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古筝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民族弹拨弦鸣乐器，经由漫长的历史

演变，古筝流行于我国大江南北，在戏曲演奏、歌舞伴奏、乐器独

奏、乐曲合奏等艺术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古筝也因此被誉为“众

乐之王”“东方钢琴”。古典诗词是我国最为重要的一类语言文字载体，

古典诗词作品中蕴含着厚重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审美价值。自

古以来中国古典诗词就与古筝艺术存在紧密联系，无论是选材创作

还是内容呈现，均展现出文学艺术与音乐艺术的默契配合。随着教

育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强，古典诗词与筝乐融合教学也在不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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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诗词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构成部分，

作品形式的多样性、内涵的丰富性、意境的复杂性赋

予了古典诗词无限生机。从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到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再到现代社会国风作品的复兴，

古典诗词一直是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

泉。古筝则是我国最为古老、最具民族特色的演奏乐

器之一，古典诗词与古筝艺术的借鉴融合是现今教学

改革的主流方向。具体而言，古典诗词赋予古筝艺术

“曲中有诗”“音中有情”的文化面貌，古筝艺术让诗

词文字形象化、立体化、生动化，厘清这两种艺术的

内在价值是二者相互融合的关键所在。

一、 中国古典诗词与古筝艺术的共性

( 一 ) 情感抒发的一致性

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音乐艺术，艺术作品实质上

都是创作者表达自身情感、抒发自身意愿的外倾途径。

就艺术欣赏而言，观者与作者间的情感互通、思想交

融统称为“共鸣”现象，正向共鸣得以让读者在文学

作品、音乐作品中提升个人的感知能力、欣赏能力。

古典诗词作品字里行间展现出作者的情感变化，如白

居易“凭君向道休弹去，白尽江州司马头”带有离别

的伤感情绪，李白“佳人当窗弄白日，弦将手语弹鸣

筝”则是佳人弄琴的生活化场面，情绪相对平和且带

有些许欣喜。古筝作品与诗词作品的情感抒发是基本

一致的，无论是旋律设计还是歌词填写，其目的都是

激发观者特定的情感，观者产生共鸣，音乐表达才会

到位。举例来说，《汉宫秋月》这首古筝曲描绘了我国

古代长期困于深宫的普通宫女的凄清生活，整首乐曲

基调凄婉，寄托了作者对宫女境遇的同情。这首古筝

作品的情感与内容和元稹《行宫》描写的“白头宫女在，

闲坐说玄宗”基本一致，从中可见诗词作品与古筝作

品情感抒发的一致性。

( 二 ) 意境营造的一致性

营造意境是我国古典诗词创作的一大原则，注重

意象展现出中国人自古以来内敛、含蓄的思想追求。

就诗词作品而言，意境和意象烘托出了作品的整体氛

围，细致刻画了作品的主题。以唐代诗人张若虚的经

典作品《春江花月夜》为例，江水、落花、明月为作

品意象，三种意象相互交织，营造出游子思乡、渴望

归乡的复杂情绪。就古筝作品而言，《春江花月夜》为

古筝同名演奏曲目，表演者在演奏时需通过按音、颤

音、滑音等指法的运用展现时空变化、意境变化，如

中国古典诗词与古筝艺术
相交融的教学方法
曹  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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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诗中的月之变化，升起、高悬、西斜、下落，月的

