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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筝唐韵颂长安 

发表刊物：作者:曲云 

论文内容： 

    作者简介：曲云，女，汉族，1946年 5月生于西安，九三学社社员。山东省平度市人。1970年毕业

于西安音乐学院民乐系古筝专业，本科学历。现在陕西师大艺术学院音乐系从事筝专业及民族音乐学教

学、研究工作，1997 年晋升为教授。现任陕西省秦筝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古筝专业委员会

理事，北京古筝研究会理事，陕西省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 

 

    我生长在一个艺术家庭，从小在中国传统戏曲的艺术氛围中成长，小学毕业后考入西安音乐学院附

中，师从著名古筝演奏家、教育家周延甲、高自成先生系统学习中国古筝艺术，幸得名师点拨和指教，

使我的艺术之旅一开始就步入正轨。在后来的民间艺术团、《仿唐乐舞》团、唐?燕乐研究室及西安音乐

学院民族音乐研究室的工作中，得到中国著名音乐史学家李石根先生及中国音乐学院曹正教授的长期培

养和指导，更使我从音乐实践到理论研究得以全面发展。尤其是为李石根先生做助手的阶段，就为自己

选定了西安古乐这一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方向。 

 

   在艺术上，我追求真实的情感和完美的境界，讲究作品的气韵和意境，注重演奏的风骨与神貌、高雅

的格调和自然的音乐表现。经过几十年的不懈追求和努力，我以自己典雅浓郁的演奏风格和深刻独特鲜

明、细腻的音乐作品和著作，立足于秦筝演奏、教育领域。本人创作或挖掘整理并演奏的筝曲，已成为

秦筝流派的代表作，并在海内外形成日益广泛的影响。 

 

    在从事秦筝演奏、着力培养民族艺术新苗的同时，我长期坚持从事科研工作，积极建立理论体系，

从而为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奠定了可*而坚实的基础。多年来，我发掘整理了多部久已失传的秦筝曲

谱和音响。我撰写的论文《西安古乐中的大琴》对筝谱的发现填补了音乐史中的一项空白，使学界公认

了秦筝流派的存在。我发表的其他一系列音乐史、音乐教育方面的论文，也为自己进行教学改革提供了

理论依据。 

 

    为优化教学内容，我编写出多种优秀教材，将自己多年来在教学实践和表演中的体会与经验，认真

总结，升华到更为理性、更为规范的乐学体系之中。例如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陕西筝曲》这部专

著，收录了我的系列论文及多年来发掘整理的已经失传的秦筝谱和创作作品；由香港雨果公司、新加坡

黄河公司、香港龙音公司分别以本人的代表作品《香山射鼓》做标题的三部 CD专辑，都已成为国内外多

所音乐院校专业教学的范本。作为以往被称作“哑巴音乐史”珍贵的音响资料，得到广泛的推广、应用，

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和好评。 

 

    我长期坚持在教学第一线，在教学中不断创新，本人在艺术学院首先开设了筝专业课，主持创建了

民族器乐教研室和音乐学硕士点，我所讲授的筝专业课及民族音乐概论课深受历届学生的欢迎和好评。

在校园、宿舍时常可以听到学生刻苦练琴和传唱课堂范唱的民歌。本人也因此获得学校教学质量优秀奖。 

 

    在教学中，我不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倡导并力求突破传统教学模式，创立新的教学规范。比如古

筝教学长期以来一直采用一对一的师徒型授课方式，其最大弊端是教学资源的巨大浪费，教育效益的低

下以及学生之间缺少交流和对比。经过反复探索与实践，本人率先成功地实施大班集体授课法，大大提

高教学效益并增强了学生专业竞争意识。 

 

    在民族音乐概论课教学中，“采风”是教学的重要内容。自 1996年以来，我要求同学们在寒假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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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民间及民俗节日中进行采风活动，开学后，来自全国各省、地、市的同学们在课堂上汇报采风的内

容和感受，再由老师引导分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同学们感到收获很大，同时，这一做法打破了单

一地点，单一乐种的传统采风习惯，节约了经费，丰富了内容，开阔了学生眼界，拓宽了他们的知识面，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将这种教学方法传授给青年教师，同样在其他专业也收到了良好效果。 

 

    在教学中，我一贯恪守教师职业道德，积极响应学校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倡导，坚持教书与育人

