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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历 代以来
,

研 究者对古筝的历史
、

演奏与传授方式不断地进行研 究
,

取得 良好的成绩
。

但几 乎所

有论者都从音乐 的角度 出发
,

尚未关注 作为文 化传播载体的语言
。

本文从语言的角度
,

通过研 究古筝的

历 史
、

演奏与传授方 式 对古筝的词 义
、

词 源
、

造词法
、

构词 法及 词 汇 系统进行初步的研 究
。

〔关键词 」古筝
,

词汇 ,

音乐语言

中图分类号 〔文章编号 〕 八 文献标识码 一 一 一

古筝是我国古老的弹拔乐器之一
,

流传至今已有 多年的历史
,

故被俗称为
“

古筝
” 。

远在战国

时代的秦国境内 现在的陕西省
,

筝就已经流行
,

当时称为
“

秦筝
” 。

此后
,

流传到了河南
、

山东
、

浙

江
、

内蒙古等地
。

由于历史的变迁而造成了地方风格
、

演奏指法的不同
,

并为此形成了当今各种不同的

古筝流派
,

使古筝的发展 日趋繁荣
。

世纪 年代以来古筝制作有了创新的发展
,

不仅能演奏古典音乐
,

还能演奏出现代乐曲
。

中国音

乐家被不断地邀请到世界各国演出
,

筝乐也随之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
。

世纪 年代以来古筝事业得到

了极大的发展
,

如今越来越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

筝是一种音乐艺术
,

也是一门科学
。

为了提高古

筝的科学性和标准性
,

音乐家协会开办了古筝协会
,

并制定了古筝演奏标准
,

按照曲子的难度将其分为

十级
。

为了古筝事业的发展
,

古筝演奏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工作并编制了许多古筝教程
,

如 年

张弓的 《古筝弹奏指南 》
、

阎俐的 《古筝教程 》
、

年王天一的 古筝教学法 》 上
、

下
、

年

孙宇馄的 《王天一筝曲选讲》
、

年谢晓滨
、

姚品文
、

陈结的 《古筝艺术与名曲》
、

年高雁的 《中

国古筝基础教程 》
、

年东南大学学报曹月的 《古筝的主要流派与风格特征 》等
,

各地的出版社也出版

了不同流派的古筝乐谱集
。

如今随着网络科技的不断发展
,

许多网站都有关于古筝知识介绍的内容
,

如

古筝历史
、

流派
、

乐谱
、

音乐
、

曲子等等
。

遗憾的是
,

现在的古筝研究大多都着眼于音乐方面的研究
,

而

忽略对古筝语言的研究
,

只有少量解说古筝弹奏指法的词语而已
。

在每个语言当中除了日常用语之外
,

还有一种词语是只在专门领域中使用的有特定含义的词语
,

叫

做
“

术语
”

彭泽润
,

李葆嘉 年 语言理论 》
,

有的叫做
“

专用语
” 。

这种词语是在日常用语中较

少见
。

而在该领域之外的人是很难理解这种词的意义
,

比如

语言学术语的 语音 音位 声尾 音质 音量 语言 言语 语法 词法 音节 塞音 鼻音 后

鼻音 唇齿音

彭泽润
,

李葆嘉 《语言理论 》

音乐术语的 小 调 大调 节律 节奏 韵味 韵尾 五声音阶 沙音 和声 转调 低音 尾

尸

袁静芳 《民族乐器 》
,

胡登跳 《民族管弦乐法 》

虽然术语也是运用语言中的词语造成的
。

但是
,

它有固定的意义
。

这固定意义是由各个专科的专家

或某一领域的人共同决定而运用的
。

每个领域都有自己固定运用的术语
,

在一种语言中除了社会的共同

日常用语之外还产生了
“

专用语词汇
” 。

古筝词汇作为汉语的一个成员
,

随着古筝事业不断发展
,

古筝领域的语言也有了进一步地发展
,

给

汉语扩充了许多新的词汇
。

古筝表演家
、

研究家大多从音乐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
,

大部分忽略了对古筝

语言领域的研究
。

而如果从语言的角度来进行研究
,

则可以给古筝研究工作提供许多可信和正确的观点
。

从古筝的历史
、

演奏
、

乐曲等方面来看
,

它的语言领域的词语均是专用语
,

都同语言有关
。

而且古筝的

专用语也是很特殊的
,

区别于 日常用语
,

下面我们从语言的角度来分析古筝发展过程中的各个方面

古筝历史来源的几种说法
。 “

分瑟为筝
” 、 “

筝筑同源
” 、 “

蒙恬造筝
” 、 “

筝从西方来
”

