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筝艺术家何宝泉和他的古筝艺术（4 月 2 号修订版） 
     

在上海音乐学院，有两位七旬筝人，他们就是筝界伉俪——何宝泉和孙文妍教授。他们

是上个世纪国内涌现出的著名古筝演奏家、教育家，目前仍活跃在音乐界尤其是古筝界。2011

年 3 月 17 日，笔者有幸随中国民族音乐在线（华音网）一行，拜访了何先生和他的夫人，

特作此记。 

 

学习历程 

何宝泉，1939 年生于天津，在家排行第九，幼年家境不好，他被分给大姐来抚养。也

正如此，使他机缘巧合，与当时天津曲艺团团长、著名民间音乐大师王殿玉先生住同一四合

院，前后为邻，由此开始了他的古筝学习生涯。最早的时候，是王殿玉先生教其子王福立弹

筝，何先生则在一旁旁听，耳濡目染，渐渐的把古筝弹奏的招式熟记于心。直到有一天，他

在弹他旁听来的曲子，恰巧被王殿玉先生听到，就问他是跟谁学的，何先生把他旁听所学的

经过讲述给先生，从此便正式跟随王殿玉先生习筝。王殿玉先生是一位擂琴演奏家，技艺精

绝，对山东民间音乐精通，演奏也颇具有乡土气息，也在这时，何先生跟随王殿玉先生学习

了《降香牌》等民间曲牌。除此之外，还跟随王殿玉先生学习过胡琴、笛等乐器。 

13 岁开始，他专心功学古筝。并先后师承山东筝乐大师张为昭、河南筝派大师曹东扶、

客家筝派大师罗九香以及赵玉斋、扎木苏、王省吾、王巽之、林毛根等筝界名家。当时，他

跟随各派名家学习的是各派的筝曲经典，比如跟随张为昭先生学习《风摆翠竹》等山东大板

筝曲，随曹东扶先生学习学习河南大调曲子板头曲等等。这些老先生们演奏起来，功力深厚，

肢体语言少，音乐精妙绝伦，对以后何先生形成自己独特的演奏风格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除有机会师从诸位名家之外，他一生还与多所专业音乐院校有着不解之缘。他先后就读

于中央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古筝专业。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前后，各音乐

院校古筝毕业生先后步入社会，至“文革”前夕，一部分被分配到专业性的演出团体任职，

一部分留校任教，一部分被调到群众性文化团体工作，何先生则是被学校留任为古筝专业教

师（1961 年大学毕业后留任于天津音乐学院），由此开始了他古筝艺术教学的生涯。就在此

间，何先生仍然辗转多地，向当地的民间艺人、演奏家学习，不断丰富自己的学养。可以说

他的学习条件、机遇是得天独厚的，再加上他在各方面的辛勤耕耘，终为他今后在古筝教学、

演奏、研究以及乐器改革等方面取得重大艺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与诸位名家学习古筝的同时，他还忙于对各派筝曲的记谱整理工作。如上个世纪五十

年代中期，他帮助曹东扶先生记谱整理板头曲，整理出《曹东扶筝曲集》；六十年代初，他

专门赴蒙向当地雅托噶（蒙古筝）演奏家扎木苏先生学习蒙古筝曲的演奏，学习了包括《阿

都沁•阿斯尔》等在内的当地民歌和器乐曲多首，并记谱整理出《扎木苏筝曲集》；1961 年

参加在西安举办的全国第一届古筝教材会议后，又专门赴郑州师专随王省吾先生学习遂平地

区的代表筝曲。在上海音乐学院执教期间，与夫人孙文妍一道赴潮汕采风，与潮乐名家林毛

根先生学习活五调等演奏法，并为林先生录音，之后根据录音记谱整理出《林毛根筝曲集》，

此外还为罗九香先生记谱整理《罗九香筝曲集》等等。这一切整理工作，对各派筝曲的保留

和传承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在他四十几年的教学、演奏生涯中，他与孙文妍联手编著多部古筝教材，如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着手的《中国古筝基础教程》、《中国古筝教程》等，在新加坡等地