并重，注重培育品学兼优的人才。本人尤其重视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在自编的民族音乐教材中，重

点突出本世纪爱国主义民歌的大量曲例，如《卖娃娃》、《种洋烟》、《长工苦》等，让学生了解屈辱

的近代史中真实的历史写照和反帝、反封建和爱国主义民歌的历史背景，培养学生们自觉的爱国主义热

忱，以此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 

 

    在本校教学活动中和在课外社会教学中，对于一些由于家庭困难而要中断学业的学生，我不是采取

资助的方式让她们再读书，而是亲自带她们去当家教，给她们传授教学方法，为她们找到与所学专业相

结合的业余工作来坚持完成学业。这么一来，使一批经济困难的学生坚持完成学业，找到了很好的工作，

具备了自食其力的能力，有的甚至分配在大学任教。同学们与我结下深厚的友谊，我为社会做出了一定

的贡献，同时，更加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自强不息、顽强进取的精神和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良好、坚毅

的心理素质。多年来，由于我一直坚持进行教学研究与改革，并在教学和表演中取得一定成绩，曾连续

数届受聘担任学校教学委员会委员，为学校教学及评估工作做出了贡献。 

 

    除了教学、研究工作外，我还一直活跃在世界音乐表演舞台上，早在 1987年我就应日本邀请演出讲

学，尤其是在近几年来，我在东南亚地区的演出、交流活动广受欢迎，1995 年应香港邀请参加《中国南

北古筝名家音乐会》，1998 年再次应香港特别行政区邀请，举办了中国演奏家系列之一的《曲云古筝演

奏会》，1999年 10月，香港中乐团邀请韩国、日本和中国、加拿大五位艺术家在香港大会堂举办了《筝

筝 2000 年》音乐会，这台音乐会又于 2000年 9月在北京音乐厅举行。在演出的同时，京都艺术学院、

香港演艺学院及国内多所音乐学院都曾邀请我讲学、交流。每到一处，媒体纷纷采访，如香港大公报、

明报等都曾做过专题报导，给予我较高的评价。 

 

    我创作并演奏的作品《香山射鼓》曾获第六届亚洲音乐论坛优秀奖，并获《山城杯》民族乐器大赛

优秀作品奖，1997 年该作品又获《中国大风杯古筝邀请赛》优秀教师奖。 

 

    本人历来主张中国音乐艺术及教育要有中国特色，要建立和完善中国音乐的理论教育体系。中国音

乐研究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培养通才与专业兼备、品德高尚的人才。音乐是时间艺术，其研究、评论、

创作无不是围绕音乐音响而进行的。我认为，一个音乐理论家、批评家首先应是一个来自实践的艺术家，

其以文字符号为载体的乐谱、论文、评论主张只有和最为重要的以频率音响符号为载体的音乐音响的实

践、研究相结合，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理论家、教育家。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工夫不负有心人。多年来我为光大秦筝艺术付出了青春和汗水，我的艺术活动

和成就得到国内外艺术界的高度赞誉。北京大学阴法鲁教授听了我弹唱的古代诗词后说：“这才是华夏

之正声。”陕西省音乐研究所研究员李皓宇先生撰文：“曲云同志对西安古乐中的散词《柳含烟》这一

曲牌的译谱，并配以晚唐毛文锡的同名词，经她演唱，真乃贴切入微、情绪、结构、韵律的完善无剔，

尤如浑然一体的精品，在散解失落了千年之后，却在今日勾斗连抱，珠联璧合，即令这是一种巧合，而

巧合到如此境地的客观事实本身，就意味着已往的辉煌成就中尚蕴藏着许多还未被我们发现和认识的东

西，极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据此便足以使人从逻辑上把西安古乐和唐宋词调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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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音乐学院曹正教授评论说：“她的表演儒雅大方，端庄洒脱，含蓄内在，朴实无华，曲入云霄，名

副其实。” 

 

    对于这些评价和赞誉，我都作为向新的艺术高峰攀登的动力，我不喜欢夸夸其谈，我愿把自己对艺

术的终生追求，融入自己对教育和艺术事业的责任心和兢兢业业的工作之中。如果说一定有什么治学格

言的话，我坚信：“对艺术的探索，尤如一个矿工，在不停地挖掘，挖出来的大多都是泥土和煤，但也

有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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