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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自 成 筝 演 奏 艺 术

【关 键 词】　高自成/ 古筝演奏艺术

【学科隶属】　音乐家评传

【内容提要】　古筝艺术家高自成先生 ,自幼酷爱筝艺 ,师从众多山东筝派艺人 ,集各家精粹而

自成一格且具有丰富的创作及演出实践 ,编创了《山东筝曲集》,其代表作品《高

山流水》、《汉宫秋月》、《凤翔歌变奏曲》等享誉海内外。在教育培养新人方面贡献

尤大。50年代中期来西安任教 ,亲手培养了数以百计的后起新秀 ,开创了一系列

独具一格的筝艺技法 ,对陕西筝派的建立起到了奠基人的作用。

【通讯地址】　西安音乐学院民乐系 (710061)

　　高自成先生 ,山东郓城东五里高庄人 ,1918年生 ,是我国
山东筝派著名演奏家、教育家 ,是筝界老前辈中目前最年长的
一位。了解老一辈筝家的艺术生涯、学习和研究他们的演奏艺
术 ,对于我们继承传统 ,弘扬古筝艺术 ,掌握山东筝流派以及
弹奏技艺将是非常有益的。也可让我们从中领悟弹筝学艺 ,修
养身心之道。

从《我的古筝艺术生涯》中 ,了解到高自成先生少年时期
习筝学艺的坎坷经历 ,八岁时随本家叔父学唱出东琴书 ,13岁
师从郓城地区著名艺人张为沼学弹筝。早先民间乐器的传授
方式大多为师傅 (艺人) 言传身教 ,口对口 ,手把手 ,一字字背
唱 ,一句句弹记下来。少年时期的高自成家境贫寒 ,郓城地处
穷山恶水 ,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弹筝拉琴学唱根本谈不到是一
种崇高的艺术工作 ,只是以此作为卖艺讨饭的谋生手段。仅有
十几岁年龄的高自成从小就挑起生活的重担 ,繁重的体力劳
动时常伴随着饥饿的折磨 ,但他喜筝、爱筝 ,弹筝几乎到了如
醉如痴的地步 ,一天下来 ,拖着疲惫的身子 ,硬是赶几十里路
去师傅家学筝 ,学到深夜两三点钟才罢休 ,白天边劳动边背记
筝曲 ,念着工尺谱 ,常常是锄草锄掉了庄稼苗 ,喂牲口却把料
倒在水缸里 ,去井上打水 ,走到井台上才发现手里提的不是水
桶 ,而是个筐子。高先生谦虚实诚的求知欲望 ,如饥似渴的学
习精神 ,很快学会了当地的琴书曲牌筝曲 ,也使得他在学筝的
路途中得益于更多的人。其中较为有名的有民间艺人张为台、
黄怀德老师 ,从中吸取他们的特色长处 ,张为台老师富有特色
的颤音 ,黄怀德老师干净、洪亮、富有气势的演奏都深深地印
入他的心底。在与张念胜、黎连俊老师学筝的过程中 ,从他们
只言片语中了解到山东筝流派的历史传人黎邦荣先生的右手
大指小关节很灵活的弹奏技巧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为
以后高先生大拇指快速劈托的技法创造打下了伏笔。特别要
提到的是山东古筝名家王殿玉老师 ,他是个盲人 ,但见多识

广 ,热心民乐事业 ,他把民间自弹自乐的民俗娱乐形式引入救
济民众的义演 ,造福社会 ,扶持教育的正道上。这一时期的高
自成跟随王老师曾赴上海、北京、天津等地演出 ,靠老师的指
教 ,个人的勤奋 ,高自成筝弹奏技艺、实践经验在点点滴滴的
辛勤劳作中汇集了起来 ,使得他不单在演奏艺术上日渐成熟 ,

在思想、精神和艺术境界中也得到了升华 ,也为他面向社会 ,

面向民众的从艺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5年高自成在一偶然机会里参军入伍到总政文工团 ,

这一时期使他有更多的机会从事演出创作活动。赴中南海怀
仁堂 ,上天安门城楼为中央首长一次次的演出 ,受到了周总
理及外宾的赞赏鼓励 ,使他的演奏技艺得到充分的发挥 ,同时
他还参与了中央音乐学院的筝专业教学工作 ,这使高先生第
一次将自己的技艺传授于音乐艺术院校的学生 ,并以极大的
热情开始了山东筝曲的整理和改编工作。这一时期他收集整
理、创编的有代表性的筝曲《高山流水》、《风翔歌》、《天下同变
奏》。这是高先生艺术生涯中的一个闪光点 ,从艺术实践 ———
演奏 ———教学 ———编创中走上了新的艺术道路 ,50年代在筝
界就出了成果。