等
。

常见的是
“

分瑟为筝
”

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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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碑。‘。,叫叫叫一音乐与表演版‘匀丈之瑟至二十五弦
。

亲人鼓瑟
,

兄弟争之又破为二
。

筝知名为此始
。 ” ①

《集韵 》云
“

秦人薄义
,

父子争瑟而分之
,

因此为名
。

十二弦
,

盖破二十五弦而为之也
。 ” ②

《乐道类集 》云
“ ⋯ ⋯或云

,

秦有婉无义者
。

以一瑟传二女
,

二女争引破
,

终为二器
,

故号筝
” ①

从语言的角度来分析上面的文献
,

得出筝是一种名瑟的乐器分破
,

据传说是两人争瑟而产生两个

部分
,

一是因
“

争
”

字是筝名称的来源
,

二是产生了两个乐器名叫筝
。

但这仅限于传说
。

文献资料表

明秦代已出现了筝
,

但是
“

分瑟为筝
”

的传说在唐和宋代才出现
。

显然
,

这种传说是不可信的
。

此外
,

在

乐器的发展演变中
,

一般都是由 简单
、

少量
、

小型 到 复杂
、

多量
、

大型 的
。

上面的传说是把

五十弦的瑟分为两个二十五弦的筝似乎没有多大的可能性
。

再如 筝的弦数是由各个朝代的不断沿革逐

渐从四弦增加到二十一弦
。

从最早期的五弦
,

发展为汉代十二弦
,

隋唐十三弦
,

明代增至十四弦和十五

弦
,

至近代出现的十六弦乃至现
、

当代的二十一至二十六弦
。

这足已证明这些传说是不可靠的
。

“

筝瑟同时存在
”

不少文献证明筝与瑟是同时存在的
,

如

《汉书 》日
“

越女鼓瑟于左
,

秦娥泛筝于右
” ①

《三国志 》日 “

珍膳杂杳
。

充溢圆方
。

笙磐既设
。

筝瑟俱张

《汉书 》日 “

弓
、

弩
、

旅
、

旗
、

戈
、

鼓
、

阵 音乐十首 琴
、

瑟
、

筝
、

琵琶
、

钟
” ④

《汉书 》日
“

锦瑟银筝
。

看花驻马
,

把酒闻莺
” 。

可见
,

在拥有瑟时也同时有筝
。

所以筝不应该是从
“

破瑟为二
”

而来的
。

以上已证明筝不是瑟的分破
,

那么
,

筝的名称是从何而来的呢

在东汉刘熙 《释名 》一书中解释为
“

筝
,

施弦高急
,

筝筝然也
。 ”

就是说
“

筝
”

字应该来源于它本

身的音响效果
“

铮铮
”

声
。

这个观点似乎更可靠
,

因为中国乐器的名称也同样有由它的声音效果来命名

的
,

如
“

磐
” 、 “

琵琶
”

等
。

“

筝瑟同器异名
”

《三国志 》云 筝 即颂瑟
,

有四弦
。 ⑥

《宋 书 》云 筝
,

亦小瑟类也
,

本十二弦 ⋯ ⋯露桃 即
“

露井桃
” 。

《乐书 》云
“

本朝十三弦筝
,

然非雅部乐也
。 ”

