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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开来 再谱华章 

发表刊物：作者:未知 

论文内容： 

    2008 年 8月 19日，中国古筝艺术第六次学术交流会在文化名城扬州召开。会议由中国音乐家协会

与扬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音协古筝学会和扬州市文化局承办。来自全国 29个省、市、自治区以

及港澳台、韩国、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地的筝家、学者、文化传播人士和制筝企业代表共 5D。多人出

席、参与本次盛会，成为历来与会代表最多的一次。本次交流会内容丰富，包括专家论坛、筝艺交流、

学术交流、名家音乐会、古筝展览会等。 

 

  8 月 19日上午，第六次古筝交流会正式开幕。中国音乐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徐沛东，中国古筝学会秘

书长王中山，江苏音乐家协会主席朱昌耀，扬州市市长王燕文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袁秋年等相关领

导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中国音乐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徐沛东先生对几十年来古筝艺术发展所取得的成就

以及扬州市人民政府为古筝艺术的发展所作的努力表示肯定和感谢。论坛由古筝演奏家王中山主持。来

自各院校古筝名家交流和探讨了古筝艺术研究的新成果和新进展。原中国音协党组书记冯光钰先生就古

筝艺术几十年来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发表讲话。赵登山、周延甲、陈安华、何宝泉等老一辈筝家以及中青

年演奏家李荫等都做了精彩的讲演。专家们对古筝艺术发展的信息以及相关前沿研究，比如考古、作曲

等等，对中国古筝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筝艺交流环节中，老中青三代筝艺表演百花齐放。交流的筝曲不乏名家新整理挖掘和新编创的作品，

如唐代曲《春莺啭》、《道光云逸》、《金韵十月秋》、《阳光照耀在塔什库尔干》等。其中一些筝曲

作品紧贴人民、紧贴生活，紧跟时代步伐，将先进的演奏技术运用到创作实践中来。根据江苏民歌《拔

根芦柴花》、《一棵桃树》等为素材创作而成的《金韵十月秋》(钢琴与古筝)，风格委婉抒情，曲调优

美流畅。根据花儿编创的《花儿筝韵》洒脱飘逸，极具歌唱性的抒情小调让人醉迷。蝶式筝演奏《阳光

照耀在塔什库尔干》，优美的形制、左右手交叉演奏的方式等让大家耳目一新。传统经典名曲的演奏在

筝艺交流中占有相当比重，足以见得传统乐曲的艺术魅力。如山东筝曲《四段锦》，潮州筝曲《昭君怨》

等。 

 

  学术交流方面，大会论文集共收录论文 90余篇。与会者各抒己见，观点鲜明，讲演精彩，可谓百家

争鸣。 

 

  在审美方面的探究中，曹华与筝家赵登山《韵由心生》细致解读和剖析中国艺术最高的审美范畴“韵”

的本质与内涵，对它在古筝音乐中的演绎作了阐述，提出了“韵由心生”的筝乐表达观。扬州筝人戈弘

以“随谈”的笔触谈“筝韵”，他坚持许多乐曲的成功是源于古筝音色多变而导致的韵味深长，“韵”

是古筝艺术永远的追求，同时也寄寓了对更多韵致的曲作出现的愿望。笔者《中国筝乐“花木鸟兽”母

题研究及其文化审美》一文则从音乐“母题”视角入题，对中国古筝音乐的常见母题进行大致分类，通

过具体作品的分析来重点剖析“花木鸟兽”这一母题，洞悉此母题筝乐的文化意蕴和审美。笔者认为通

过对花木乌兽等自然事物的描绘和歌颂，反映出人们尊重自然、热爱生活和对适意人生的追求，它集中

体现了中国人的自然观和审美观。 

 

  在教育方面，杨丹《从音乐教育哲学的视野看古筝教学三大误区》直击当前古筝艺术教育中常见的

弊病，比如教师唯“技”是图，强调技法教学；过于追求对音乐作品故事性的介绍、解释等等。董晓玲

反观当前古筝教育的不正之风，从教育者的使命、责任出发探讨了中国儒家文化深入古筝教育的必要和

儒家文化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所注意的问题。笔者则以传播学的视角切入，从古筝教师“传道、授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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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三个方面分析，提出古筝教师应该充当“把关人”角色，重视教学互动，以帮助教师扭转“教师讲

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这种陈旧的教学观，以提高教学效果。筝家何宝泉从多年的弹筝和制筝经验出

发，呼吁古筝乐器改革势在必行，表现出老一辈筝家在乐器改革方面的开阔视野。中国第一位古筝博士

毛丫对日本筝改革发展轨迹的梳理以及日本筝各种弦制筝的研发与使用现状的探究，对国内筝乐器的革

新的研究与实践，对相对欠缺的中国古筝理论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有些专家更多地看到当前古筝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和对古筝今后如何发展的忧虑。浙派名家孙文妍以

