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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古筝培训在传统文化衍繁中的作用 

刘 燕 

(苏州职业大学 艺术系，江苏 苏州215000) 

摘 要：本文通过对苏洲 古筝艺术修院传统 曲目传授 、教 师资质及传统 曲目态度 的统 

计、调查、分析，提 出社会古筝培训具有推动传统文化繁衍、促进传承文化专业人才的培养、 

提高大众衍繁传统文化的意识、拓宽传统文化衍繁的渠道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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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on the Function of Public Guzheng Education in 

Developing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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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艺术年代久远、积淀丰厚。是民族音乐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传统乐器的代表之一。弹奏古筝在古代是皇家贵族 

与平民百姓日常娱乐的主要方式之一，其制作工艺与演奏技 

法均有着很大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古筝的制作、演奏及听 

众又有了更大的发展。 

近年来，在古筝从业人员及古筝爱好者的努力下。社会 

古筝培训有了新的发展，青少年、儿童喜爱古筝、学习古筝的 

人数越来越多。古筝技法、古筝曲目、古筝历史及文化越来越 

被人们所熟知。作为一名音乐教育工作者，自己深为古筝艺 

术所拥有的勃勃生机高兴。同时也为目前传统文化大气候的 

渐衰而忧虑。为此，本人就社会古筝培训中传统曲目的传授、 

从教人员资质、青少年对传统曲目学习态度作用作了一些调 

查，以求为社会古筝培训在多元文化下对传统文化衍繁之作 

用寻找答案。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正进入全球共同体的时代。国家 

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日趋丰富。不同传统观、不同价值观的各领域文化在世界这 

个大舞台上正各呈灿烂。求同存异、多元共存的文化理念被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种族所认同与接受。文化多样性已然成为 

目前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 

宣言》，宣言提出：文化多样化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 

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命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世 

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内容共有十二项，其中第八项、第十项、第 

十一项阐述了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增强世界范围的创作和 

传播，建立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三 

方面的未来愿景，展望了世界各领域文化在以上三方面今后 

发展的趋向。把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提升到国际是会应接受 

的基本伦理准则的高度。指出各社会群体和社会均有创造、 

传播自己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权利，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 

同遗产。 

据此我们可以肯定，<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将促进世界 

各领域文化问的交流、交往，进一步促进世界各领域文化的发 

展。在看到<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给世界各领域文化带来 

交流、交往和发展的同时。也应看到世界文化给传统文化带 

来的挑战。尤其是发达国家或跨国传媒企业可能给传统文化 

带来的破坏。如：肯德基、麦当劳对传统饮食文化的冲击，外 

国大片对我国电影市场的侵占等，使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境况 

无不产生忧虑。在此背景下，保护、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的呼 

声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呼应。 

古筝艺术作为传统文化的一支奇葩，其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即流行于今陕西一带，并传至古吴国(今 

苏州吴中区长桥一带)及江西贵溪一带。<东京梦华录>中记 

载，春秋圣节三大宴程序的第十三项中已有“殿上独弹筝”的 

演奏形式。历经秦、汉时期的衍变与发展，到盛唐时期古筝达 

到了一个高峰，出现了一批如常健、高琼琼等身怀高超技艺的 

弹筝名家，并推动了制作工艺的发展。其后宋、元、明、清诸朝 

的宫廷乐工和民间艺人们又使筝制、筝艺有了进一步的丰富。 

近现代以来，在老一辈筝家及专业人士的钻研与开拓下筝的 

音域、筝的技法更为丰富，表现题材、体裁更为宽泛。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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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学习古筝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古筝正成为青少年 