出版，对古筝教学如此浩大的工程、系统的整理和编著，在当时国内可以说是首次的尝试。

这些书籍填补了海内外古筝教材匮乏的空白，使古筝教学更为规范化、有据可依，深受海内

外习筝者的好评和欢迎。1997 年，他们主讲《中国古筝教程》，由上海有线电视台录制，上



海音像公司出版发行了系列古筝教材影碟片共 12 片。这使得习筝者学习更具有针对性，极

大地推动了古筝在海内外的普及和推广。该片获得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颁发的“全

国优秀音像制品”三等奖。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已逾七旬的何先生对古筝艺术的热情仍不减当年。在他退休

后，他仍坚持带古筝专业学生，并致力于古筝艺术的发展。为了使广大古筝爱好者、学习者

古筝曲知识容量得以扩展，并获得更为专业化、规范化的知识和提高修养，他与孙文妍、金

建民共同策划编著《古筝考级曲集名家指导》，并于 2010 年正式出版。这部著作内容实际，

主要包括各乐曲的来历、文化背景、风格意蕴、曲式结构、演奏提示以及曲作者简介等等，

是古筝艺术在文字著述方面非常有价值的参考用书。 

除了整理、编著曲集、教材外，还为后人留下了多篇音像资料。在 1984 年，他与天津

音乐学院教授、著名二胡演奏家居文郁先生联合录制了广东汉乐《中州古曲》十首，这是广

东汉乐的重要音响资料，为广大民乐爱好者了解、领略汉乐的音韵、风格等具有很好的示范

意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雨果公司为中国古筝南北流派代表人物录制发行“筝的世界

系列”唱片，何宝泉、孙文妍夫妇受邀，为山东、河南、客家、潮州和浙江五大汉族筝乐流

派的代表曲目录音，共 16 首，这张名为《蕉窗夜雨》的唱片于 1997 年正式出版发行。 

 

筝乐活动 

何先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已开始活跃在古筝有关的活动中了。1961 年，筝界在

高自成、周延甲等筝家的号召下，在西安举办了全国第一届古筝教材会议。当时的老辈筝家

基本悉数到场，此外就是当年的年轻古筝教师、演奏家了，如来自天津的何宝泉先生，上海

的项斯华、孙文妍等，也从此次会议，何先生与孙文妍相识。志同道合促使着他们慢慢相互

了解再到结为伉俪。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何先生被调至上海音乐学院。在近四十年的古筝教学生涯中，对

古筝艺术的教学可谓兢兢业业，培养出一大批专业古筝艺术人才。与此同时，他还不遗余力

地向海内外推广古筝，他在多个方面所创造的第一，被筝界广为称道。 

1992 年，上海成立了“东方古筝研究会”。当时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江明惇先生任名誉会

长，何先生被推为会长。当时成员以古筝演奏家、专业的学生为主，旨在古筝艺术的提高。

成立之后，何先生就着手组织举办首届年会，在各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包括制定高校四年的

教学大纲，探讨筝曲的创作和演奏，更为重要的是首次拟定出古筝考级章程。同年 8 月 25-26

日，“东方古筝研究会”联合上海音乐学院共同主办了上海市业余古筝级别考试，由此开创

了古筝业余考级的先河。据孙文妍教授回忆，当年参考的人数共 63 人，邀请了香港的黄伟

达、内地的古筝教育家张贵声、青年古筝演奏家李萌等任评委，当时的考试是一首接一首地

完整听过并打分。这次考试之后，全国各地纷纷仿效，从而推动了古筝考级在全国的普及。 

同样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与孙文妍共同组建了国内第一个专业性的筝乐团——上海音

乐学院筝乐团。该团成员主要是当时在校的古筝学生，包括李捷、蒋文军、罗晶、戴琦等。

自组建以来，在何先生的领导下，改编和演奏了多首专业严谨、可听性强的乐曲。在乐队建

制方面，运用多台经过改良过的不同高中低音古筝，同时也加入了由何先生自行研制的蝶式

筝，如此建制在当时也是较为出新而成功的尝试。自 1992 年以来，多次带队出访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并在当地举办多场专业音乐会和艺术讲座，深受当地华人以及华乐

爱好者的高度评价，被媒体誉为“唯一可与中央乐团媲美的民间乐团”。该团的组建为学生

们走出国门对外交流创造了机会，极大丰富了学生们的演奏实践活动，对华乐的推广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在当地掀起了学习古筝的热潮。在 1997 年，香港雨果公司专门为上海音乐学