《新唐书 》云 五日丝
,

为琴
,

为瑟
,

为颂瑟
,

颂瑟
,

筝也 。

《律吕正义合编 》云 筝似瑟而小
,

十四弦
。

《宋书 》云 古者大琴则有大瑟
,

中琴则有中瑟
,

有雅琴
、

颂琴
,

则雅瑟
、

颂瑟
,

实为之合
。

《荆川稗编 》云 颂琴十三弦移柱应律
,

其制与筝无异
,

古宫悬用之
,

和颂声也
。

是知筝本颂琴
。

后

世以其似
,

呼其名
,

遂名日筝
,

列知俗部
,

使颂琴受诬
,

不得跻与雅部
,

惜哉。

可见筝瑟同形
,

换句话说可推断
,

筝瑟是一个乐器
,

只是弦数不同而已
。

瑟有 弦
,

但筝从有文

献记载的时候起
,

弦数从 弦逐渐增加至 弦
,

同瑟
。

以上文献有
“

颂琴 颂瑟
” 、 “

雅瑟
” 、 “

小瑟
” 、 “

大瑟
”

之分
。

可见在文献中记载的宫廷里的礼乐都

使用
“

瑟
”

或
“

雅瑟
” ,

但是在宫廷外的普通老百姓则用
“

筝
”

或
“

颂瑟
” 。

筝或颂瑟似瑟而小
,

那就是说筝和瑟是同样的乐器
,

只不过有宫廷里使用和宫廷外民间使用之分
,

因此名称不同
。

颂瑟在民间运用
,

因它的声音效果是
“

铮铮
”

声
,

就以其声音作为
“

筝
”

的名称
。

瑟与筝形随相同
,

但演奏方法却截然不同
,

两种乐器的发音原理也不一样
,

所发之音也不相同
,

瑟

音低沉
,

有悲伤之音 筝音则响亮
,

铮铮然
。

对于其问题也可以作这样的解释
。 “

瑟
”

本是宫廷里的乐器
,

无论是形式
、

演奏方法
、

音乐风格都有一定标准规律的仪式
,

规范地演奏出优美
、

典雅的音乐风格
。

而

民间的
“

筝
” ,

因模仿宫廷的
“

瑟
” ,

老百姓对
“

瑟
”

的形式
、

构造
、

演奏方法只是模糊的记忆
,

所以民

① 日 冈昌名《乐道类集 》日本第十七世纪
,

元禄年问
,

宫延乐师
。

②《汉 书
·

冯康传 》
。

③《三 国志
·

魏书
·

陈 思王 传 》
。

④《汉 书
·

地理 》
。

⑤《汉 书
·

公 孙 弘传 》
。

⑥《三 国志马 良传 ⋯ ⋯庄子
·

人世 》

⑦《宋书
·

乐志 》

⑧ 宋 陈场《乐书
·

宋史
·

乐 志 》

⑨《新唐书
·

志第十一 礼乐十一 》

⑩ 清 《律 吕正 义合编 》

《宋书
·

志第九十五
·

乐十七 》

明 唐荆川《荆川稗编 》

理
论
探
索

回



间的
“

筝
”

无疑是在匠人知识和想象的基础上
,

以宫廷的瑟为模本而造的
。

对新造
“

筝
”

的演奏和乐曲

也同样在民间风格的基础上演奏出纯朴
、

活泼
、

响亮的音乐风格
。

筝的历史来源还有另一种说法
“

蒙恬造筝
”

之说
,

如

《隋书 》载 筝
,

十三弦
,

所谓声
,

蒙恬所造
。 ①

这一说法已有古人否认
,

如刘胸 《旧唐书 》中记载 筝
,

秦声也
,

相传蒙恬所造
,

非也
。 ②

那么
, “

蒙恬造筝
”

之说如何而来呢

宋 赵彦卫 《云麓漫抄 》云
“

张子训尝问仆日 蒙恬造笔
,

然则古无笔
” ③

《说文通训定声 》载
“ ⋯ ⋯用毛笔绘成的帛画

。

又据说秦代蒙恬造笔
,

己具毛笔化 ⋯ ⋯京都
,

谈

江社
,

年
。 ”

因
“

筝
”

和
“

笔
”

字的繁体字近似
。

由于
“

笔
”

字出现较晚
,

很可能有人未得其详
,

不识
“

笔
”

字
,

误将
“

蒙恬造笔
”

刻写成
“

蒙恬造筝
”

几经传抄翻印后
,

便产生了蒙恬
“

造筝
” 、 “

改筝
”

