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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乐之魂的魅力 

发表刊物：艺术百家作者:华筝  

论文内容： 

内容摘要： 

    筝乐的魅力，主要是通过不同的音量、不同的音高、不同的时值、不同的力度等多种元素的相互结

合以及对特殊的音韵和意境的追求而形成的。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特色，而不同的特色造成了丰富多彩的

中华筝乐。 

  

关键词： 

    筝乐；魅力；古筝教学 

  

   从音乐艺术的特点来说，它的任何一种精神内涵都离不开声音的艺术组合，它的美就蕴含在声音的

艺术组合之中。器乐更是如此。它们之所以成为一种音乐艺术美，最主要的就是由于不同的音量，不同

的音高，不同的时值，不同的音色，不同的音质，不同的力度等多种元素的相互渗透起着主要作用的缘

故，音乐的表现手法就体现了整体化、层次化、艺术化的特征。筝乐之魂的魅力更是产生于音韵的结合

之中，这也是直接作用于人类听觉器官的最为感性的要素。古筝演奏中就有这丰富多彩的音乐变化，形

成多层次的表达音乐内涵的音乐线条，这些客观存在的音乐美震撼着听众的心弦。如此变化多端、流畅

优美的音乐难道真的有神来之手？从古筝各大流派的成就，就能在源源不断的乐思中领悟出其独到之处。

2003 年我与学生一道赴素有“郓鄄筝琴之乡”美称的荷泽地区采风，看到享有盛名的牡丹花会，听到朴

实优美、刚劲内在的山东丝弦重奏“碰八板”，在热闹的“鲁西南鼓吹乐”气氛中，似乎更深刻地体昧

到了古筝演奏的神韵。荷泽地区是中国“四大声腔”之一“梆子腔”的发源地，流行着以“梆子戏”、

“大弦子戏”为代表的地方戏曲近 10种之多，还有以山东琴书为代表的多种民间音乐。鼓吹乐健康热情

的音乐风格在各乐种中具有代表性，而古筝演奏中模拟鼓乐的音响与“鲁西南鼓乐”的渊源关系有着剔

透的显现。流传在鲁西南地区的八板古筝曲谱就有五六十首之多，这些乐曲除了在结构上为六十八板外，

在单纯朴素的旋律中，通过速度、力度等方面的不断变化，使乐曲起伏跌宕，层次分明。与此同时，古

筝演奏不仅能表现劳动人民热情豪放的性格，豁然大度的胸怀，还以曲调浑厚优美细致新颖的抒情性见

长，在细腻的相互“问”与“答”的音乐语汇中，表达了人们的生活情趣。当我们在领悟山东筝派演奏

的音韵时，就不难感受到其中极其鲜明的特点。关于筝乐的魅力，我们就从山东筝派说起。 

 

题材的生动性 

 

  传统的鲁筝古曲《大板曲》可以《汉宫秋月》、《莺啭黄鹂》、《红娘巧辩》、《书韵》为代表，

乐曲通过揉、吟、滑、按等技巧的运用，或缓慢哀诉，或对答别致，或书韵隽永，使世界自然万物的心

绪在平淡中引伸出深邃的意境，俏皮中深埋丰富的感情。到了五六十年代，由于赵玉斋先生的创作筝曲

《庆丰年》的巨大影响，甚至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古筝演奏的传统观念。人们不再被传统的风格和技法

所束缚，在借鉴钢琴等西洋手法的运用中，开拓了创作思维，也就大大发挥了创作和演奏的空间。     

 

演奏形式的多样性 

 

  1962 年仲夏，河南筝师王省吾到西安音乐学院讲学，常与高自成先生聚议筝琴，谈到兴浓，必操琴

而和。久而久之，他们共感山东、河南二省筝曲在结构、旋律等方面都有内在的微妙的联系，于是产生

了搞一套大致能兼容两省传统筝曲面貌的乐曲的构想。经历时半载的研究推敲，共得 10曲。此套曲以两

台古筝演奏，其声时合时离，富于变化，取得了可喜的成功，极大地丰富了筝的表现力，听来不由得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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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拍案叫绝。此外，人们希望古筝演奏在保持浓郁地方风格和流派特点的基础上也能奏出丰富的多声部