1957年高自成先生来西安音专任教 ,为大西北普及提高
古筝艺术水平 ,为培养一批有一定艺术修养的、有高超演奏技
术的青年筝手而辛勤耕作 ,一干就是25年 ,将自己的全部心血
都献给了西安音乐学院的古筝专业教学工作。共教出学生200

多名 ,遍布全国各地的八所音乐院校和六十多个专业文艺团
体。在他执教期间 ,曾任筝专业讲师、副教授、教授 ,任陕西秦
筝学会名誉会长、会长 ,并于1986年、1991年、1996年三次参加
全国古筝学术交流会 ,多次出访日本、香港、台湾等地。高自成
先生严传身教 ,学风严谨 ,学生们的演奏风格 ,左手的揉、颤、
按、滑技术统一。他早年教授的学生 ,几十年后聚集在一起演
奏 ,指法、音韵、风格仍旧是那么完善统一 ,先生严谨的治学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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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深深印入到每个学生心中。
1961年 ,全国第一次古筝教材会议在西安音乐学院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筝家学者云集西安 ,广东音专的罗九香、苏文
贤 ;东北音专的赵玉斋、曹正 ;四川音院的曹东扶 ;上海音院的
王巽之 ;河南艺术学院的王省吾 ;西安音乐学院的高自成 ,会
议上大家研讨制定教学大纲 ,交流弹筝技艺 ,高先生以诚待
人 ,与各地筝家同台演出 ,相互学习 ,与其他院校交流了他编

创的《山东筝曲集》(油印本) 。并为学校录制了筝前辈们的珍
贵音响资料 ,保留至今 ,如今除高先生健在外 ,其他前辈都已
相继谢世。

高自成在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中 ,潜心钻研 ,克服文化水平
低的困难 ,收集山东筝曲132首 ,并于1986年由北京人民出版
社出版发行 ,曲集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鲁筝老八板合奏套
曲 ;第二部分是鲁筝琴书曲牌 ;第三部分鲁筝古曲 (即大板曲)

是山东筝曲的精华 ,如实的选录了王殿玉、张为沼、高族贤、张
念胜等人的传谱 ,第四部分是鲁豫大板套曲 ;第五部分是高自

成先生根据山东传统筝曲创编的筝曲。其中《高山流水》、《凤
翔歌变奏》等曲编于50年代初。《琴书曲牌联奏》、《降香牌》、
《秋声》等曲均以山东琴书曲牌、唱牌为素材编写的。《古曲联
奏》则是根据工尺谱并在保持山东传统筝曲风格的基础上译
编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为子孙后代了解山东筝曲 ,掌
握风格 ,学习高先生独特的演奏技艺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高自成先生在编创《山东筝曲集》的态度上是本着诚实、
谦虚的精神 ,实事求是的乐曲解释 ,特别是他编创的筝曲也能
凭心作出公正的解说 ,也反映高先生在编创过程中持有的严

谨、扎实、细致的治学态度 ,并且出自一位文化程度并不高的
老先生之手 ,实在让人为之敬佩。

几十年的教学、演出实践、弹指一挥间便过去了 ,但高自
成先生为我们大家 ,为筝界朋友 ,为一大批喜爱他的演奏风格
的广大听众留下了不少音响资料。其中最为完整的是1981年
山东济南人民广播电台为他录制的音乐专题节目《高雅、细
腻、自成一格》中的介绍。解说词中有这样一段话 :“他为我国
筝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成绩和贡献 ,虽然年过花甲 ,长期的艺术

实践 ,使他的艺术愈加深沉成熟 ,他的演奏 ,具有古朴、清新、
秀美的风格。于平淡中蕴含着深邃的意境 ,于恬静中深埋着丰
富的感情 ,淡雅、含蓄、乐味无穷”。

高先生对筝艺的执着追求 ,贯穿了他整个的艺术生涯。年
轻时的求知、谦和的作风 ,使得他能广泛对山东琴书、筝大板
套曲的掌握 ,继而在学习传统演奏中又有自己的独到的二次
创造 ,演奏《高山流水》时 ,他扎实的勾托技艺 ,真是干净利落 ,

活泼流畅 ,让人领悟到刚健雄浑的力量。中段大指快速劈托 ,

奏出了一连串16分音 ,显得那样的玲珑剔透 ,第三段运用中指

加花的双勾配之左手吟按 ,老到成熟 ,其声如浪击石 ,激起一
层层闪亮的水花。他演奏的《汉宫秋月》充分地展示了他的左
手功底。按、颤、吟、揉与右手精细配合 ,淡雅声中求委婉 ,含蓄
情中听凄凉 ,一位活生生的封建宫廷中宫女对月伤情的形象
真真切切的刻画出来。经他改编演奏的《凤翔歌变奏》,是依照
山东琴书变奏曲《凤阳歌》改编成功的。开头、结尾都首次在筝
上采用古琴泛音奏法 ,右手的大中食三指速托、提弹以及左手
运用河南筝派大颤音奏法 ,都可以看到先生在编创过程中不

