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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古筝宗师曹正先生 

发表刊物：《中国音乐家》作者:杨雪英 

论文内容： 

  作为父亲的同乡和朋友，曹正先生与父亲交往甚密。也正是这个原因，在 1997年的一个秋日，我有

幸与父亲一同拜访和看望了他老人家。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倔强和执着。当时曹正先生重病在床，但仍

对音乐事业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关注。从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中，我看到了老一辈音乐家对音乐事业的

热爱和奉献、敬佩之感油然而生。遗憾的是，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拜访他老人家。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对曹正先生的了解，除了他是一位著名古筝演奏家和一些关于他的生活片段

外，其他知之甚少。但是经过搜集、阅读和整理有关的资料之后，我对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同时也更

加敬仰他。曹正先生不仅是一位古筝演奏家，同时还是一位音乐教育家和民间音乐理论家。他的民间音

乐理论知识是那样的深厚、广博，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和研究。他对待学术态度严谨、一丝不苟；对待

工作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对待朋友倍加鼓励、热忱支持；对待学生毫无保留、无私奉献；对待生活乐

观豁达、积极向上。 

  

  曹正先生在音乐界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声誉和斐然成绩，与他刻苦钻研的精神和对音乐执着、追求、

探索的态度是分不开的。 

  

  1941 年，他曾在河北昌黎县教书。当时学校附近有个瓦盆窑，萌发了他试验烧制埙的念头。于是，

他利用暑假到北平(今北京)有关埙的文献资料。经过两年的研制，他终于试制成功。从那时起，曹正先

生一直没有间断过埙的研制和改革。在 1982年，他把对埙五十多年实践积累的制作经验写成《埙和埙的

制作工艺》发表在《乐器》第 4、5期上，文中详细介绍了制埙的整个过程及其准备工作，为后人研究埙

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他烧制的埙已传入美国、意大利、英国、台湾，参加了加拿大多伦多举办的中

国古代艺术品展览会，并被日本大阪音乐大学附属博物馆收藏。 

  

  作为一代古筝宗师，曹正先生对古筝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 从筝的历史到筝的作品分析；从筝的

结构到筝的演奏技术及革新；从历代文艺作品中的古筝到筝谱的研究。他先后发表了十几篇关于筝的论

文，它们大都发表在《中国音乐》、《音乐研究》、《乐器》和《联合音乐》（香港）等重要期刊上。 

  

  曹正先生为古筝的教学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不仅是古筝演奏家，还是一位音乐教育家和音

乐活动家。1948 年，他在南京国立音乐学院开始教学活动，是我国第一个开设古筝专业课的教师。后来

到了东北鲁迅艺术学院（今沈阳音乐学院）教学，并先后到西安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进行讲学。1964

年秋天，他被调到中国音乐学院任教。在教学过程中，他深深感到古筝教材的匮乏，便着手编辑和撰写

了近十二本教材，为古筝教学奠定了基础。五十年来，他培养出数百名教学、表演及科研的专门人才，

如周延甲、叶申龙、刘维珊、项斯华、范上娥、邱大成、李萌、林玲、周望等，为发展古筝事业做出了

非凡贡献。 

  

  虽然曹正先生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古筝的教学与研究方面，但他对音乐的其他领域也有许多探索和研

究。如对传统音乐的继承与发扬，曹正先生提倡 “创造东西并不断地发展它，人们必须研究传统。如果

遗产破坏了，艺术也就不再能生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深入地钻研《周易》与民间音乐的联系，

写出了很有价值的文章《〈周易〉和中国音乐的若干问题》（《中国音乐》1984 年第 3期），文中详细

的阐述了《周易》中数字“九”在音乐中的意义，并用这种方法细致的剖析了“老六板”和 “八板”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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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曹正先生在乐谱研究上也有很深的造诣。他曾写过多篇关于乐谱的文章，相继发表在 《音乐

研究》、《中国音乐》、《联合音乐》（香港)等刊物上。如《关于二四谱和二四谱与工尺谱关系的探讨》

(《音乐研究》1980 年第 4期)一文。首先，他从二四谱的记谱法和历史源流的探讨两个方面论证了二四

谱是以古筝这件乐器为依据的记谱法。其次，通过大量的乐谱分析对照，他详细的阐述了二四谱向工尺

谱过渡的历史流程。在当时引起了潮州地区一些熟悉二四谱的人的重视，并逐渐开展了有关这方面的学

术研究。由此可见，曹正先生学识之渊博，态度之严谨。 

  

  “我热爱中国的民族音乐，对之寄以深厚的感情。我坚信文化上没有继承就不可能有发展，因此我

愿长年不懈地坚持宣传民族文化。”曹正先生为了这个愿望不辞辛苦地频频外出讲学、演出、发起和主

持多种学术活动，来普及与推广古筝艺术。他用一生的精力为古筝——这昔日的民间乐器在专业乐坛上

争得了应有的地位。而且，他用努力与心血换来了古筝艺术在中国乐坛上的空前繁荣。 

  

  斯人远去，风范长存。虽然曹正先生离开了我们，但他给后人所传递的精神和作为一代宗师为后人

所留下的永久宝贵的财富，将激励我们为民族音乐的不断发展和繁荣作出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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