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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智之器 筝筝然也
———筝乐三题

□焦金海

筝
是一种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

的真正达到雅俗共赏的民族弹

拨乐器。海内外已学过和正在学筝

者在百万人左右 ; 古筝考级、比赛、

演奏会、国际交流及筝乐理论著作

层出不穷 ; 筝的制作品种与工艺在

不断增加和创新 ; 以全国大中小学

生为主体的筝乐教育方兴未艾。真

可谓“楚匠饶巧思 ,秦筝多好音”(白

居易诗句) , 悠悠三千年 , 筝乐遍地

香 , 展现出筝乐世界一派生机勃勃

的景象。

一、筝“冠众乐而为师”,

“师乃仁智之器”

筝乐的昌盛发达 , 除了诸多因

素外 ,很重要的一条 ,就如同筝乐爱

好者常常回答的那样 ,“为什么要学

古筝 ?”“很好听”、“很高雅”、“很喜

欢”、“很特别”、“很受感动”。这几

个“很”的回答 ,从某种意义上道出

了筝乐的内涵。筝乐之如此激动人

心 , 显然是与其独特而非凡的艺术

魅力所分不开的。早在汉代侯瑾

《筝赋》中就把筝乐与道德修养、素

质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 : “新声顺

变 ,妙弄优游。⋯⋯移风易俗 ,混同

人伦 ,莫有尚于筝者矣。”而在魏朝

阮　的《筝赋》中对筝乐有着极高的

赞赏 :“惟夫 ,筝之奇妙 ,极五音之幽

微。苞群声以作主 , 冠众乐而为

师。”在晋朝傅玄《筝赋 ·序》中则

把筝誉称为“仁智之器”:“今观其

器 ,上圆似天 ,下平似地。⋯⋯体合

法度 , 节究哀乐 , 斯乃仁智之器

也。”这里把筝看作是富于仁义、富

含智慧、启迪人生的得力工具。

谈到筝乐的艺术魅力 , 很容易

联想到它那富于民族工艺特色的造

型、优美动听的旋律、出神入化的民

族情韵和丰富多彩的表现力。筝既

善于表现优美抒情的曲调 , 又能够

抒发气势磅礴的乐章。古诗中有

“抽弦促柱听秦筝 , 无限筝人悲怨

声”、“弦凝指咽声停处 ,别有深情一

万重”、“珠联千拍碎 , 刀截一声终”

的生动诗句 , 描绘出筝的演奏艺术

令人神往 , 令人陶醉。晋代陶融妻

陈氏《筝赋》中对筝乐的艺术表现更

有精妙、深刻的描述 :“括八音之精

要 , 超众器之表式 , ⋯⋯周旋去留 ,

千变万态。”唐代开元荆南参军崔

怀宝的词中表达了爱筝如命的心

愿 :“平生愿 : 愿作乐中筝 ⋯⋯便死

也为荣。”秦代李斯《谏逐客书》中

则反映了秦代筝乐之盛 :“夫击瓮、

扣缶、弹筝、搏髀 ,而歌呼呜呜 ,快耳

目者 ,真秦之声也。”(见于《史记 ·

李斯列传》) 。汉代 , 筝广泛流行于

民间 , 如西汉《盐铁论 ·散不足篇》

中所述 :“⋯⋯往者 ,民间酒会 ,各以

党俗 ,弹筝鼓击而己。”

当我们欣赏那“快耳目者”的筝

演奏时 ,会被那变化起伏的旋律、深

刻强烈的艺术所感染。筝声变化无

穷 ,有着丰富的表现力。

二、筝的起源

筝在我国有着古老的历史渊

源 , 这从李斯《谏逐客书》(公元前

237 年)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即早

在战国时期 ,筝就盛行于秦国 ,故素

有“真秦之声”、“秦筝”之称。自古

以来 ,对筝的起源有多种说法 :

1. 筝起源于瑟 , 筝由瑟演变而

来。

2. 筝由蒙恬所造或蒙恬所改

革。

3. 筝来源于竹制筒状五弦简单

乐器。

4. 筝是“后夔创制 , 子野考

成。”(晋代陶融妻陈氏《筝赋》)