之说
。

赵曼

琴 《筝史浅析 ④

《隋书 》载 筝
,

十三弦
,

所谓秦声
,

蒙恬所造
。 “

造
”

有两解
, “

改造
”

还是
“

制造
” 。

而在 《史记 》已有关于筝的记载
,

即
“

弹筝博脾
’

和
“

退弹筝而取韶虞
’ 。 ③这在时间上比蒙恬发迹

之初还要早
。

再按照赵曼琴的解释
,

不应该是
“

制造
”

而是
“

改造
” ,

这才是有可能的
。

从筝的相关文献来看
,

筝的名称除了
“

筝
”

之外
,

还有其他名称
。

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语言分析
“

筝
”

的名称
,

比如 以长久的历史和起源地方的名字而言的古筝
、

秦筝 《刘既》⑥ , 以演奏技巧而言的弹筝
《隋书 》⑦ 、

掐筝 《隋书 》⑧ , 以饰物命名的银筝
、

锦筝 《汉书 》。 以音色和表现力命名的鸣筝 《唐书 》

以形制大小而名的长离 《刘禹锡诗 》。
。

因此
,

从语言的角度来看
,

可归纳筝的历史来源和名称
,

如

下面的图表
。

一种大竹筒作的简单乐器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毛尸宋一若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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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
、

秦筝

掐筝
、

弹筝

横筝
、

卧筝

长离
、

鸿筝

簧集
、

雕桐

锢筝
、

银筝
、

锦筝云和筝
、

吹云筝
、

珊瑙筝
、

瑶筝

哀筝
、

玉筝
、

鸣筝
、

清筝

故筝
、

宝筝
、

素筝
、

掬筝

冲

回

①《隋书
·

音乐志 》
。

②《旧唐书
·

音乐志 》
。

③ 宋 赵彦卫《云 麓漫抄 》卷了
。

④赵受琴
“

筝史浅析
”

张 弓主编《古筝弹奏指南》 江苏艺术出版社
,

年
,

南京
。

⑤《史记
·

李斯传 》
。

⑥ 唐 刘既《大乐令壁记 》
。

蒙恬 将瑟 中分之 令各取半
,

因 名秦筝然
。

⑦《汉 书 》载 周穆王 ⋯ ⋯所 以岭恫 山前峡又 名弹筝峡
。

⑧《隋书
·

志第九
。

音乐志 》载 ⋯ ⋯歌
、

琴
、

瑟
、

箫
、

筑
、

筝
、

掐筝
、

卧爹摸
、

小琵 琶 ⋯ ⋯

⑨《汉书
·

卷 四 十
·

周勃传 》载 ⋯ ⋯石 鼎龙头缩
,

银筝雁翅排 ⋯ ⋯ 《汉书
·

公 孙弘传 》载 皓首穷经
,

黄卷青灯 山

馆静
、

红妆劝酒
,

锦筝银 烛画 堂深 ⋯ ⋯

⑩《汉 书
·

五 行志 》载 楼头小妇鸣筝坐
,

遥 见 飞 尘入 建章 ⋯ ⋯

唐 《刘 禹锡诗》载 二 公如长离
,

比翼翔太微
。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为‘,叫﹃工叫一音乐与表演版‘,,﹁,互之。筝的演奏指法
“

劈
”

在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年 》中解译为 用刀斧等破开
。

雷电毁坏或

击毙
。

比喻劈开
。

裂开
。

正对着
,

冲 简单机械的一种
。

但没有任何解释相近于古筝专用的
“

劈
”

的意义
。

古筝演奏指法说明
“

劈
”

是
“

大拇指向外弹弦
”

《郭雪君 年 青少年学古筝
。

同样
,

古

筝的另外演奏指法勾
、

托
、

抹
、

滑
、

摘
、

抓
、

扫
、

摇
、

推拉等名词
,

都有其固定的意义
。

当然这种词的

用法和引申义跟本义有相关联系
,

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

词的语法方面
,

发现古筝词语中有一些日常用语少见的
“

连动词
” ,

比如 上回滑推拉
、

上回滑重颤

弦
、

下滑弦节奏颤弦
、

上回滑节奏颤弦 等等
,

孙宇艰 年 《王天一筝曲选讲
。

这种连动词的

顺序是从某一种动作或弹法连续 到 个动作到最后一个动作
,

那就是说
,

有至少 到 个动词连续起来
。

构词法方面
,

以筝为基本词或词根由汉语语法制约造成多数的新名词
,

比如 筝一转调筝一截弦转

调筝一脚踏截弦转调筝一十六脚踏截弦转调筝一二十六脚踏截弦转调筝一苏州二十六脚踏截弦转调筝
。

再

举上面所说的连动词的构词法的例子 以
“

颤
”

