

准六合
,

弦柱拟十二月
,

设之则四 象在
,

鼓之则五音发
,

斯乃仁智之器
” 。

自五弦筝
“

易竹以木
”

变为十二弦

筝之后
,

筝的形制在后代发展中并无多

少大的变化
,

只是弦的数 目
、

质料等在

不同的时代
、

文化环境下逐渐增加和变

化
。

然而
,

筝弦的增加是缓慢的
,

从十二

弦筝到十三弦筝
,

其间竟经历 了 多

年
。

唐代是传统十三弦筝发展的辉煌时

期
,

广泛流行于民间
。

随着 年
,

江西

贵溪县崖墓群中出土 了两件十三弦筝

之后
,

有关专家就指出十三弦筝早在战

国时期就 已经出现并且传入南方的论

断
。

而汉
·

史游 急救篇 》唐
·

颜师古之

注 日
‘’

筝亦瑟类也
,

本十二弦
,

今则十

三
” 。

由此可断定
,

十三弦筝并非产生于

十二弦筝之后
,

而是两种筝长时间并

存
。

直到唐代
,

十三弦筝的流行也并未

使十二弦筝遭到很快的摒弃和淘汰
,

只

是二者的地位 已有明显的不同
。

唐宋时

期
,

十三弦筝多用于俗乐
,

而唐代用于

雅乐的十三弦筝称为
“

颂瑟
” 。

至于宋

代
,

陈畅《乐书 》中有如下记载
“

本朝

用十三弦筝
,

然非雅部乐也
” 。

唐代十三

弦的辉煌发展
,

很重要的证据就是众多

文人墨客对她的摹写与吟诵
,

他们 由感

而发
,

借晶评来抒发或寄托个人的思想

情绪
。

如吴融在其诗 李周弹筝歌 》中

曰
“

⋯ ⋯就中十三弦最妙
,

应宫出入年

方少
。

· ·

⋯
”

李远诗 赠筝妓伍卿 》中

有
“

一行哀雁十三声
”

的妙句 又如王

仁裕《荆南席上咏胡琴妓二首 》之二中

则有
“

二五指中勾塞雁
,

十三弦上啦春

莺
”

的佳句
。

筝在唐代的兴盛还体现在

有诸多的弹筝名手
,

使用多种不同的定

弦方法
,

多种不同的通体纹饰等方面
。

诗人常常用
“

银筝
” “

玉筝
” “

莺筝
” ,

“

难泪筝
”

等美称来吟咏典雅大方的

筝
,

这种吟诵之风不仅仅局 限于宫廷或

贵族府第中
,

还盛行于民间
。

唐代敦煌

民间就有一位女诗人宋家娘子
,

她留下

了几首有关筝的诗
,

如 秦筝怨 》写道
“

玻泪秦筝里
,

声声怨别离
。

只缘多苦

调
,

欲奏泪还垂
。

妾意如弦直
,

君心学柱

移
。

暂时停不弄
,

音调早参差
” 。

元明清时期
,

十三弦筝独当一面的

局面被打破
,

十四 弦筝
、

十五弦筝及十

六弦筝相继出现
。

元代顾瑛 玉山璞稿
·

欺歌二首 》诗中日
“

锦筝弹尽鸳鸯曲
,

都在秋风十四 弦
” ,

由此可知十四弦筝

已流行开来
。

明代著名律学家朱载靖在

其 明
·

郑氏子瑟谱 》中曰
“

今官筝十

五弦
,

而世多用十四弦者
” ,

由此可知十

五弦筝与十四 弦筝在地位上是不能相

提并论的
。

但是他们已经开始渐渐取代

十三弦筝
。

此时期的十四 弦筝有了更
“

前卫
”

的设置方法
,

清代 通典 》中有

如下记载
“

筝似瑟而小
,

十四弦各随宫

调设柱和弦
,

以谐音律
”

另 律吕正义

合编 》则记载如下
‘’

筝似瑟而小
,

十四

弦
。

, · ·

⋯通体用桐木金漆
, 四边绘金夔

龙
,

梁及尾边用紫檀
,

弦孔用象牙 为饰
·

一今筝十四弦则五声二变为七
,

倍之

十四 也
” 。

至于十五弦
,

山东民间仍有流

行
。

其弦的配置俗称
“

七老八少
” ,

即七

根老弦配用于中低音区
,

八根子弦装配

于中高音区
。

十六弦筝的出现则是近代

的事情
,

一般认为是清朝末年或民国初

年前后出现的
。

今潮州筝派仍使用传统

的十六弦筝
,

为小筝
,

筝马镂有弦孔
,

以

防散落
。

五弦筝经过两千多年的衍变
,

繁衍

出各种各样形态的筝
。

在其发展衍变的

过程中
,

其音域是不断扩大的 弦数渐渐

地增多
,

在弦质
、

音色
、

装饰等方面也有

着不同程度的发展
。

建国以来
,

很多地

方都基于某个派别筝的形制
、

特点及其

它方面
,

进行了改革
。

从而开发研制了

许多种新型筝
。

这些革新筝
,

造型更为

现代 装饰工艺水平更加高超
,

使得新

型筝通体美观而大气 音域则更加宽

广 弦则发展为钢丝尼龙缠弦
,

从而使

音色较之前代更加明亮
、

华丽
。

等等这

些使得新型筝深受筝乐爱好者的喜爱
。

在这些改革筝中
,

广州十八弦筝是在传

统的十六弦筝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

在

音量
、

音色
、

造型等方面都 比十六弦筝

有大的改观
,

在 世纪五六十年代曾被

广泛使用
。

二十一弦筝则是 目前在海内

外广为欢迎与普遍使用的一种革新筝
,

其弦质与共鸣体配置可谓是恰到好处
,

深受演奏者青睐
。

在现代筝中
,

除了在

传统筝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革新筝之外
,

另一类则是转调筝
,

如上海音乐学院何

宝泉教授研制的蝶式筝
。

蝶式筝构思新

颖
,

外观如展翅之蝶
,

按十二平均律排

列音阶
,

转调 方便快捷又准确
,

既能弹

奏五声音阶的作品
,

也能弹奏七声音阶

的作品
,

表现力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