时空变化也就是诗词、古筝表达的意境变化动线。总

之，诗词作品和古筝作品的意境营造的一致性反映出

艺术创作者“重意轻形”的统一艺术追求，意境塑造

在作品氛围营造、主题表达方面展现出积极作用。

( 三 ) 审美表达的一致性

审美反映出作者的人文素养，也反映出观者的欣

赏能力。就艺术作品而言，诗词作品和古筝作品的审

美表达存在共同之处。

（1）哀怨之美。在古代文人笔下，诗词作品中有

关古筝的描述常常带有哀怨、悲伤的情绪。无论是晏

几道的“哀筝一弄湘江曲，声声写尽湘波绿”，还是李

商隐的“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均是哀

怨之美的文字展现，便是颇为喜爱古筝演奏的唐代诗

人白居易也留有“花脸云鬟坐玉楼，十三弦里一时愁。

凭君向道休弹去，白尽江州司马头”的哀伤文字。这

些哀怨情绪既与作者几经贬谪的仕途不顺有关，也与

作者忧国忧民的情绪有关。古筝作品《汉宫秋月》是

对深宫宫女悲惨生活的哀怨，《高山流水》则是知音难

觅的哀怨，从中可见两种艺术表达在哀怨审美方面的

共同追求。

（2）清丽之美。清丽有着清雅秀丽的意味，清丽

一词最早见于晋代陆机的《文赋》，后代文人将清丽视

作文字清新、秀美的审美追求。古筝的音色是清脆而

厚重的，这与文人的清丽追求不谋而合，唐代吴融《李

周弹筝歌》便用“始似五更残月里，凄凄切切清露蝉”

