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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客家筝派的形成和传播 

发表刊物：《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 02期作者:罗德栽 

论文内容： 

    摘 要：客家筝派的形成可以说始于何育斋先生，成于罗九香先生。今天客家筝派已经成为中国古

筝的重要流派。 

 

    关键词：客家筝派；何育斋；罗九香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大埔何育斋先生从客家汉乐丝弦乐曲中搜罗考订、博采众芳、汇通集成选

编出《中州古调》和《汉皋旧谱》，并首创了声字并用的“工尺谱谐声字谱”。从此便有了早期的客家

筝谱。期间。何育斋先生还总结和归纳了客家筝弹奏的方法和规律。编为《弹筝八法》。1943年何育斋

先生辞世之后。以罗九香先生杰出筝艺为代表的客家筝人，通过公开演奏、音乐学府教学、培养社会人

才和各派筝家互相交流等各种渠道。使客家筝乐得以广为流传。成为今天备受瞩目和欢迎的客家筝派。 

 

  客家筝乐也和我国其他筝派一样，离不开滋润其生成的一方水土、风物和人情。离不开孕育其成长

的地方乐种——广东汉乐。 

 

  广东客家人聚居的地方流传着一种古老的音乐。它包括古典丝弦音乐、中军班音乐、八音、民间大

锣鼓和庙堂音乐几种演奏形式．曾被称为客家音乐、外江弦、儒家音乐、汉调、广东汉乐、客家汉乐。

这种音乐文化的原形是随着曾经定居中原即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汉族先民南迁而来的。它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南宋以至更加久远的年代。广东汉乐保存着 60O多首情调不同、形态各异的丰富曲目和多姿多彩的演

奏形式。它一方面承袭了宋、元以来中原古乐的遗风。同时又极富浓郁的岭南音乐风韵。经过千百年的

流传、融合、变化和发展。逐渐形成了古朴大方、典雅优美的独特风格。在广东、福建、台湾等省区和

东南亚诸国华人中间广为流传。 

 

  广东的客家人大部分居住在边远的山区，生活条件较为艰苦。但他们有着刻苦耐劳的优良传统。民

风淳朴。崇尚文化和艺术。蔚为一种风气。明嘉靖九年(公元 1530年)广东大埔县最早的县志称：“埔之

在潮弦诵媲邹鲁。”以后各时期的县志亦同样载述埔之风俗：“家诵户弦。”百余年间，仅大埔一县境

内就有近百间弦馆(乐社或和奏汉乐的场所)。“和弦索”和唱、演汉剧活动十分兴盛。 

 

  20 世纪 50年代初，笔者少年时代耳濡目染，亲身经历过许多乡间“和弦索”。唱、演汉剧的情景。

同宗兄长、启蒙教师罗协鸿先生酷爱汉乐、汉剧。他广交乐剧名流。博取众长。曾聘请汉乐名师饶托生

常住他家传授汉乐。他聪慧好学，深得真传。吹、拉、弹、打、唱样样皆精。造诣颇深。遐迩闻名。他

诲人不倦、爱护后学。因而吸引着各种年龄层次的众多汉乐爱好者常常聚会他家唱、奏汉剧、汉乐，数

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笔者也就是在这个环境里接受指导、熏陶。刻苦磨练和大量实践中成长。并与

汉乐终身结缘的。 

 

  客家民间“和弦索”活动多在闲暇的晚问进行。开头人数较多。有的是来欣赏的。但大多数还是来

“和弦索”的。各自挑选擅长的乐器和奏汉乐，也可以不断变换乐器组合和乐手。这种气氛宽松和谐。

我想大概就是民间的这种环境和氛围培育了乐手对汉乐的浓烈兴趣和一专多能的才华，不少乐手吹、拉、

弹、打，甚至唱(汉曲)，样样皆能。 

 

  “和弦索”常用的乐器有头弦、扬琴、提胡、椰胡、琵琶、三弦、秦琴、箫、笛等。人数可多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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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组合。一般情况下，头弦领奏必有扬琴，这种组合参加的乐器可以多些，演奏气氛较为热闹、开朗，