喜欢学习的热门乐器。社会古筝培训愈加普及，从教人员越 

来越多。各类名目的教学书籍、考级书籍及根据流行歌曲改 

变的通俗古筝曲应运而生。在多元文化已渐成气候的今天， 

社会古筝培训中传统曲目的传授、从教人员资质及青少年对 

传统曲目学习的态度如何呢?社会古筝培训能否对多元文化 

下的传统文化衍繁带来一些裨益呢?带着这些疑虑，笔者于 

2007年1月来到座落于江南水乡苏州盘门脚下的苏州古筝艺 

术进修院，就该院对传统曲目的传授、从教人员资质、青少年 

对传统曲目学习的态度进行了统计与调查。 

通过此次调查，笔者对社会古筝培训的情况有了初步了 

解，对古筝传统曲目的传授、从教人员资质及青少年对传统曲 

目学习的态度有了基本掌握。为探索社会古筝培训在多元文 

化下的传统文化衍繁之作用提供了客观依据。 

一

、调查的具体目标 

1、传统古筝曲目在社会古筝培训中的传授现状 

2、社会古筝培训从教人员资质状况 

3、青少年对传统古筝曲目学习的态度 

二、调查的具体方法 

(一)传统古筝曲目教学内容统计 

苏州古筝艺术进修院是一所专门从事古筝教学的社会培 

训机构，其教学内容包括古筝理论、古筝技能、传统曲与现代 

曲的传授。笔者就其2006年在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传统 

曲目的培训内容进行了梳理与统计(该内容以上海音乐出版 

社2005年出版、上海古筝协会所编的《中国古筝考级曲集》为 

基础)。具体内容如下： 

曲目 所属地 订谱 传谱 演奏 

凤翔歌 山东民间乐曲 

穿花蜂 山东民间乐曲 

老六板 江南民间乐曲 潘妙兴订谱 

龙船谣 潮州传统乐曲 郭雪君订谱 

浪淘沙 汉调筝曲 

十杯酒 潮州筝曲 杨秀明订谱 

上楼 陕西眉 曲牌 曲云订谱 

小鸟朝凤 河南筝曲 曹正订谱 

一 点红 潮州传统乐曲 郭鹰传谱 

开扇窗 潮州传统乐曲 杨秀明演奏、李萌记谱 

银纽丝 山东筝曲 

小开手 中州古调 曹正订谱 

三十三板 浙江筝曲 王巽之传谱 

灯月交辉 浙江民间乐曲 王巽之整理传谱 

一 点金 潮州筝曲 郭鹰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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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 所属地 订谱 传谱 演奏 

西厢记 汉调筝曲 项斯华演奏谱 

剪靛花 河南民间乐曲 

天下同 山东琴书前奏曲 曹正订谱 

渔舟唱晚 娄树华曲曹正译谱 

张为昭传谱 风摆翠竹 山东大板筝曲 

何宝泉整理 

小飞舞 河南筝曲 曹东扶订谱 

倒骑驴 潮州民间乐曲 林毛根演奏何宝泉记谱 

锦上花 潮州民间乐曲 何宝泉演奏谱 

妆台秋思 古曲 郭雪君移谱 

高山流水 浙江筝曲 王巽之传谱王蔚演奏谱 

河南八板 河南筝曲 曹正订谱 

莺啭黄鹂 山东大板筝曲 张为昭传谱何宝泉整理 

秋思曲 潮州筝曲 郭鹰传谱 

昭君怨 中州古调 罗九香传谱何宝泉整理 

小霓裳曲 浙江民间乐曲 王巽之传谱王昌元整理 

花流水 河南筝曲 王省吾传谱 

云庆 浙江筝曲 王巽之传谱 

出水莲 客家筝曲 罗九香传谱 

大八板 山东民间乐曲 赵玉斋演奏谱 

苏武思乡 河南筝曲 曹东扶传谱曹桂芬订谱 

寒鸦戏水 潮州筝曲 郭鹰传谱 

汉宫秋月 山东筝曲 赵玉斋传谱 

蕉窗夜雨 中州古调 罗九香传谱何宝泉整理 

打雁 河南筝曲 曹东扶传谱 

山坡羊 河南筝曲 任清志传谱 项斯华订谱 

将军令 浙江筝曲 王巽之传谱 

林玉波传谱 思凡 潮州民间乐曲 

林毛根演奏何宝泉记谱 

崖山哀 客家筝曲 罗九香传谱何宝泉整理 

陈杏元落院 河南筝曲 曹东扶传谱 

高山流水 山东筝曲 高自成改编 

四合如意 浙江筝曲 王巽之传谱 

海青拿天鹅 浙江筝曲 王巽之传谱项斯华演奏谱 

陈杏元和番 河南筝曲 曹东扶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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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 所属地 订谱 传谱 演奏 

月儿高 浙江筝曲 王巽之传谱 

四段锦 山东筝曲 赵玉斋编曲 

柳青娘 潮州音乐 苏文贤林毛根传谱 

以上传统曲目共计51首，含盖古筝九个流派中的六个。 

各流派代表人物传谱26首，专家订谱 11首，专家记谱3首、 

整理6首、译谱1首，演奏谱7首。潮州为22％、山东20％、河 

南为26％、浙江为20％、客家为8％、陕西为2％。 

(二)教师资质及教学效果 

在从教人员资质方面，该院有专业教师 11名。大学本科 

5人、学士4人、专科7人，具有教师任教资格证书 11人。艺 

术院校本科毕业2人，师范院校音乐院(系)毕业3人，专科师 

范院校毕业7人。 

2006年该院在校学员参加社会古筝考级210人。初级班 

110人、中级班6o人、高级班40人。参加学员限演奏传统曲 

目2首。初级班合格人数 8O人，优秀3O人。中级班合格人 

数35人，优秀25人。高级班合格人数25人，优秀 15人。 

(三)学生对传统曲目学习的态度 

学生问卷，内容涵盖青少年对传统曲目学习的兴趣、态度 

及对传统曲目的希望三个方面。问卷调查在苏州古筝艺术进 

修院在校学生中进行，共发问卷 200份，回收有效问卷 186 

份，弃权 14份，接近理想的高效样本数。 

调查结果见下表： 

你喜欢传统曲目吗? 