弦为基本词
,

古筝术语也创造了不少古筝指法的新动词
,

比如 颤一节奏颤弦一 回滑节奏颤弦一上回滑节奏颤弦
。

造词法方面
,

古筝用语的名词化
,

把动词变成名词
,

比如 上滑弦 动 变成上滑音 名
,

颤弦

动 变成颤音 名
,

揉弦 动 变成揉音 名 等
。

在古筝领域吸收进来的古筝构造物品以及外族语

对筝的名称
,

带来的外来词
,

有的独立运用
,

如 尼龙
、

赛璐路
、

伽耶
、

雅托噶
、

雅托克 蒙古筝 ①。

有的与汉语搭配起来
,

如 尼龙弦
、

尼龙缠弦
、

赛璐路甲
、

伽耶筝
、

朝鲜伽耶琴
、

雅托噶筝
,

成了筝领

域新造的词
。

此外
,

筝的造词法引入了人体词
,

比如 筝头
、

筝体
、

筝尾
、

筝面等
。

词组或固定词语
、

成语
、

惯用语
、

熟语之类
,

也被用来阐述筝声
、

筝体
、

筝乐及各个流派的弹奏风

格
,

比如 北派风格
,

高吭僚亮
、

苍劲有力
、

豪爽奔放
、

刚中有柔
、

庄重古朴 , 南派风格
,

风景秀丽
、

气

候温和
、

细腻明快
、

悠扬典雅 陕西派
,

多抒情 , 河南派
,

活跃欢乐 , 山东派
,

刚健有力
。

另外
,

筝曲

的名称也是一种既不能分开来说又不能替换位置的套话
,

如 《高山流水 》
、

《锦上添花 》
、

《梅花三弄 》
、

《汉宫秋月 》
、

《寒鸦戏水 》
、

《出水莲 》
、

《渔舟唱晚 》等
。

同时
,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曲子名称的构词法
、

语法
,

有的构成词
,

如 《思凡 》
、

《浏阳河 》 有的构成短语
,

如 《一点金 》
、

《白柱 》《春江花月夜 》 有的

构成句子
,

如 《粉蝶采花 》
、

《高山流水 》
、

《彩云追月 》, 也有的是多词排列起来
,

但没有任何语法关系
,

如 《梁祝 》
。

筝的语言系统可简单的分成一个系统
,

根据筝在各个地方不同的发展
,

出现了筝的不同种类
,

并衍

生出其他名称
。

这种系统由
“

筝
”

一词为主
,

再配以地方名称
,

如陕西筝
、

浙江筝
、

上海筝
、

广东筝等
。

作为筝的第二层次
,

各个地方的筝种类也不尽相同
,

例如 苏州二十六脚踏截弦转调筝
、

苏州四十四弦

脚踏转调筝
、

苏州二十一弦筝
、

朝鲜伽耶琴筝
、

上海音乐学院蝶式筝
、

传统筝
、

上海二十一弦筝
、

广州

十八弦筝
、

广州二十一弦筝 等
,

属于各个地方筝的第三层次的词或词组
,

如下例图表

再比如演奏方面的词语系统
,

以
“

指法
”

或
“

弹法
”

或
“

演奏法
”

为主
,

分为上下两个层次
,

左手

第一层次 第二层次 第三层次 四层次 第五层次 第六层次 名词化
甲叮,口令

左手指法

滑

、
下滑

以

上回滑

上回滑弦 动

丢
上回滑音 名

下回滑

下回滑弦 动

杏
下回滑音 名

户以︸﹄沂八推
花

已卜︸﹄已﹄卜叶

产﹄
指法

右手指法 食指扫摇

大指扫摇

弹法和右手弹法
。

左手弹法有压
、

按
、

颤
、

揉
、

滑等词为上层次
。

右手弹法有勾
、

托
、

抹
、

剔
、

摘
、

摇
、

花等词为下层次
。

在每个层次的词语中也有它的上
、

下层次的成员
,

比如 左手弹法的
“

滑
”

