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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常之起振及草乐之发展
河南旗阳 职业技术学院 吴 萌

摘 要 」子
,

作为华夏民族创过的一件弹拨乐容
,

历史悠久
,

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

学习古 子的专亚及业余人
群 日益扩大

,

如何让更多热爱
、

吝欢古攀的人们 了解和认识古 攀
,

提高欣赏古 攀音乐的能 力
,

关健是要 了解子的起源及

攀乐的岌展
,
只有这样子及子乐才能得到更好的岌展

。

〔关扭词 〕攀 起源 苹乐岌展

近年来
,

在我国众多的传统乐器中
,

作为民族弹拨乐器的古
筝

,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

不仅全国各地专业音乐院校学习古
筝的学生居民族乐器各专业之冠

,

而且业余学习古筝的青少年
人群也 日益扩大

如何让更多热爱
、

喜欢古筝的人们了解和认识古筝
,

提高欣
赏古筝音乐的能力

,

首先要从古筝的像流谈起
,

用科学的
、

实事
求是的态度看待古筝音乐的产生及发展

,

准确的阐明古筝真实

的历史面貌
,

更好的发扬古筝艺术
一

、

关于古攀的起派
关于古筝的起源

,

历来众说纷纭
,

倒也不失机巧趣味
,

归纳
起来可分为以下几种

、

争瑟为筝说 瑟是我国古老的弹拨乐器 《诗经 》中已有关
于瑟的记载 近年来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较多

,

长沙马王堆汉
墓

、

湖北随县曾乙候基都有瑟的面世
。

历史上流行时间更长的十
二弦筝和十三弦筝

,

弦数相加恰巧是瑟的二十五弦
。

筝瑟形制相
近

,

特点相似
,

瑟的历史又 比筝更为久远
,

于是便有了
“

秦人鼓
瑟

,

兄弟争之
,

互不相让
,

瑟破为二
,

各得一半
”
的争瑟为筝说 在

日本筝史里则演绎成察始皇的两位爱姬
,

因争二十五弦瑟而破
之

,

传入 日本的是十二弦筝
,

传入朝鲜的是十三弦筝
。

宋
、

明
、

清
后至今

,

不少书籍中都有类似的记载
。

、

蒙恬造筝说
。

《隋书 音乐志 》云 “

筝十三弦
,

所谓秦声
,

蒙
恬所作者也

”
西晋傅玄《筝斌 》“

筝
,

以为蒙恬所造
” 。

古代秦国

大将军蒙恬
,

不仅有军事才能
,

还通晓音乐制造了筝 蒙恬四处

征战
,

足迹所到之处
,

自然带去寮国的音乐文化
,

源于秦地的筝
也随之传播开来

。

、

西方传筝说 现代著名学者郭珠若先生独辟蹊径
,

提出筝
与其他一些民族乐器是从西方传入的

。

郭沫若在《隋代大音乐家
万宝常 》一文中描述

“

秦筝 ⋯输入于秦
。 ”这里的秦

,

指的是秦
朝 郭沫若虽是个大学者

,

在这里却犯了个常识性的错误
,

即秦
国宰相李斯在著名的《谏逐客书 》中提及筝是秦地的乐器

,

至少

在战国以前筝已经流传
,

不会到秦朝以后才从西方传入的
。

、

筑为筝源说 筑为筝源最早见于东汉应助的《风俗通 》,

“
筝

,

五弦筑身也
。 ”认为筝起探于古代的一种用竹击弦的乐器

—筑
。

筑为筝像有合理之处
,

也有还没有解释清楚的地方 由
于筑在战国以后逐渐失传

,

要彻底证明二者的关系就成为比较
复杂的事情了

后汉刘熙的《释名 》中描述
“

筝
,

施弦高急
,

铮铮然也
”

认为
筝弦紧音高

,

发音清脆洪亮
,

音响铮铮而得名
,

是对筝之为筝的

理由解释
。

筝之起源
,

仁者见仁
,

智者见智
,

目前还难以定论
,

但
是从侧面证明筝的古老和悠久

。

筝是我国古代音乐文化宝库中
的一顺明珠

,

以其独特的光辉闪跃了二千多年
。

初始的模样因湮

灭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而无可描攀
,

但是随着音乐史学和音乐
考古学的深入研究和新的发现

,

相信最终会寻觅到古筝的像头
,

解开古筝起源之迷

二
、

关于攀乐的发展
早在公元前的战国时代

,

筝已经开始广泛在秦国 今陕西
流行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

筝的流传范围也扩大到河南
、

山东
、

浙
江

、

广东
、

福建等地
。

《战国策
·

齐策 》中有这样的记载
“

临摘甚
富而实

,

其民无不吹芋
、

鼓瑟
、

击筑
、

弹筝 ⋯⋯”