音乐和新的音色、技巧，不仅可以独奏，还用古筝与乐队或古筝与琵琶，古筝与二胡，甚至与钢琴等中

西乐器重奏合奏，或为影视配乐，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些灵活的演奏形式，使古筝的演奏内容得以更

加广泛。     

 

音色的丰富多样 

 

  古筝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以地方风格为依据的众多古筝流派，同是左右手配合，弹按并重，

以发挥优美音韵为手段，以之表演出不同情趣、不同风格，真可谓“奋逸响，妙入神”，各领风骚。其

演奏的音色是多彩多姿的。如古筝独奏《包楞调》，这是一首表现北方人民爽朗豪放乐观洒脱的性格的

鲁派筝曲，此曲源于描写妇女们在“楞楞”纺车上边纺线边歌唱的民间题材。为了使音色饱满有力，旋

律演奏时需在手腕运动的自然状态中找到适合于此曲演奏的触弦角度与深度，运用中指打弦，并选择靠

近岳山处一寸左右的音区作为主要发音区来增加骨干音强度，用左手颤音的流动和右手拇指托劈调动音

区的游指以韵补声。对独到的加花变奏手法和每一细部的力度要求，多次进行触弦力点连接练习。通过

这样的手段以逐步达到“动作自动化”的过程，获得与此曲情趣相合的丰富多变的淳厚音色。而清丽飘

逸的浙派筝曲《四合如意》的演奏，则是在似乎看不见外形动作的情况下，以最快的速度把音色变化的

多种因素，通过手上细致灵巧的技术将乐思得以展示。这首筝曲原型是老六板，又名《四合锣鼓》或《桥》，

为江南丝竹八大名曲之一。它以明朗的音色和轻快的节奏描绘了一幅江南水乡的民俗画，由几个曲牌连

缀而成，在江南地区用于新婚和寿庆的热闹场面，由秀丽舒展的行板开始，经由小快板、快板，在热烈

欢快的情绪中结束。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曲的第二部分，为了表现出乐思的内涵，在特别轻快的节奏中需

要对手腕中心进行调整，在聚集指尖的一点连接中加臂力、腕力，产生出银铃般亮晶晶的音色，以有效

地烘托出生气勃勃的情趣，为全曲增添了流光溢彩的亮点。想必大多数筝曲爱好者都会知道，古筝的演

奏至今已发展到义甲与真甲相结合的方法，真甲与义甲本身就有显然不同的音色对比，加之古筝的音域

宽广和演奏者技能的不断提高，在筝曲中能比较容易地辨别出音色的反差，产生鲜活的敏感，也就容易

被人们所理解与接受。 

 

音程与律制的独特性 

 

  判断风格类别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其音程与音律。例如《昭君怨》这首传统的客家筝曲，对所谓“偏

音”(有人称之为“三度间音”，按指清角、变徵、闰、变宫)的音高标准及流畅的动感效果是一定得专

门作为主要技巧进行训练的。因为按颤的速度、幅度就能直接作用于旋律的调性并获得特殊的色彩。客

家音乐又称汉调或中州古调，其中就有“硬弦”与“软弦”之分。这首《昭君怨》属软弦客家筝曲。硬

弦与软弦在音阶上的差别在于：硬弦的羽音在软弦上要奏得比闰稍高、比变宫稍低，硬弦的角音在软弦

上要奏得比变徵稍低、比清角稍高。另外还有“反弦”类别。这些类别产生出来的不同的音程和律制特

点不仅是区别风格的依据，其独特的音响色彩实在可称独树一帜。 

  

韵 

 

  筝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韵”，人们在领略古筝演奏的音响效果时，一定会对神妙动听的“以韵补

声”手法追寻深究。 

 

  所谓“韵”指的是一个比“音”更为微观的层次。在古筝、古琴等乐器的演奏中，一个音往往被分

解为“音头”、“音颈”、“音腹”、“音尾”若干细微过程。这些微观世界中的变化就被人们称为“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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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应该说“做韵”是筝乐之魂的根本。通过对其演奏中倚重的左手扫音技巧的运用及由此而产