5. 筝是“京房制五音准 ,如瑟 ,

十三弦 ,实乃筝也。”(宋代陈�《乐

书》)

6. 筝就是颂琴。“颂琴十三弦 ,

移柱应律 ,其制与筝无异 ,古宫悬用

之 ,合颂声也 ,是知筝本颂琴 ,后世

因其似 ,呼其名 ,遂名曰筝。”(明代

唐荆川《荆川稗编》)

7. 筝源于商代 (距今三千多

年)统称为琴的有柱丝弦乐器。(见

于《广州音乐学院学报》, 1982 年第

三期《中国筝的起源》)

8. 筝是外来乐器。“或以为源于

西域”(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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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琴瑟都是外来的”,“秦筝、阮咸

输入于秦。”(郭沫若《隋代大音乐

家万宝常》)

上述说法中的前三种 , 均有可

取之处 , 很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分述如下 :

第一种认为 :筝起源于瑟 ,筝由

瑟演变而来。乍看起来 , 这种认识

也有它的某些道理。除了古代文字

中确有多处记载筝起源于瑟外 , 还

因为两千多年前就流行于秦朝的十

二弦筝 , 它的长箱形的共鸣结构并

采用木质材料制作 , 与瑟是基本相

同的。这种传统筝在两千多年的沿

革中 ,一直保持了在造型 (长箱形) 、

用材 (木质) 、用弦方法 (由柱支撑)

以及演奏姿势 (右手拨弦、左手主要

用以按揉滑颤来润饰、美化和升降

弦音)等方面 ,与瑟是大同小异的。

“至今 ,山东民间仍称筝为小瑟①”,

前辈筝家程午加文章中写到 :“(见

封三附小瑟谱 :《渔舟唱晚》) ②”,并

在《渔舟唱晚》一曲的谱面上标出 :

“十六弦小瑟又名筝③”。所以 ,如果

把流传至今的传统筝称为小瑟 , 那

也未尝不可。但能否因此就认为筝

是起源于瑟呢 ?

古代有关筝起源于瑟的论述

如 :唐代赵　《因话录》云 :“筝 ,秦乐

也 ,乃琴之流。⋯⋯秦人鼓瑟 ,兄弟

争之 , 又破为二 , 筝之名自此始。”

宋代丁度《集韵》中载有 :“秦人薄

义 ,父子争瑟而分之 ,因以为名。筝

十二弦 ,盖破二十而为之也。”上述

说法 , 显然不符合乐器制作的基本

原理 , 可斥之为谬论 , 只是传说而

已。但如前所述 , 十二弦筝的基本

构造与瑟有不少共同之处 , 所谓筝

由瑟演变而来的说法 , 其实是吸取

了瑟形、瑟材和瑟弦而改革的。

第二种认为 : 筝由秦朝名将蒙

恬所造或蒙恬所改革。隋代陆法言

《切韵》述 :“筝秦声也 ,以为蒙恬所

造。”蒙恬造筝之说不可取 ,因为蒙

恬之前已有了筝 ,公元前 237 年 (始

皇十年) 李斯《谏逐客书》中有两处

谈到筝 ,“弹筝、博髀”和“退弹筝而

取韶虞”,在时间上比蒙恬发迹之初

还早十六年。蒙恬造筝之说 , 在古

代就有人予以驳斥 :“筝本秦声也 ,

相传云蒙恬所造 , 非也。” (《旧唐

书 ·音乐志》) 。晋傅玄《筝赋 ·序》

中也说 :“或云为蒙恬所造 ,非也。”

