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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
,

是我国古老的

民族乐器之一
,

故称
“
古

筝
”。

筝的雅号有鸿筝
、

银筝
、

玉筝
、

鸣筝
、

宝

筝 筝

多

、

掬筝等二
、

三十之
。

筝的名称由来
,

有

人说是因其声发出“筝 ”

的音响
,

有人说是兄弟

相争而取名等
。

筝的历

史可追溯到三千多年前

的周代
。

因筝源于瑟
,

瑟派生筝
,

并盛行于战

国时期的秦国 , 故素有
“ 秦筝

”
之称

。

记载筝 的 古 籍 甚

多
,

仅举几例

王鸿飞

古籍中的

唐代赵磷在 《因话录 》 中载 “ 秦人鼓瑟
,

兄

弟争之
,

又破为二
,

筝之名此女乱

汉代史游撰 《急就篇 》 有
“

竿瑟空侯琴筑竿
。 ”

注 “ 筝
,

亦小瑟类也
,

本十二弦
,

今则十三
。 汀

汉代应劫撰 《风 俗 通 》 中载 “ 筝
,

谨 案
《礼

·

乐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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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造
。

汉代司马迁著 《史记
·

李斯列传 》 中载 “ 夫

击瓮
、

叩击
、

弹筝
、

搏牌
,

而歌呼鸣快耳 目者
,

真

秦之声也
。 ”

汉代刘向撰 《战国策
·

齐策 》 中载 ’海溜甚

富而实
,

其民无不吹竿
、

鼓瑟
、

击筑
、

弹筝
。

上述可见攀与瑟的关系
,

春秋战国时期民间文

化生活中
,

筝已占相当地位
,

不仅秦国有筝
,

山东

临淄也颇为流行
。 、

关于筝的演奏
,

古诗中有生动感人的描述
。

如

唐诗人岑参在 ‘秦筝歌送外拐萧正归京 》。
的一首诗

中写道 ‘汝不闻
,

秦筝声最苦
,

五色 缠弦 十 三

柱
。

怨调慢声如欲语
,

一曲未终 日移午
。

红亭水木

不知署
,

忽弹 《黄钟 》 和 《 白红 》 。

清风飒宋云不

去
,

闻之酒醒泪如雨
、 、

故归秦兮弹秦声
,

秦 声 悲

兮聊送汝
。 ”

后汉文人侯瑾曾著 《 筝赋 》 赞颂筝
。

魏文学家 “ 建安七子
”

之一的阮瑙
,

在也著有 《筝

赋 》 ,

在其中把筝推崇为 “ 苞群声以作主
,

冠众乐

而为师
。

筝的长期流行
,

使得历代出现了许 多 筝 的 演

奏家
。

如 三国的吕布
,

特别善好弹筝
。

西晋崔 狗

在 《古今注 》 中
,

记载一故事 “ 邯郸女子秦罗嗽

出
,

采桑于陌上
。

赵王见欲夺之
。

罗敷乃弹筝
,

作 《陌

上桑 》 之歌以 自明
。 ” 罗敷正是运用高超的演奏技

艺
,

在歌声陪伴下
,

巧妙地回绝了赵王强夺的欲望
。

三国魏文学家曹王
、

唐诗人王绩等人
,

皆是有名望

的筝演奏家
。

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
,

会演奏筝
、

笛
、

琵琶
、

古琴
,

还能给古琴曲配写歌词
。

唐朝时
,

出现了拉弦乐器
,

筝的变种轧筝出现

了
。

轧筝是拉弦乐器 , 唐代诗人皎然在 《观李中垂

洪二美人唱轧筝歌 》 中
,

赞烦道 “ 君家双美姬
,

善歌工筝人寞知
。

轧用蜀竹弦楚丝
,

清哇婉转声相

随
。 ”一

”

上述古籍古诗不仅使我们了解了古代民族乐器

筝
,

而且
,

其中许多有关筝的典故本身也给我们带

来了乐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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