生的特有的韵味，奠定了其在民族音乐中的作用及非凡的舞台效果。生活体验是自然演奏的基础，自古

以来，人们善于用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审美感受，在生活中发现美，捕捉美，采用各种不同的按音变化幅

度，表现出最能触及心灵的旋律，达到富有个性和不同寻常的目的。如河南语言高亢而突降，其筝曲每

有突出的上下滑音及颤音，在《闹元宵》乐曲清新明朗的引子里，一串长刮奏引出明亮的旋律委婉深长

的按滑颤的徵音上就奏出从变徵到徵、从角到徵、从徵到角等等的音韵效果，体现出了河南人性情直爽，

声调铿锵的特点。在热热闹闹的民间风俗性的元宵节中，热情炽烈的筝曲旋律融合进了河南戏曲音乐的

抑扬顿挫，酣畅淋漓，一泻无余。在做韵的技法中，左手颤音就是一个自成体系的表现手法，称为“颤

音体系”，有一般颤音、持续颤音、节奏颤音、重颤音、滑颤等等，如此多样的颤音，在各流派筝曲中

的运用更是千姿百态，它完全不是机械性的固定的平均性的偏离与回归，而恰恰是自由往来变化无穷极

具有个性特征的“微型旋律”，或沉稳从容，或躁动急迫，或清远萧散，或拙朴内秀，或飘逸淡泊，或

豪放热情，或脉脉含情，或诙谐风趣，或庄重威仪，或气宇轩昂，或天真娇美，或玲珑剔透，或自然天

成，或放荡不羁，或规矩拘谨，或刚毅凛然，或若飞若舞，或气骨苍老，或纯真童趣，全视演奏者对乐

曲的理解和掌握各派音乐语汇的水准及技能的娴熟程度和音乐造诣而各有异同。潮派名师杨秀明先生的

经验之谈就是“弹筝要讲‘韵味 ’和‘神情’”。而神情与韵味正是互为表里凝为一体的。这正是筝乐

艺术不可被代替的本质属性，是筝乐的形式美与意境美的统一中的最精致最深层的奥妙所在，是艺术家

自由创造的智慧、才能、经验和劳动结晶的集中表现，是艺术家的人品修养、文化积淀和生命体验的自

然流露。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引起人的美感。用《未完成音乐美学》一书中的话说，这正是一种“动态

平衡”的“生命现象”在微观世界中的表现，而生命现象正是使人“产生美感的根源之一”。黑格尔的

形式律的最高级别是“和谐”，“和谐”被黑格尔解释为“对立面的相互渗透”，亦即对立面的双方构

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这种对立面的相互渗透不仅表现在音乐内部诸因素的关系之中，也

表现于主客体的相互关系之中，当主体在对象上发现自身的时候，当欣赏者在“韵”中体验到人的生命

运动时，才能建构起主客体相互契合的关系，这种关系就使人产生美感，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主体

在对象上“直观自身”。只有在这时，才能达到古人所说的“物我同一”的艺术境界。有机生命区别于

无生命的无机物的关键就在于结构的有机性。根据皮亚杰对“有机性”的分析，有机体的结构具有整体

性、转换性和自我调节性三个特征。“整体性”指的是所有的因素结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一整

体就产生了一种新的质——新的形象，它是各自孤立的所有因素单独存在时都不曾有的新的质。“转换

性”说的是，结构的生成过程是层次式的发展。所谓发展，就是由较低层次转换为较高层次，构成螺旋

形上升，而不同的层次之间具有同构关系，最低层次相当于细胞，最高层次就相当于整个生命体。“自

我调节性”就如费邓洪先生所发现的一样，旋律的美表现为自由运动中的偏离与回归的动态平衡，不管

怎样自由运动，总是构成对一条隐伏的中线的偏离与回归，这种似乎随意偏离与回归的“量”，在总体

上竟然是上下均等的，就如一个人的呼吸，不管如何随意，其呼与吸的量在总体上是均等的一样。这正

是一种生命现象。唯有机生命才能实现自我调节。不断打破旧的平衡，又不断建立新的平衡，生命就在

这种动态平衡之中得到维持。如果说，在一般音乐作品中都注意追求这种动态平衡的美，那么，“韵”