院筝乐团录制发行了《步步高》的 CD 唱片，其中收录了如《阳关三叠》等蝶式筝独奏作品

以及包括《赶着大车去前方》、《奉献身心歌》等乐队合奏作品，共 14 首。 



为了提高我国民族乐器（首先是古筝）的音质和演奏者的最佳手感，何先生在其花甲之

年，开起了一家琴弦工厂。该厂选用国际最佳优质进口琴钢丝为材料，利用高科技手段重新

测算求得最佳产品数据，生产的“宝泉”牌琴弦获得国家专利，并得到筝界的高度评价。 

 

演奏风格与演奏理论 

何先生筝乐学习起点很高，幼年即师从多位民间音乐大师以及在多所院校学习的经历足

以说明了这一点。在多年的专业教学和演奏实践中，何先生精心研究了古筝各艺术流派的演

奏技法和音乐风格，集诸家之长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古筝教学理念和演奏风格。 

“一点二角三发力，触弦质地定音色，按弦放松跟旋律”可以说是他在多年的教学和演

奏实践中得来的精辟理论总结。据他介绍，点指的是触弦点，角指的是入弦的角度，发力指

的是发力的部位与方法，如到底是用指关节还是大关节发力等。他认为古筝音色最好的地方

在每根琴弦（有效弦长）的 1/8 到 1/9 处，因为琴弦的不和谐泛音列在这里是最少的。触弦

质地指的是所用的弹琴拨片材料是怎样的，比如是赛璐璐的，玳瑁的，还是半肉半甲的等等。

在弹奏不同的乐曲下，不同音色的要求，对弹片的质地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每个派别的曲子

弹奏要求、音色要求都是不一样的，而上面所提到的点、角、发力以及触弦质地等方面都是

影响音色音质的重要因素。在他的教学中，他经常用语言引导学生，让他们领略、理解乐曲

演奏时所需要传达出的意境以及所需要的音色。 

何先生演奏传统曲韵味精绝，而要弹好传统乐曲必须做到“按弦放松”并紧跟旋律，实

际上是在左右手放松协调的状态下，做到弹按尾随，左手达到良好的以韵补声的目的。 

何先生的演奏风格大气、沉稳，古朴典雅，又不失热情奔放，这在不同的乐曲中都有所

体现。他在演奏北派筝曲如《庆丰年》、《打雁》等曲时，奔放热情，音韵中恰好地表现出北

方男人的粗犷豪爽的性格。而在演奏《蕉窗夜雨》等南派筝曲时，又敦厚含蓄，音韵古朴典

雅。 

何先生的所学源于民间，幼年与青年时代跟随多位民间大师学习，学的了纯正民间的东

西，这使得他的演奏紧跟生活，洋溢着生活和乡土的气息，又因在高等院校执教，长期的教

学和演奏时间使得他的演奏又高于民间，他深入掌握了各派筝曲演奏的精要所在，很好的体

现了民间和学院两种路子的高度综合。 

当他谈到对于当前考级以及多次应邀国内外重要古筝赛事的感受时，他建议习筝者要重

视传统乐曲的学习，尤其是古筝专业的学生，更要充分认识到学好传统乐曲对今后专业发展

的重要性。他提出不仅仅要继承好传统，还要大胆创新，以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要求。他一直

坚持推荐四首筝曲作为习筝者必学的筝曲——曹东扶先生的《闹元宵》、赵玉斋先生的《庆

丰年》、任清志先生的《山谷遍地开红花》和徐涤生先生的《春涧流泉》，这四首筝曲是时代

的一个记忆，这些曲子的产生都离不开当时的那个背景，在音乐本身则转调自然，很好地保

持了中国筝曲的特点。谈到《闹元宵》，目前的版本主要版本是河南筝派代表人物曹桂芬和

李汴女士的，曹东扶先生最早的演奏版本是从慢板开始的，并没有引子，引子部分是何先生

加进去的，这样的处理更加体现出节日场景的喧闹和欢乐氛围。 

 