说的是齐奋之地
今山东 已流行弹筝

。

《古今注 》里说
“

邯郸女子
,

秦氏罗效
,

出

采桑于陌上
,

赵王见欲夺之
,

罗敷乃弹筝
,

作 陌上桑 已 自
明

”
表明赵国 今河北 人也喜爱弹筝
伴随着筝的流传与普及

,

这件乐器本身也得到不断地发展

完善 从最初的五弦
,

经九弦到战国末期发展成为十二弦
,

流行
八百多年后直到隋朝成为十三弦 筝在古代一直使用丝质的弦

,

丝弦被染成朱红
,

翠绿
,

藏青等颇色
,

及具装饰情调
。

后汉以来
,

筝不仅继续流传于民间
,

也成为文人雅士喜好的乐器
“

阳春 白
雪

”

与
“

下里巴人 ”

兼能
,

真正是雅俗共赏
,

移风易俗的高尚乐器
。

盛唐是我国筝乐发展的黄金时期
,

筝乐是唐代艺术百花园
中一枝芳香四滋的奇葩

。

不管是宫延音乐
,

还是民间俗乐
,

筝成
为当时流行最广

,

备受青睐的弹拨乐器
。

这一时期十二弦筝与十
三弦筝都在使用 十二弦筝用于演奏雅乐

,

十三弦筝主要用于演
奏俗乐 历代骚人墨客在史书典籍和诗歌辞斌中留下了许多描
绘和吟咏筝的文字 翻开全唐诗

,

我们可以看到李白
、

岑参
、

卢
纶

、

刘禹锡
、

元裁
、

自居易
、

李商隐等诗人
,

都为筝写下了佳辞丽

句 尤其是通晓音乐的大诗人白居易有近二十首诗与筝有关 他
对筝情有独钟

,

其喜爱之情跃然诗间
“
云髻以萧绿

,

花颇旖旎
红 双眸剪秋水

,

十指剥春葱
。 ”

诗中描绘一位女子弹筝时的情
景

,

诗人笔下的弹筝女可谓风情万种
,

气质不凡
,

美妙的音乐令
人情思绵绵

,

回味无穷
时至宋代

,

与宫廷音乐相 比
,

筝在 民间音乐 中显得更为兴

盛
,

但筝曲多哀婉
,

乐风缠绵
,

不管是弹筝者还是赏筝者
,

情绪愈
境都别有一番哀伤优愁

。

大词人苏东坡在《江城子 》中描述
“

忽

闻江上弄哀筝
,

苦含情
,

遣谁听 烟敛云收
,

依约是湘灵
,

欲待曲
终寻问取

,

人不见
,

数青峰
”
作为宋代大词人的代表

,

这首词却
有些哀婉缠绵

,

看来宋代的筝曲大概的确 已远离盛唐筝乐的风
格

,

独有烟雨凄迷
,

不见大江东去
。

元明之际
,

筝在弦制和表演方式上都有较大的发展
。

根据明
代大学者朱载蜻在《明郑氏子瑟谱 》中

“

今官筝十五弦
,

而世多
用十四弦者 ”的记载

,

可知十三弦筝到了明代逐渐让位于十五弦
筝和十四弦筝

。

在表现形式上
,

以往的筝独奏
、

筝歌继续流行
,

元

代又出现了两面筝对弹的表演形式
。

元代著名诗人杨维祯的诗
《春夜乐 》中就提到“

双筝对弹
”
的表演

到清末
,

筝又增加了一根弦
,

发展成十六根弦 钢丝弦替代
沿用了二千余年的丝质弦

,

使筝的音色更加明亮
,

触弦更加灵

敏
,

音色也得到加强
。

起很于清末的十六弦筝
,

一直沿用至今
国运昌盛则筝乐繁盛 伴随着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成立
,

民族音乐得到空前发展
,

古老的筝乐迎来了美好的春
天

,

相继在全国高等音乐院校都设置了古筝演奏专业
,

使古筝的
传习逐渐专业化

,

系统化
,

培养了大批技艺高超的优秀演奏家和

筝曲创作人员
。

他们活跃在舞台
,

荧屏和教坛
,

成为中华筝乐复
兴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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