若是提胡或笛子领奏时也用扬琴但不用头弦。和奏的乐曲多为串调和硬线乐曲，如<琵琶词》<翠子登潭》

<南进宫》<玉连环》<怀古》<迎仙客》<小扬州》(gO叶金》<将军令》等。通常和奏几个回合之后，人

们逐渐散去。夜深人静了，古筝、琵琶、椰胡、洞箫组合并以古筝为主的小合奏即开始登场，此种形式

俗称“筝琶胡”。演奏曲目多为中州古调，如<出水莲》《崖山哀》<昭君怨》<熏风曲》<有缘千里》等，

这种筝乐曲目丰富、风格独特、儒雅含蓄、韵味无穷，称为清乐。在客家地区极受推崇，世代流传。“和

弦索”的魅力说不清、道不尽，似乎也会让人上“瘾”，乐手、乐迷过足瘾之后才愿离去。 

 

  座落在枫朗街的罗九香先生的家里也是一个“和弦索”的热点，来拜访的、求教的、合乐的人流不

断，更多的是来欣赏罗先生精湛筝艺和筝琶胡小合奏，节目不停，自娱又娱人。事实上，众多人参加的

“和弦索”和少数人进行的筝琶胡小合奏的曲目都没有硬性规定。当然，乐手水平参差和演奏的场合气

氛不同，演奏的曲目还是有所选择的。 

 

  这种家庭式的或在公共场合“和弦索”的活动，各个乡镇村落都很普遍，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

最近大埔县被授予“汉乐之乡”的美誉，就是和这个民俗活动分不开的。如今大埔县仅在小小的县城镇

里，就有许多“和弦索”的好去处，有一定规模又有相当水准的家庭乐社就有近 20家之多，汉乐普及和

兴盛的情形可见一斑。 

 

  近百年问，大埔音乐人才辈出，涌现出不少汉乐和古筝名家： 

 

  罗展才公(1848—1919)大埔县枫朗乡坎厦村人，其父宗爱公生六子，展才公排行第六，祖上几代为

官，其故居称为“大夫第”。罗展才公被誉为古筝祖师，他在汉剧团担任乐师，告老回乡之后教授两位

高足弟子：一是罗菊如，精于乐理；一是何育斋，长于技术，兼通理论。这从何松先生(何育斋嫡孙)撰

写的<我所知道的广东客家(弹筝八法)》一文中可以印证：“何育斋早年习筝，据说在家乡师承前辈古筝

家罗展才先生。”至于罗展才公师承何人，筝乐面貌如何?留待后人继续探索求证吧！ 

 

  枫朗罗明镜公(1851—1913)是汉剧四大外江班的头弦手。据其后人回忆，罗明镜公担任头弦手伴奏

汉剧，在一次重要演出中突然断弦，他不慌不忙以剩下的一根弦演奏至结束，而演出效果丝毫未受影响。

因此，名噪一时，被誉为单弦王。枫朗罗仙俦公(1875—1923)县志称其善弹筝、弦，兼擅诗书画。他是

罗九香先生的同宗兄长、启蒙老师。 

 

  大埔县境涌现出的大批汉乐家、古筝家、剧乐家，以及一大批职业或半职业的中军班艺人，长期在

汉乐“和弦索”中领略汉乐神韵，而且精通多种乐器，但他们首先是出色的汉乐家，继而才是各种乐器

的专家或筝家。他们的一生与汉乐结缘，大量趣事轶闻不胫而走，传为美谈。 

 

  古筝得天独厚，音色优美动人，表现力极强，尤其长于表现古朴典雅、深沉含蓄的中州古调、汉皋

旧谱，因而以古筝为主奏的乐曲和形式备受推崇。客家筝在长期的汉乐“和弦索”中与汉乐乐种共存共

进，脱颖而出，一枝独秀。当汉乐出现何育斋、罗九香等筝家之后，客家筝乐就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传