蒙恬改革筝比较符合历史的实

际情况。蒙恬生活在当时政治、经

济、文化都比较发达的秦国 ,社会盛

兴改革之风 , 蒙恬又是改革的能手

(他改良过毛笔) 和音乐爱好者 (唐

诗李峤《筝》中有“蒙恬芳轨没 ,游楚

妙弹开”的句子) , 所以历史文献中

有关蒙恬改革筝的论断 , 是较为可

信的。

蒙恬与筝有关的记载 , 如东汉

应劭《风俗通》云 :筝“仅按礼乐记 ,

五弦筑身也。今并凉二州筝形如

瑟 , 不知谁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

所造。”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

中记载 :“古筝五弦 , 施于竹如筑。

秦蒙恬改为十二弦 ,变形如瑟 ,易竹

以木 ,唐以后为十三弦”。这段文字

清楚地阐述了蒙恬改革筝的三个方

面 : 增加弦数、改变形状 (由筑形变

为瑟形) 、改用木料制作。可以设

想 , 这种改革筝较之五弦竹筝的表

现力大大丰富了。它的音域加宽 ,

音量加大 , 木制共鸣结构更能发出

良好的音质和音色 , 这适应了当时

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需要。自秦

以后的两千多年来 , 筝一直沿用了

这种十二弦传统筝的基本结构。

第三种认为 : 筝由竹制筒状五

弦简单乐器发展而来。早期筝是五

弦竹筝 , 筑身瑟弦。如 : 东汉应劭

《风俗通》云 :“筝五弦 , 筑身而瑟

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述 :“筑 ,

以竹曲五弦之乐也。”唐杜佑《通

典》记载 :“按《礼乐记》云筝 , 筑身

也。”宋程大昌《演繁露》中载有 :

“筝 , 鼓弦竹声乐也 , 今筝未有以竹

为之者。”从以上记载来看 ,早期筝

与筑 (早期筑)更为类似 :形体相近 ,

都是竹制 ,都是五弦 ,演奏方法也有

某些共同之处。正如马端临《文献

通考》所云 :“筝以指弹 ,筑以箸击 ,

大同小异”。

在出土文物中 , 也有一些与研

究筝的起源有关的器物。如 : 1979

年在江西省贵溪县崖墓群中发掘出

土的两件被发掘报告称为“琴”或

“十三弦木琴”的乐器 ,黄成元在《公

元前 500 年的古筝 ———贵溪崖墓出

土乐器考》一文中认为 :“‘贵溪十三

弦乐器就是十三弦筝。’它产生在

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的越国。我们

暂称它为“越筝”。⋯⋯“越筝”就是

公元前 500 年以前的筝的实物。④”

这说明十三弦筝早在战国初期已经

出现 ,可见筝的起源时间当更早。

日本学者林谦三著《东亚乐器

考》中说 :“这个近似于筝的五弦之

筑 ,出现在战国末期 ,差不多与筝同

时代。筝则流行于中国西边的秦

地 ,而筑则主要流行于燕、齐、赵等

北方诸国。”该书在“结语”中说 :

“筝在战国时代是和筑一样 ,是以一

种竹筒五弦的乐器发展而来”。这

里也认为筝筑同源。

总之 , 筝很可能来源于一种大

竹筒制作的五弦或少于五弦的简单

乐器 ,年代当在战国初期或之前 ,不

可能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秦代。

筝、筑、瑟的关系 ,既不是分瑟为筝 ,

也不是由筑演变为筝 , 而很可能是

筝筑同源 , 筝瑟并存。筝和筑可能

都来源于一种大竹筒制作的简单乐

器 , 由这种乐器演变为弹拨的五弦

筝和敲击的五弦筑。按演奏方法的

不同 , 用手指弹弦的筝 , 称为“掐

筝”; 用棒状物敲击的筑 , 称为“击

筑”。五弦竹制筝演变为十二弦木

制筝 , 筑身筒状共鸣结构演变为瑟

身长匣形共鸣结构 , 很可能是参照



·30 ·

·《人民音乐》1998 年第 8 期 总第 388 期 ·

了瑟的结构而改革的。

三、筝的名称

筝 ,又名古筝。筝被称为古筝 ,

是近几十年才有的 , 从前仅称作

筝。在古代文字中 , 也曾见有一处

提到“古筝”。清代朱骏声《说文通

训定声》中有 :“古筝五弦 ,施于竹如

筑”,很显然 ,这里说的“古筝”是指

“早期筝”的意思。近代人把筝称为

“古筝”, 恐怕与它具有古老的历史

起源、浓郁的民族工艺特色 ,以及不

少传统筝曲给人们留下的古朴雅

致、古趣盎然的深刻印象有关。

关于筝的命名 , 在历史文献中

说法不一。有的说筝是由乐器本身

的音响效果具有铮铮的特点而命名

的 ;有的说是二人争瑟 ,分争为两部

分 ,取其相争的“争”字而得名的 ;也

有的说是因“秦皇奇之 ,立号为筝”;