年龄 参与人数 不喜欢 喜欢 弃权 

9岁 50 9 40 1 

10岁 50 9 40 1 

11岁 50 12 37 1 

12岁 50 l1 39 

合计 20o 41 156 3 

你愿意学习传统曲目吗? 

年龄 参与人数 不愿意 愿意 弃权 

9岁 50 30 19 1 

1O岁 50 28 22 

11岁 50 12 37 1 

12岁 50 7 43 

合计 20o 77 121 2 

你希望继续学习传统曲目吗? 

年龄 参与人数 希望 不希望 弃权 

9岁 50 41 8 1 

你喜欢传统曲目吗? 

1O岁 50 40 10 

11岁 50 33 16 1 

12岁 50 25 25 

合计 200 139 59 2 

通过对调查问卷进行的汇总与统计，我们可以看到以下 

数据： 

9岁学生不喜欢传统曲目的占参与人数 18％，喜欢的占 

参与人数的82％； 

1O岁学生不喜欢传统曲目的占参与人数 18％。喜欢的占 

参与人数的82％； 

l1岁学生不喜欢传统曲目的占参与人数24％，喜欢的占 

参与人数的76； 

12岁学生不喜欢传统曲目的占参与人数22％，喜欢的占 

参与人数的78％； 

9岁学生不愿意学习传统曲目的占参与人数60％。愿意 

的占参与人数的76％； 

10岁学生不愿意学习传统曲目的占参与人数56％，愿意 

的占参与人数的44％； 

l1岁学生不愿意学习传统曲目的占参与人数24％。愿意 

的占参与人数的74％； 

12岁学生不愿意学习传统曲目的占参与人数14％。愿意 

的占参与人数的86％； 

9岁学生不希望继续学习传统曲目的占参与人数的 

16％，希望的占参与人数82％； 

1O岁学生不希望继续学习传统曲目的占参与人数的 

20％，希望的占参与人数的80％； 

l1岁学生不希望继续学习传统曲目的占参与人数32％。 

希望的占参与人数的66％； 

12岁学生不希望继续学习传统曲目的占参与人数50％。 

希望的占参与人数的50％； 

合计情况：不喜欢传统曲目的总人数占参与人数 20％。 

喜欢的总人数占参与人数78％。喜欢传统曲目的总人数是 

不喜欢总人数的3．8倍。 

不愿意学习传统曲目的总人数占参与人数39％。愿意的 

总人数占参与人数61％。愿意的总人数是不愿意人数 1．57 

倍。 

不希望继续学习传统曲目的总人数占参与人数30％。希 

望的总人数占参与人数 70％。希望继续学习传统曲目的总 

人数是不希望人数的2．35倍。 

三、调查结果分析 

依据以上统计与调查可见，社会古筝培训在传统曲目传 

授、从教人员资质及青少年对学习传统古筝曲的态度正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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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特点。 

