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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艺美学初探 

发表刊物：第五届扬州筝会论文作者:成群 

论文内容： 

    今天人们对古筝已不再陌生了，它已成为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的一宗大众的文化艺术。这是主要得

益于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国家文化方针的正确引导下，和几代筝人含辛茹苦的不懈努力中所取得的辉煌。

发展至今筝学艺术成就是非常令人欣喜的。具体体现在：筝艺资料的民发掘、整理，各流派曲目搜集成

册；从民间走向专业学府院校，登堂入室、步入艺术殿堂；筝表演技艺的飞跃，创作曲目的丰富，器乐

改革等方方面面。然而，时至今日，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将对这门艺术也会提出更高的要坟与标准，对于

我们从事古筝艺术的同仁们无疑列出了新的课题。面对这新的飞速发展的社会，我们决不能再以向社会

普及宣传的水平，沉浸在仅能弹几首曲子就能是古筝艺术的全部了，……就是古筝家了！这是远远不够

的。纵观古筝艺术发展历程的半个多世纪，第一性的表演技艺发展是非常迅猛的，人才辈出，创作曲目

成绩亦是十分出色。然而，在理论建设方面略显滞后，这不仅表现在出版书籍方面，在专业学术院校的

教育上也都存在着重技艺、轻易理论、修养的状况。出版物有关筝的书籍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普级教材、

教程之类的书，往更深层探究的书尚未发现，可能写了出来也没人看。因此对理性探讨见解较深的书籍

是吃力不讨好的缘故，所以就没人去下这种功夫了吧？在筝的理论建设方面，多年来许多前辈们十分重

视史略和筝的演奏流变、流派的研究，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但与飞速发展的筝艺目前的现状相比，仍

是不够的。当老一辈远去的时候，为适应新的形势，这项工作不能停滞。一门艺术的发展必须是全方位、

立体构成的，这样才更具有艺术的生命力，尤其当整个社会发展到一个崭新的、科技、文明高度现代化

的水平时，人们对艺术和人性化的品位及理性的精神需求，相应的也达到了极高的要求。我们从事古筝

艺术的同仁朋友，还仍然以过去的艺术技能水准和表演方式去满足广大受众的愿望，显然是跟不上趟的。

在整个古筝艺术发展体系中，对这门艺术的“美学”建设应当逐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完善这门艺术

的整体性，使其更具理性化，是十分必要的。艺术门类的美学在我国至今还是一门年轻的新课题，八十

年代初“美学”还被拆为“脱离实际”的学科。但不等于说我国没有美学论著和思想的阐叙，只不过不

象西方美学那样系统化，已形成完整的体系。我国美学先驱朱光潜、宗白华、方东美等先生以毕生精力

致力于中国从古至今和西方“美学”之借鉴，建立我国美学研究探索。现代著名音乐美学家赵宋光先生、

修海林、罗小平等学者在音乐美学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古筝艺术的“美学”认识亦应与技艺

并重，提到同等高度去探索、去完善，以促进这门艺术的整体完美。 

  

     一、境界与修养 

     1910 年我国著名学者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提出“词以境界为上”把“境界”作为美学根本性的

中心概念来讨论词创作与欣赏的关系。这一词以致后来成为中国现代美学、文艺理论、哲学所关注的重

要焦点，它不仅仅限于词的创作与欣赏。同样适用于一切艺术门类的美学原则。这里提出的“境界”一

词对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境界”概念作了一个全新的、极有深度的理解和创见，不同于历史上严羽所说

的“兴趣”；王士祯倡导的“神韵”；袁宏道、袁枚强调“性灵”等见解。“境界”的创见是王国维在

现代中国美学中心定位的一大贡献。 

     古筝艺术的完美体现最终是以表现形式展示传达给广大受众，从一般的观念来看，演奏技能肯定是

第一位的，然而这仅仅是直观表露的现象，是没有通过冷静思维去分解剖析那些具有强烈冲击、震撼、

优美、娓婉、舒展、开阔、俏丽、妩媚……等各种魅力无比地复杂情感展示，是如何形成的，其实它是

人的综合素质所决定的一种展示。电脑控制操纵的钢琴也能奏出不同速度的乐曲来，但它决没有钢琴演

奏家演奏同样曲目那样生动感人，因为那是一种无生命的纯机械程序过程的展示。为什么同样的一首乐

曲，不同人的演奏却能产生不同深度的感受？并非是单纯的技术娴熟与否的问题，所说的不同主要是指

气质、韵味、品格、凝重、敦厚、飘逸、洒脱、超凡等等一系列惟妙惟肖的千差万别，这一切细腻入微

的情感物化外扬的效果，决不是靠成天沉浸在疯狂的练习中所能成就的境地。音乐是人类表达情感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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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极为细腻的表现形式，法国作曲家圣桑说过：“音乐始于词尽之处，音乐能说出非语言所能表达的