还有的说是“蒙恬 (将瑟)中分之 ,令

各取半 ,因名秦筝然”(唐刘贶《大乐

令壁记》) 。这几种说法 , 以音响效

果具有铮铮的特点而命名为筝的论

断 , 为合乎情理的正确说法。在历

史上 , 我国有着以音响效果命名乐

器的传统。如琵琶是按拨弦“推手

前曰批 ,引手却曰把”(东汉刘熙《释

名 ·释乐器》)所发出的音响“噼啪、

噼啪”有关 ;瑟是根据“瑟、瑟”音响

命名的 ,正如 :“秋风瑟瑟”就是形容

秋风发出的“瑟瑟”之音。“秦筝何

慷慨 , 齐瑟和且柔”(曹植诗《箜篌

引》)的句子中也表明了筝的声音铿

锵、嘹亮而高急 ,瑟则发出浑厚、柔

和的“瑟、瑟”之音。

在东汉刘熙《释名》一书中 ,对

筝的命名解释是 :“筝 ,施弦高急 ,筝

筝然也。”这就明确表示了筝由本

身发出的“铮、铮”音响而命名。“筝

筝然”就是“铮铮然”的意思。在白

居易《琵琶行》序中也曾提到“铮铮

然”:“船中夜听琵琶者 ,听其音铮铮

然。”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一书中

解释筝是“筝 ,鼓弦 ,筑身乐也。从

竹 ,筝声。”这里的“筝声”,也说明

了筝命名与音响的关系。唐代李峤

《咏筝》诗句 :“莫听西秦奏 ,筝筝有

剩哀”,其中的“筝筝”也是表示筝的

铿锵音响的。

在一段关于风筝得名的记载

中 , 也能间接地说明筝的命名与本

身音响的关系。《询刍录》云 :“风

筝 ,即纸鸢 , ⋯⋯引线乘风为戏 ,后

于鸢首以竹为笛 , 使风入作声如筝

鸣 ,俗称风筝”。这里说明了风筝得

名于筝之声。由此联想 , 筝的命名

与本身音响有着密切的关系。此

外 ,在古代 ,筝还有不少别称。最常

见的是秦筝 (白居易“走马听秦筝”,

王湾“虚室有秦筝”) ,还有玉筝 (何

元朗“泪泪寒泉泻玉筝”) 、哀筝 (苏

轼“忽闻江上弄哀筝”) 、清筝 (李白

“清筝何缭绕”) 、银筝 (刘禹锡“插花

女儿弹银筝”)和瑶筝 (杨维桢“雁列

瑶筝不独飞”)等。

四、结 语

综上所述 ,筝“师乃仁智之器”,

具有独特而非凡的艺术魅力 , 自古

以来 , 深受人们的崇尚和喜爱。筝

的起源古远 , 在其起源与发展过程

中 ,与瑟、筑有着密切的关系。筝筑

同源 , 筝瑟并存。筝很可能来源于

一种大竹筒制作的五弦简单乐器。

筝的名称是由本身所发出的“铮铮”

音响命名的 ,正是“施弦高急 ,筝筝

然也”之所在。

①、②、③姜宝海著 :《筝学散论》,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5年 7 月 ,第 2

页、239 页、240 页。

④黄成元编著 :《中国古筝考级教

材》, 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 , 1997 年 2

月 ,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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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表演专业
“声乐集体课”教学汇报在京举行

5 月 15 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主办的“表演专业声乐基础教

学集体课汇报会”在京举行。首都音乐界及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出席

了汇报会。创办于 1950 年的中戏表演系声乐教研室 ,几十年来 ,为

表演专业的声乐教学摸索积累了不少经验 , 为培养戏剧、影视表演

人才做出了默默无闻的奉献。九十年代以来 ,声乐教研室在继承传

统的基础上 , 进行了教学改革的实践 , 尝试了不同教学阶段的各种

教学形式 ,此次“汇报会”推出的“声乐集体大课”,就是由主讲教师

肖敏教授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成功的范例。
(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