(1)社会古筝培训传授传统曲目面广量大、代表性强。在 

苏州古筝艺术进修院2006年教学内容统计中，传统曲目既有 

中原地区河南的《小鸟朝凤》、《陈杏元落院》；又有江南地区 

浙江的《灯月交辉》、《四合如意》；也有岭南地 区的《蕉窗夜 

雨>、《出水莲》等，几乎含盖了所有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曲目。 

丰富了青少年古筝学习的内容。 

(2)教师资质基本规范。随着近年来艺术院校及师范院 

校音乐院(系)的扩招，使更多业余学习古筝的学生有机会进 

入高校从事专业学习。这些经过系统专业学习的大学生正逐 

步进入社会古筝培训的师资队伍，他们拥有本科或专科学历、 

师范院校毕业的大学生，大多数还有着省级普通话证书及教 

师资格证书，较好的达到了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对从教人员所 

要求的条件。社会古筝培训队伍的师资资质基本形成了较为 

规范的态势。学历水平、教育理论基础、综合知识水平均有进 

步。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过去社会古筝培训师资队伍中存在的 
一 些缺憾。 

(3)传统曲目传授基本保持原貌。传统曲目的传授重要 

的在于演奏的规范、风格的原汁原味。2006年苏州古筝艺术 

进修院在参加上海古筝协会、江苏省音乐家协会古筝考级中。 

参加的200人中 136人获合格，51人获优秀。演奏乐曲272 

首获合格，128首获优秀，合格率达60％，优秀率达40％。 

(4)青少年对传统古筝曲目的学习态度令人满意。青少 

年对古筝的学习通常是从兴趣开始的，经过一个苦涩的学习 

过程后。当其有了一定的弹奏基础、曲目有了一定的积累、兴 

趣才逐步转变为爱好、被动学习才逐渐转变为主动学习。青 

少年对传统古筝曲目的学习态度正是在这样一个学习过程中 

逐步形成的。作为从事青少年业余教学的社会古筝培训在此 

方面是要做出辛勤工作的。因此，调查显示的希望继续学习 

传统古筝曲目总人数占参与答卷人数70％，希望继续学习传 

统曲目的总人数，是不希望继续学习传统古筝曲目人数之2． 

35倍的结果使令人满意的。 

四、社会古筝培训在传统文化衍繁中的作用 

通过以上对苏州古筝艺术进修院传统曲目传授、教师资 

质及学生对学习传统曲目态度的统计、调查和分析。笔者以 

为在多元文化已日渐形成氛围的今天，社会古筝培训作为传 

统文化传播的一个载体，其对传统文化的衍繁具有以下作用。 

(1)社会古筝培训推动了传统文化的衍繁 

古筝作为民间的传统乐器，其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及深 

厚的群众基础。其技术易学易会、曲目丰富、难易皆有，购买 

价格齐全(几百元一一万元左右均有)、适于各类收人家庭购 

买。据2006年苏州古筝协会统计，截止2006年 9月苏州一 

市、五县、六十个乡镇的青少年中有5000多人在学习古筝，参 

加各类考级人数3000多人，是民族乐器中学习与考级人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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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仅次于西洋乐器钢琴。另外 ，在各种社会文化活动中，如： 

市民文化广场、传统民俗活动、行业文化汇演等经常有古筝的 

表演，在目前苏州的中小学对外文化交流中，古筝乐器也经常 

被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与英国、法国、韩国、日本等国家 

进行交流。 

(2)社会古筝培训促进了衍繁传统文化专业人才的培养 

古筝培训为每年的艺术类院校招生提供着充足的生源， 

为专业古筝人才的培养提供着支撑。据苏州市招生办公室工 

作人员统计，自2001年以来苏州的艺术类考生中，每年都有 

2O名左右的古筝考生参加音乐类高考。他们的成功吸引着 

更多的青少年喜爱古筝、学习古筝。上海音乐学院郭雪君教 

授编著的《青少年学古筝》一书，自1995年4月出版以来，到 

目前为止印刷次数已达 17次，印数达 126，700册。由此可 

见，庞大的社会古筝培训队伍之一斑。许多著名的青年古筝 

演奏家、专业院校的青年古筝教师、从事社会艺术培训的文化 

单位的古筝教师多是从这一庞大队伍中走出的。 

(3)社会古筝培训提高了大众衍繁传统文化的意识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商品社会人们对利益追逐的热衷，保 

护传统文化、传承传统文化、衍繁传统文化的意识近年来被人 

们所淡漠。社会古筝培训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重新 

发现、重新认识到传统文化之魅力、之不可缺少。江苏省扬州 

市每两年一次的古筝大会吸引着海内外六、七千人前来参加， 

此大会已成为该市的文化盛事。苏州老年大学有五十多名离 

退休的老人学习古筝。许多中小学开设了古筝兴趣小组，并 

与古文、国画、书法等传统文化、艺术列为学生素质教育的一 

部分。衍繁传统文化的意识在大众中得到提高。 

(4)社会古筝培训拓展了传统文化衍繁的渠道 

多元文化下的传统文化传承、衍繁需要全社会的努力、需 

要多管齐下。古筝作为中华民乐中的一个种类，其开展的社 

会培训拓宽了学习传统文化、了解传统文化、接触传统文化的 

受众面，增强了热心传统文化的人气。据上海古筝协会统计， 

2006年上海市学习古筝乐器的青少年已达20000余人。在苏 

州少年儿童活动中心许多小朋友学习古筝的同时，还学习了 

书法、国画及剪窗花等传统艺术。不仅拓展了自身的人气、还 

为其他传统艺术带来了人气。 

结语 

通过此次对苏州古筝艺术进修院传统曲目传授、教师资 

质及学生对传统古筝曲目学习认知态度的调查，笔者对社会 

古筝培训有了新的认识，在观念上对社会古筝培训有了新的 

定位。笔者为古筝作为民族乐器培训中的一个种类，在多元 

文化到来的今天能吸引那么多学习者，并能传授着那么多传 

统乐曲而感动。从中看到了传承传统文化、衍繁传统文化之 

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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