播于世，成为引人瞩目的筝派劲旅。是“汉乐”这方沃土孕育出客家筝乐和筝家，而客家筝乐、筝家又

以其特殊的神韵和魅力将汉乐推向新的境界和高度。事实上有不少音乐人或爱好者就是先认识客家的筝

乐之后才逐渐了解和喜受客家汉乐的。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汉乐和客家筝可以说是进入了何育斋时代。何育斋先生倾注毕生的心血，

对汉乐进行系统的整理，选编了作为客家筝谱的<中州古调》和<汉皋旧谱》。何育斋公不但在大埔县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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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汉乐和客家筝乐，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进而又走出山村来到省城广州组织“潮

梅音乐社”，旨在集中客家汉乐名手，总结提高并与其它乐种互相交流，以图汉乐更大的发展。30 年代

初，何公还把客家筝乐带到上海，结交音乐名流，组建“逸响社”，传播授徒，为客家筝乐北传首作贡

献。何育斋先生为客家汉乐、客家筝乐的继承和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留史册。 

 

  1943 年，何育斋先生辞世后，其弟子罗九香先生继承并发展了何公开创的客家筝乐，数十年如一日，

奉献一生，无怨无悔。他在家乡十分动荡和困难的境况下，宁可丢财物也不丢弃何先生古筝遗稿，把精

心完好保存下来的何先生珍贵文物以及何育斋先生生前使用过的印证客家筝发展轨迹的古筝带去北京，

交给何育斋公的嫡孙何松先生。因此才有可能于 2002年出版何松先生多年努力整理出来的《何育斋筝谱

遗稿》。这是客家筝史上的一件大事。 

 

  罗九香先生对客家筝派的贡献是巨大的，正如星海音乐学院院长唐永葆在《罗九香先生诞辰一百周

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概括的那样中肯和精辟。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纪念这位在中国筝坛默

默耕耘数十年，为客家筝的弘扬与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的著名古筝艺术家。罗九香先生作为客家筝一代

宗师，为弘扬、传播客家古筝艺术和客家汉乐付出了毕生精力。1956年罗九香等三人组成的客家音乐代

表在中国第一届音乐周上献演客家筝乐。是他，第一位在中国音乐舞台上向海内外介绍客家古筝艺术，

使这个鲜为人知的传统古筝流派得以名扬天下、深入人心。1959年罗九香先生应聘天津音乐学院任教古

筝专业，继而又于 1960年调到广州音专担任古筝教师至逝世。是他，第一位在高等音乐学府教授客家古

筝，培养了一批日后成为当今古筝界栋梁的英才，使客家筝后继有人、世代传承。1961年中国文化部在

西安音乐学院召开第一届古筝教材会议，罗九香先生作为客家筝乐代表向会议推介 39首筝曲。是他，第

一位把客家筝带到全国古筝教材会议上，使之列为高等音乐院校古筝教材，使客家筝从民间走上学府。

是他，第一位把客家筝的演奏灌成唱片，发行到海内外，使客家筝艺术得以保存并传播到世界各地。从

乐谱到演奏、从教学到理论，罗九香大师给我们一笔珍贵的遗产，使客家筝成为当代中国筝坛大家熟知

的传统流派之一。为此，罗九香大师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客家筝派的形成可以说始于何育斋先生，成于罗九香先生。今天客家筝派已经成为中国古筝的重要

流派。随着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广泛和深入，港、澳、台以及国内外舞台上展示客家筝曲或专场筝乐音

乐会已经相当频繁，并且深受欢迎；客家筝曲专辑乐谱、CD 唱片及其他音像资料也随处可见，并传播于

国内外，说明客家筝乐已经走向世界。尤其令人惊喜的是客家筝派的创始人之一罗九香先生的名字，于

2001 年入选伦敦和华盛顿出版的国际音乐界最具权威的音乐辞典《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这一

殊荣属于中国筝乐，属于伟大的中华民族。 

 

  愿由何育斋、罗九香先生等前辈古筝家创立的客家筝派，犹如永不枯竭的河流，在中华乐苑永远流

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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