东西。”换句话说，音乐演奏精妙之处给人的情感上的触动，决不是用言语能达到那种深邃的程度。法

国另一位卓越的作曲家、指挥家、理论家莱修埃尔也曾认为“做为音乐固有的特点，乃是表达与人心联

系最紧密的感情……音乐能够表达言语所不能说的。”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有着不同人生阅历、修养、

人品、性格、气质上的差异，甚至年龄与性别上的差异。在他们演奏的作品中就会得到有形或无形的必

然体现（指在完成了一定有素技艺训练的前提下）。人生经历越丰富，自身的感悟越深刻，那么对伤口

的理解与表达自然越细腻、越精细入微。冯友兰先生曾提出过人生的意义来自人们对宇宙（可理解为客

观世界）的“觉解”（即了解与自觉），不同的“觉解”产生不同的“境界”，“境界”的高低决定于

“觉解”的多少。 

     至于“境界”如何归纳划分，在美学界，宗白华与方东美曾把境界划分为三种，即艺术境界、道德

境界、宗教境界。而冯友兰则提出由低至高划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四种。

无论如何划分界定“境界”在艺术的美学范畴它已成为一个中心定位的问题了。“审美”与“境界”已

具不可割裂关系，“境界”一词说在现代哲学、美学中已具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在我们筝的演奏表演过程，也是主体“创美”、“立美”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主体自身的审美

水准、综合素质修养与表现技法的巧妙自然结合，自身的感知、记忆、情感体验，心际驰骋与思想的精

神构成，以自身动态（技法表现）外化转变为音响动态，实现“立美”的“传美”全过程。如果主体审

美意识认知能力极高，则传送美的效果便越好，客体审美认同效果则好。换一句话说艺术效果的好坏，

即是主、客体间的立美、审美（其中还有传送方式优劣）能力标准的相互衡定认同的结果。所以说作为

一个从事古筝艺术的演奏者来说除了练就一身扎实的演奏技能外，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境界”意识，

从各个方面丰富自己的认识能力，洞察社会领域的各层面的生活，深入学习历史、剧创作及其他声乐、

器乐等多方面的知识，扩张自己的视野、积淀自身深厚地文化底蕴，那么对这样身体力行的从艺者来说，

在演奏中自然会得心应手，心驰神往的游弋在所表达乐曲情境之中。这样的演奏不是作态，也不是机械

的操作，而是一种十分自然生动、感人肺腑、情景交融的旋律的流淌。是有生命、有灵魂的艺术表现。

内力外渗的过程展示，非是细心模仿所能表达到的高度。“境界”对艺术表现来说应当是比技艺更为重

要的一种认识与修养，它是艺术人生价值组成的重要部分，同时也远涉其他所有领域。这里摘一段王国

维对人生境界的看法与提示，作为该段落的结束语：“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

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澜珊处。此第三境也。” 

  

     二、神思与创作 

     “神思”一词源于我国南朝刘.宋时期刘勰的著名文艺评论巨著《文心雕龙》，所谓“神思”以现

代话来说即“艺术想象力”，它是一种驰骋于心际间心理活动的飞跃，是作曲家、演奏家、舞蹈表演家、

作家等各类艺术家们在创作过程中，所必须具备借助“想象”力的功能。刘勰是这样阐述“神思”的：

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优秀的绘画、音乐作品，并非完全是以画的形象真不真、

象不象作标准，或音乐作品模拟自然声响逼真程度如何，来论水平之高下，因为那不是艺术语言的全部，

那种就事论事的单纯描摹不能看作是好作品。法国作曲家、音乐评论家柏辽兹在《论音乐的模仿》中说

“模仿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除了很少的例外……不使人误认为它是音乐构思的本质。”“永远不要

以物理的模仿代替感觉的模仿（表现）”。物象的表现必须通过缜密思考，将看到、听到，甚至触摸到

的一系列感觉到的认识，升华为音乐语言所表达展示的那种感觉，这才是真正的创作。黑格尔《美学》

中说“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活动”的结果。例如杜甫伤心甚时吟出：“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句，陆游在重游沈园时怀念前妻唐婉的诗句“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瞥影来”的那种种思遐想，说