正是微观层次上的自由运动的偏离与回归的动态平衡。这种有“韵”的音乐比起缺乏这种微欢层次的动

态平衡的音乐来，更能使人产生美感，宗白华先生曾指出：“生命的境界，包括着经济、政治、社会、

宗教、科学、哲学。这一切都能反映在文艺里。”(《美学散步·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生命现象并不

仅仅是生物性的，而且是社会性的，它集中表现于人的精神状态之中。“韵”的表现力是宽泛的，不仅

是一般地有生气，而且其中蕴含着人的秉赋、性格、感情、气质、格调、心理积淀、文化传承等等丰富

的内涵。“做韵”成功的前提是对“人”的体验和理解，而绝不仅局限于音乐修养。宋代爱国诗人陆游

的名言“工夫在诗外”(《剑南诗稿·示子通》)是富于启示意义的。筝艺中的“韵味”和“神情”不仅

有赖于演奏者的技术水平，更主要的是取决于演奏者的文化艺术修养和生活体验的深度与广度。在古筝

教学中有这样一种现象，有些学生花了许多时间在练琴，而忽视古筝以外其他课程的学习以及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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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淀，甚至对与乐器息息相关的声乐都没有接触过，如此单一的思维方式对训练古筝的演奏无疑是不

利的。人们常说，演奏艺术是二度创作，真正的二度创作决不仅限于照谱演奏，而首先是涉及审美判断，

这就要求演奏者对音乐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文化思潮以及地区旋律的个性和美学观点等等都从灵巧的

双手弹奏的配合中加以表现，并将感性的因素与理性的因素结合起来，自觉开拓知识面，深刻表达出乐

思的内涵。 

 

  筝乐“做韵”是在历史中发展着的。人们不会忘记两千多年传统筝乐遗留下来的宝贵精品也是理所

当然的文化财富的源头，而增加创新意识，使古筝的演奏在传统筝曲基础上更有新的活力，就是一个面

对现实的时代性问题了。这些年来，作曲家们学习历代大师们的音乐奥秘，获得真谛，非常用心地在把

握音韵的尺度上蓄积揣摩，可谓“古今汇流，中西合璧，大千贯一，纵横捭阖”。创造出一批反映时代

精神的筝曲，五光十色的筝韵更多地渗入了表现动力性极强的时代感。如在《戏韵》一曲中，将传统的

京剧音乐素材结合近现代作曲技法的运用，定弦上采用了多调连环叠置排列方法，使乐曲在横向的调性

变化、纵向的和声组合以及调性叠置方面提供多种可能性。演奏上更是突出了韵味的抑扬顿挫和欢快热

烈的风格特点。在自由的结构中，表现手法多样，特别是将戏曲音乐中的板式变化特点及唱、念、做、

打等舞蹈艺术形象表现得惟妙惟肖，是古筝创作作品中推陈出新的一个新的亮点。与此同时，一些立足

于当今现代意识与观念的作品也相继问世，如表现人与大自然情感交融的一首古筝独奏曲《情景三章》，

在技法上创造出了在码左区域摘弦，并吸收了琵琶的轮指、扬琴的同音快速反复以及钢琴的华彩音型快

速穿插等，更让我为之动情的是此曲的韵味与高难度技巧的结合尺度把握得十分恰当，无论是在随意柔

美的十六分音符演奏中，还是在快速双手配合的转调旋律中，甚至在三度、四度等跳进和琶音中，都能

体会到演奏者“做韵”的功底，让听众在感受到新的音响效果时对古筝这一古老的传统乐器的性能及演

奏特点更有准确的定位。我认为这些成功的筝曲作品应该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创作及演奏的发展方向。 

 

  中国筝乐的古与今，牵系着它的将来。筝乐之魂的永恒，更应注意内在张力与其感染力根基和源泉。

如今中国音乐生活正在趋向丰富和活跃，而古筝的演奏更需经过一定的专业训练，循序渐进地理出每一

阶段的侧重点，分清程度界限，从内容上考虑学生的承受能力，同时也使古筝的学科更加富于系统性、

科学性和创造性，面对着大量技能标准，筝韵的学习则是重中之重。相信在新的时代中，古筝艺术将日

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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