断地吸取新手法的意图。筝界前辈曹东扶先生在一次听完高
先生演奏之后 ,怀着激动的心情说 :“你真是文武双全 ,快慢曲

都行 ,右手大中食指配合密切 ,有力度 ,左手的揉、颤、按 很有
特色 ,尤其是《汉宫秋月》中的颤音细赋 ,配合颇好”。王殿玉老
师听了他的演奏之后称赞他弹的很有功夫。天津音院的师生
们听了高先生演奏 ,称他的风格是优美、委婉而清晰。五、六十
年代的筝曲 ,多以民间传统乐曲为主 ,乐曲的节奏、旋律特点 ,

基本的弹奏方式 ,各地区间不尽相同 ,高自成先生积几十年的
演奏实践 ,形成了他“自成一格”的特色 ,其运指方法非常自

然、松快 ,大指力度好 ,声音亮脆 ,食指抹、挑灵巧 ,中指弹弦运
力自然 ,出音浑厚 ,大拇指快速连续的劈托 ,近似带点子的摇
指感觉 ,是高先生演奏技巧的一大特色 ,自如的先劈后托 ,并
且保持音与音之间持久均匀 ,音色干净 ,音质清亮 ,是他技艺
中的绝活。他左手无论是揉、吟、颤、滑都突出了一个“细”字 ,

把山东筝曲独有的风格神韵 ,在左手技巧中得以淋漓尽致的
发挥。

高自成先生在艺术实践演出中 ,无论是什么场合 ,为中央
首长 ,还是为普通百姓 ,都是认真细致地做演出前的准备 ,一

丝不苟 ,他语言少 ,不善言词 ,但他把自己对艺术、对事业、对
朋友、对学生、对所有听他演奏的听众们的感情全部投入到他
的乐曲意境中 ,他为人们带来美好而富有乡土气息的筝乐 ,又
让人们在欣赏品味中理解他一世为人正直朴实的心怀。

山东筝做为北方的一大流派 ,高自成先生被筝界称之为
齐鲁筝家 ,是这一流派的代表人之一。他的演奏艺术与教学相
结合 ,在陕西这片沃土上得以开花结果 ,对于陕西秦筝流派的
建立 ,起到了最初奠基人的作用。50年代我院筝学科的开设 ,

打破了陕西乃至大西北没有筝专业课的局面。

高自成在他25年的执教中 ,逐渐形成的对于学习传统筝
乐的教学方式 ;即以示范演奏为主 ,让学生从听、看、摸仿、带
着弹 ,一字字、一句句的教授方式 ,启发、诱导学生由表及里、
由浅入深是教授地方风格特色传统筝曲的良好方式之一 ,也
是我们今后教授传统筝曲应予以重视的重要经验。

在山东传统筝曲的演奏上 ,高自成先生右手的技术技巧
得以很好的发挥 ,并总结了一套完整的弹奏技巧 ,如大指虎口
发力 ,有机地带动小关节连续劈托 ,发音清脆而响亮。这一技

巧 ,正适合山东筝曲的旋律特征 ,演奏起来特别顺 ,这种方法 ,

使之凡跟他学过琴的学生都从中有所收益。也是我们今天在
教授山东传统筝曲必须尊循的手法之一。

南方筝重弹 ,北方筝重声韵 ,而高自成先生在演奏山东筝
曲尤为突出的是左手的按、颤、滑、吟技艺 ,按出风格 ,颤出情
感 ,吟出神韵 ,滑音情深。这四种技巧的配合 ,形成了他“自成
一格”的细赋特色。跟他学习的学生 ,弹曲自始至终 ,融风格与
情感为一体 ,形成了坚固的演奏传统筝曲所必须具备的左手
功力。也使得在我院筝教学中老师们相互传承教学过程中一

直非常重视的一个环节。
高自成先生演奏艺术 ,是他几十年心血的结晶 ,做为一个

学生 ,一名晚辈 ,都应从先生演奏艺术上、手法上得以很好的
学习继承。了解山东流派 ,了解一位先生 ,深深体会良师的艺
术造诣与品德 ,这也是要经过好多年的学习与积累才会慢慢
悟出其中的道理。高自成先生现已退休 ,年逾八十高寿 ,但他
的艺术成就 ,在筝界、在广大的筝友同仁的心目中 ,却永葆其
青春 ,且不断开花结果。

[收稿日期 :1998年9月2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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