此而言他的表现方法，无疑更具艺术性，魅力无穷。 

     这里说创作关非单纯地指作曲而言，其中包括演奏、表演形式的多样化，都是一个创作的过程，（通

常人们所说的二度创作）无论是一度（原创）还是二度创作都要极大限度的发挥主观能动的丰富艺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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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即神思）它依赖主体的情感而生，可以是浪漫的浮想连翩，也可以是天马行空遐思。驰骋思绪后，

应静梳条理，“情”应制约于“理”。神思具有鲜明的主观情感色彩特征，有“情”无“理”在创作中

行不行，回答肯定是不行，即要思绪驰于千里之外，但又要顺乎“情理”之中。所以刘勰对创作提出“神

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强调了创作中“情”“理”的辩正关系的重要。“说此而

言他”仍然能使受众感知你的表述目的，才能体现出你的艺术水准如何！ 

     在演奏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很多人几乎没有意识到什么二度创作的问题，按谱弹奏，甚至对有一

定难度的，或觉得不顺手、不习惯的乐句、指法符号擅自改了，却依自己的习惯去弹，往往还说那是自

己的处理方法。这是一种十分有害的艺术工作态度，很可能就这样将原创用心良苦的创意，精妙之处或

刻意要求表现的地方给阉割了，说重了，这就是践踏、亵渎艺术，特别是不同地域、不同流派风格的作

品被这种野蛮删改而变得索然无味。这种不尊重原创，对艺术极不严肃的行为，不宜提倡。同时也反映

出一个艺术人生品位与格调的问题。还有一种现象：近年来世界变得纷繁多彩，外部世界太精彩了，相

当一部分从艺者难奈寂寞，去做学问，心浮气躁，许多名气很大的演奏家在介绍曲情或讲述作品时显得

十分为难尴尬，词不达意，说不出所以然来。可以想象，他只不过是一位以技见长的演奏者，对乐曲婉

委、刚柔、细腻、深邃的内在刻划必须会苍白无力的。实际上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偏废了自身的

理性修养建设。对“音在弦外”的深刻道理的领悟，是个真正艺术水准的自我完善的必然之路。忠实于

原创，对每个从事二度创作的演奏者是起码的准则。即使我们面对谱面每个音符的细枝末节，认真详细

地认读了每个指法，也未见得能很快把作者的初衷体现出来，其中有很多情感的东西难以用符号与术语、

言辞通过乐谱充分表达反映出来。特别是一些经，典名曲，即便老师面授，也难说得清楚个中内在蕴意，

必须通过自己把乐曲在练得轻松自如的前提下，才能逐渐较深刻的体味其细致内涵之所在，不是只要能

演奏出规定的节拍、速度、强、弱旋律来就能达到作品完美的要求。从审美、立美角度来说，想要对一

个好的作品进行二度创作，演奏达到臻于完美的境地，首先要了解它是表达的什么，创作的背景，标题

与乐曲内容的一致性是否有缜密的内在联系，（在我国有很多民间乐曲标题与曲子内在并没有什么有机

的联系，如曲牌等）当如何处理，自己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去认知、去表现。如果没有参考曲介，

还应当找相关的文学、历史资料，去帮助自己有的放矢的进行学习补课。然后，熟读勤练，从技能上先

做到“熟能生巧”，再进一步从意念中慢慢悟出多方位的内在“情”与“音”之间的互联关系，在这一

过程中逐渐把自己所能理解的情感认知，对曲情深层的感性或理性的认识，以及流光异彩的丰富艺术想

象所形成的意识流，让其悄悄地渗透到旋律的每个音符之中，以准确而有分寸适度地去把握每个瞬间音

响流变的强、弱、虚、实、动、静，使自己对乐曲理解的全部情感和日积月累的修养“觉解”，以“润

物细无声”的方式浸润到作品中去，让作品饱蘸这种情感色彩的汁水。如果这样的演奏无疑是出色感人

的，充满生命力的，堪称是真正意义上的二度创作。 

     无论一度或二度创作，首先都要借助于丰富而艺术的想象力，去为创作设置合理而准确的定位，立

美、立意要高，创作才能有一个良好开端，为以后创作迈出可贵的第一步。 

     涉及筝及美学讨论的内容确实很多值得探究的，仅因时间仓促只能暂搁笔于此，容后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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