2007 年“金钟奖”古筝大赛为切八点，从古筝专业作曲家对筝曲创作的意义和作用、当前筝曲创作的弊

病与误区以及古筝教学、演奏与革新等多个侧面，谈了一些切身体会。她认为当代筝曲的创作虽然突破

了传统的束缚，打破了旧框的限制，但却又陷入新一轮的“新八股”窠臼，比如逢调(五声调式)必避、

逢曲必拍、逢高潮必刮等等，这令古筝原来优雅的神韵荡然无存。她呼吁作曲家应该还古筝于人民。另

外，她也建议青少年重视对传统、民间曲目的学习，以延续和传承经典。古筝教育家赵曼琴《繁荣表象

下的古筝艺术危机——对古筝淡出乐队的反思》一文谈到当前古筝不能适应乐队合奏而逐渐淡出的原因

和由此带来的忧虑，并延伸到对古筝教育、改革等方面的考虑。他认为古筝逐渐淡出乐队重要的原因之

一在于古筝不能快速视奏，成为融入乐队的瓶颈，而造成古筝不能快速视奏的重要原因在于没有掌握快

速秩序体系的演奏方法。古筝演奏中错误的音高概念和演奏方法导致的音准失衡问题、演奏者自我意识

下缺乏与乐队的合作而导致的音乐处理的随意性等，也影响了古筝融八乐队。 

 

  文论交流以多侧面、多论题的探讨丰富和扩展了与会者的理论视野，真正实现了思想上的碰撞。然

而也存在一些不足。单就论文而言，其在质量、水准上并不令人乐观。有些还只能算文论，从格式、学

术规范等方面还欠缺标准化、规范化。从论题的涉猎方面还过于局限，像古筝书籍的出版、古筝艺术当

下的传播方式等方面没有涉及，成为交流上的空白。学术交流方式方面，许多参会者往往“照本宣科”，

互动讨论环节缺乏，等等。这一些都显性影响了交流的效率和质量。 

 

  演奏会也是本次学术交流会的重头戏之一。8月 20日晚的名家演奏会以传统乐曲为主，中国南派古

筝第一人陈安华演奏了潮州筝曲《深闺怨》和客家筝曲《蕉窗夜雨》。浙派名家孙文妍演奏的是浙派名

曲《小霓裳曲》、《云庆》。还有的筝家演奏了由自己创作、编曲的作品，秦筝筝家周延甲的《秋夜筝》、

《姜女泪》，古筝演奏家赵登山《铁马吟》等等。参加表演的还有台湾筝家樊慰慈等。8月 21日晚是中

青年筝家的专场，主角是中国音乐“金钟奖”各奖项的获奖者任洁、范冉、刘乐、蔡姗姗等。通过演奏

近年涌现的筝曲佳作，如《望秦川》、《汉江韵》、《风之猎》、《幻想曲》等，展示了他们在筝乐方

面的才华和造诣。演奏家沙里晶领奏的《天女散花》(徐晓琳作曲)，筝音、人声美妙配合，袅袅仙乐顿

时将人们带入超凡脱俗的境界。演奏家李庆丰、张彤、江湛曦、李伟等合奏山东筝曲《高山流水》，美

妙的乐音、酣畅的表达寄寓着筝人以琴会友的情意。古筝演奏家王中山一曲《临安遗恨》和传统经典《渔

舟唱晚》，成为演奏会压轴大戏，赢得听众经久不息的掌声。 

 

  “雅韵之声”两场古筝音乐会通过筝界名人演绎经典名曲与近年来获得重大奖项的优秀古筝作品，

展示了他们的演奏才华与艺术风范，为推新人、推新作搭建了一个展示才华、相互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通过老中青三代的精彩演绎，我们由衷赞叹一个古筝艺术梯队的不断成形。 

 

  如此高规格古筝学术交流会的圆满成功，离不开强大的后台支持和赞助。扬州品牌制筝企业如天艺、

金韵、正声、天韵、雅韵、翔声等 8家单位提供了赞助支持。筝艺、文论交流的同时，在扬州人家大酒

店的地下展厅，古筝产品展示会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这几家制筝企业也成为上百家古筝及相关产品

参展企业备受关注的单位。这些厂家均将其最具有代表性的精品展出，一些新研发的成果成为人们驻足

询问的焦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金韵乐器御工坊有限公司展出的十三弦唐筝，雅韵琴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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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的钢丝弦古筝等等。企业要发展，创新是动力。展会中的古筝有的融入扬州传统的瓷器等新元素，

有的是对传统形制的复原等等，都包含着制筝企业的创新视野和胆识。扬州的一些制筝企业在工艺、制

造等创新方面还渗入了一些“人性化”的因素。比如瓷器工艺便是解决寒冷地带古筝容易开裂等问题而

采用的，圆头凤尾筝则是为方便随身携带而设计等等。古筝展览会可谓古筝行业的一次集中亮相，古筝

制作工艺、进展方面得到充分展示的同时，同行之间的交流也加深和拓宽了。 

 

  与前五届古筝艺术交流会相比，本届交流会活动规格高，表现为参与人数多、交流文论数量多、新

人佳作多。扬州市政府对本次交流会给予了极大关注，从各方面提供支持，由此提升了本次会议的整体

规格。 

 

  自 1986年首届中国古筝艺术学术交流会在扬州召开以来，已连续举办了五届。参加历届筝会的人数

累积 3000 人次。本次是继首次交流会 18年之后国内举办的第六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如今，古筝艺

术交流会已经成为扬州城市文化发展的一个名片，是国内外筝家实现艺术、学术交流的平台，通过推新

作、推新人、谋发展大计等等，成为促进古筝艺术和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国内外古筝界普遍关注

的文化盛事。“交流出真知”，期待 2012年中国古筝艺术第七次学术交流会更加精彩和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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