扫
、

有

①关于蒙古筝 雅 托克是其蒙语发音
,

朝鲜的伽耶 筝
,

也 叫伽耶 琴
,

它的演奏方法 区 别 于 目前的国 内筝 国



回滑
、

上滑
、

下滑
。 “

回滑
”

这一词也有上回滑
、

下回滑
、

属于上层次
。

右手弹法的
“

摇
”

有大摇
、

小摇
、

双摇
、

三摇
、

四摇
、

大指摇为下层次
。 “

大指摇
”

一词也有大指扫摇
,

属于下层次
。

同样古筝的名称
,

古

筝的构造
、

装配
、

种类
、

流派
、

风格
、

乐曲
、

教学等的语义作为古筝的下层次系统
,

然后各个层次系统

组合成为
“

古筝词汇系统
” ,

如下例图表
人们用语音的组合来称一种事物和动作

,

不同音素产生了不同词义
,

比如
“

爸
”

和
“

怕
” ,

因为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的区别
,

产生了不同的意义
。

同样在词汇系统中
,

同义词
、

近

义词
、

反义词
、

同音词
、

多音词
、

比较数量词
、

等级词等等概念造成了语言当中无数新词语
。

这种概念

造成新词的方法
,

在古筝词汇中也存在
,

比如 反义词大和小的
“

大撮
、

,
、撮

”

上和下的
“

上滑
、

下滑
”

高和低的
“

高音
、

低音
” 。

阐述筝声的清脆一浑厚
、

明一暗
、

刚一柔
、

低沉一响亮 比较数量词
、

等级词

的
“

三度
、

四度
、

八度
”

表示古筝演奏能力的
“

一级
、

二级
、

三级
、

八级
、

十级
”

同义词或一义多词

的
“

柱
”

也称
“

雁柱
、

码子
、

码
” 。

再如
,

各地流派的名称也如此
,

河南筝派也称中州流派
、

山东筝派

也称齐鲁派
,

福建筝派也称闽南派
,

浙江筝派也称浙派
,

吴越派也称江南派
。

这些造词方法使词跟语音

一样拥有系统
,

因此构成了词汇系统
。

筝之言的研究除了利用记载筝乐的语言语义资料之外
,

还需要分析古筝领域用语的系统
、

造词
、

构

词法
、

语言结构等方面
。

假如以后语言因社会发展变化而变化
,

那时现在所用的词义就会有所变异
,

但

是本义还在古筝领域存在
,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它在古筝领域中的意义对其进行探究
,

这种情况是常见

的
。

忽略其他领域的语言同样不可取
,

比如 生意的损失
,

因不理解生意的语言 打官司不成
,

因不理

解法律用语
。

古筝语言也发现语用的问题
,

很明显
,

各个地方演奏指法的不同
,

产生了不同的演奏风格
,

使曲子历史的传授有误
。

再比如
“

筝
” ,

在 《现代汉语规范辞典 》解释
“

古筝
”

为
“

弦乐器
,

木制长形
” 。

但唐宋时筝有十三根弦
,

后增至十六根
,

现发展到二十五根
,

而在口语和筝的文献当中不止称筝和古筝
,

也用泛称称琴
,

秦声也是筝的一种称法
。

如果从词典查
“

秦声
”

这个名词
,

却未详所在
。

而其他学科的

术语
,

如把早期出版的和新出版的词典作比较
,

则明显增加了许多新的词汇
,

如科学方面 电脑
、

电脑

病毒
、

电视电话等 医学方面 爱滋病
、

维他命
、

维生素
。

古筝术语与科学术语
、

医学术语同为语言的

成员
,

没有被重视纪录在词典里
。

这大概有两个原因
,

一是社会对其需求性不高
,

在社会语言中的使用

率较低
,

二是对古筝本身的语言研究不足
。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尸一卜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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