蝶式筝的研制 

何先生一生与古筝艺术相系，在数十年的教学实践中，在教学演奏、筝乐创作、理论研

究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乐器革新方面更是如此。可以说，在他一生的古筝艺术生涯

中，有大部分心血付诸古筝这件乐器的改革上。筝界在谈到何宝泉先生的古筝艺术，也不得

不提及到由他设计并成功研制的蝶式筝。 
蝶式筝的研制有它独特的背景。传统古筝一直沿用五声音阶的定弦方式，转调不方便，

只能演奏中国五声音阶作品，而不能方便演奏国外的一些音乐作品。这在新时代的背景下，

古筝演奏家、作曲家都不满足于它的五声性音响，由此而纷纷投身于筝乐创新和乐器革新。



这在当时成为摆在众多专业音乐院校面前的技术课题。 
实际上，何先生早在天津音乐学院任教时，就已经开始蝶式筝的构想、设计和试验，而

“文革”一起，这项工作不得不暂为搁浅。谈及文革，当时国内大兴炼钢铁，校方主张要培

养会炼钢铁的演奏家。当时何先生为练琴，偷偷爬窗进琴房被抓，从而受到“只红不专”的

批判。当时跟他一起受批判的还有琵琶演奏家刘德海、钢琴演奏家刘诗昆二位先生。在他被

调至上海音乐学院后，他继续试验，从不间断，在当时院长贺绿汀先生的支持下，这项改革

一举获得成功。先是在 1980 年，通过了国家文化部科技局的技术鉴定，1981 年在众多的改

革方案中脱颖而出，获得当时的最高奖项——全国文化科技成果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一般而言，古筝的改革无非是在弦制、形制等方面有所革新变化。而蝶式筝是当时乐器

改革较为成功的典型例子。 

在外形上，正如其名，犹如蝴蝶展翅，看上去很漂亮。筝体犹如两个古筝并在一起，采

用同一个共鸣箱。在筝体的中间装置有一个中岳山，中岳山两侧的共鸣箱相通，音孔开在底

板的中间。该筝共张有琴弦 49 根，琴架采用的是何先生自行研制并获国家专利的四角琴架，

在支脚上端可以插入筝体，可以保证演奏时四平八稳。演奏时也不象传统古筝偏右而坐，而

是像弹钢琴一样坐在中间。 

在弦制方面，采用的是五声音阶相错补加音位的排列方法。在中岳山的左侧，可以演奏

传统筝曲和五声音阶创作曲，装在琴弦上的弦勾又可以方便转调；又可以演奏七声音阶作品

如《天鹅》以及多临时变化半音的作品如《巴赫平均律》等国外作品。 

这项改革经实践检验是比较成功的，已故音乐家贺绿汀先生曾谈到蝶式筝的革新，指出

“蝶式筝是提高的，传统筝是普及的”。当然蝶式筝并非“万能筝”，对于蝶式筝自身的缺点，

何先生也毫不避讳。他从发音原理等方面分析，指出传统筝定弦是五度相生律的共振，而蝶

式筝则是十二平均律的共振，由此在音色上与 21 弦 S 型通用古筝音色多少有不同。同时，

由于两个正共用一个共鸣箱，左右两个筝体变小等多因素，使得其音色略逊于通用筝。由此

他也希望后辈筝人不断努力，为古筝乐器的革新也贡献一份力量。此外还有因为筝体加大，

携带、运输不便也成为明显的问题。 

蝶式筝的成功研制与上海音乐学院校方以及诸位老艺术家们的鼎力支持分不开，同他的

夫人孙文妍教授也是分不开的。据孙教授回忆，当年何先生为研制蝶式筝，“马不停蹄”，照

顾家庭、孩子的责任不由全落在孙教授一人肩上。她不得不发出让何先生脚步放慢些的感慨。

蝶式筝可以说是何先生呕心沥血之作。年逾七旬，身体境况不佳的状态下仍念念不忘“蝶式

筝”这一乐器的优化设计。曾在病榻中的他还对学生们提出将“蝶式筝”改为折叠式的想法，

小小的细节却彰显出何先生为民族音乐事业不懈奋斗的精神和努力追求。 

何宝泉先生在古筝艺术上的造诣以及成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作为后辈筝人，我们不能

懈怠。祝愿何先生与他的夫人晚年安康。 

 

 

 

文稿：杭州清平乐筝馆馆长，青年筝人 韩建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