的诗句描述古筝的音色。

（3）曼妙之美。曼妙一词在文学作品中多用于形

容女性身姿的柔美，曼妙同样适用于筝乐的婉转悠扬。

举例来说，“柳青娘”既是唐代著名歌伎的称呼，也是

元明杂剧、南北曲的词牌名。《柳青娘》为潮州独奏

筝曲，旋律婉转古朴，观者可从中窥见那位歌伎的才

艺之绝。总之，曼妙既展现出诗词作品对于柔美、婉

约审美表达的追求，也展现出古筝旋律的细腻变化。

二、 中国古典诗词与古筝艺术相互融合的

实践基础

( 一 ) 古典诗词对古筝艺术的描绘

诗词是古代文人抒发志向、传递情感的主要表达、

交际手段，文人在面对田间农活、节日庆典、战乱动

荡等不同景象时会创作出主题不同的作品。古筝一直

是古代文人热衷的创作意象，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是知

名的筝乐“发烧友”，白居易流传至今的以古筝为题的

作品多达二十余首。在他的笔下，古筝既寄托了“弦

凝指咽声停处，别有深情一万重”的深厚情感，又抒

发了“凭君向道休弹去，白尽江州司马头”的离别伤感。

有关古筝艺术的诗词描绘作品不在少数，为观者了解

古筝、欣赏古筝、感受古筝奠定了必要的文化基础。

( 二 ) 古筝作品对古典诗词的取材

古典诗词会以古筝为题、以古筝为意象加以创作，

古筝创作同样会从诗词作品中寻求灵感。

（1）标题方面对古典诗词的借鉴。有些筝乐作品

会直接“照搬”古典诗词的题目，如《春江花月夜》

便是直接“挪用”了唐代诗人张若虚的同名作品，通

过旋律、指法变化展现月升、月悬、月落的全过程。

又如《高山流水》借鉴了钟子期和俞伯牙的故事，这

一知音难觅的感慨在筝乐创作中和诗词创作中产生了

共鸣。此外，运用《菩萨蛮》《临江仙》《鹧鸪天》等

词牌名创作的古筝作品虽在传承过程中有所流失，但

仍是现代筝乐创作的标题来源。

（2）内容方面对古典诗词的借鉴。古筝作品绝非

简单的旋律堆叠，完整的古筝作品是需要内在完整故

事支撑的。《柳青娘》是对唐代歌伎故事的改编演绎，

《庆丰年》则描绘了人们的丰收喜悦和对美好生活的热

切向往，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的热闹场面既能用“爆

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的文字描绘，也能

用筝乐变化来表现。可见，古筝作品在内容创作方面

也借鉴了不少古典诗词元素。

三、 中国古典诗词与古筝艺术相互融合的

具体教学策略

( 一 ) 情感理解转化为内涵提升的核心

情感是人们喜怒哀乐各种情绪诞生的基石，也是

人们欣赏、感知、理解音乐作品的素养基础。古筝从

音色层面而言比较适合展现以情感为核心的音乐作品，

颤音、滑音、按音等技法转化而来的旋律变化撩动听

众的心弦，为听众提供视听兼具的情感体验。自宋以

后，古筝被文人冠上“哀筝”之称，由此可见筝乐在

表达悲伤、哀愁、幽怨等情绪上的过人之处。即便是

在宋代之前，“香帏风动花入楼，高调鸣筝缓夜愁”“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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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劝我金屈卮，神血未凝身问谁”等诗句也能侧面反

映出筝乐在慷慨悲歌作品中的重要地位。《长相思》是

乐府诗创作的重要词牌名，李白“长相思，在长安。

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

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几句道出了无尽

的哀怨，过往的亭台楼阁、美人如画，如今却只剩回

忆和感叹。《长相思》在后继创作者的加工下成为重要

的古筝作品，如何通过旋律节奏展现“长相思，在

长安”的深远意境，需要表演者深入系统地学习，

既要学习指法技巧，更要对诗文内容、诗文情感有正

确的理解。

对任何音乐创作而言，情感都是作品的核心与灵

魂。如果音乐作品缺乏情感，那不过是音符的堆叠，

难以引发听者共鸣。古典诗词与筝乐创作有着密切关

系，现今筝乐虽极为看重技巧和表演形式的创新，但

仍会在传统文化特别是古典诗词作品中寻求灵感。《钗

头凤·红酥手》中深切讲述了陆游与唐婉的凄惨爱情，

现代古筝曲《陆游与唐婉》便是结合《钗头凤·红酥

手》的诗词内容和二者生平故事创作出的优秀作品。

这首筝乐表达了二人新婚的甜蜜，节奏变化表达出了

唐婉离世陆游在诗词中悼念故人的无奈心情。《陆游与

唐婉》古筝作品的备受欢迎，足以证明情感之于音乐

创作、古典诗词之于筝乐创作的重要性。

( 二 ) 韵律掌控转化为技法表现的核心

韵律在诗词创作中可简单理解为格律、平仄、声

韵等，韵律在筝乐创作中则可理解为旋律、声响、节

奏等细节变化。韵律赋予筝乐抑扬顿挫、起承转合、

张弛有度的展现魅力，也是筝乐表演者理应学习的基

本技法。古筝在乐器分类上属弹拨弦鸣乐器，左手、

右手的技法要求并不一致。左手需学习滑音、颤音、

按音等技巧，对标古代音乐“宫商角徵羽”五音音阶；

右手需学习托、劈、抹、挑等技巧。概括而言，右手

负责弾音，左手负责赋韵，左手技法在美化、润色筝

乐表现方面有着重要作用。白居易在《琵琶行》中用

“轻拢慢捻抹复挑”一句形容琵琶弹奏的指法技巧，“转

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

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几句则展现出正确的指法演奏和情感表达能够实现何

等动人的效果。对比琵琶演奏技巧，沈约在“弦依高

张断，声随妙指续。徒闻音绕梁，宁知颜如玉”几句

中同样侧面展现了只有高超的古筝技法才能达成余音

绕梁的效果。事实上，像《高山流水》这类经典古筝

曲目，如表演者未能在韵律上展现出过人之处，就很

难让听众产生知音难觅的感慨。

( 三 ) 意境塑造转化为艺术追求的核心
在中国传统审美观念中，意象、意境塑造常常是

远大于外在形象塑造的。以国画创作为例，国画有着

写实、写意两大流派，工笔细化虽能展现出花鸟鱼虫

最为精细的样貌，却略显“匠气”，只有富有意境、大

胆留白的作品才更能给予观者视觉冲击与想象空间。

唐代诗人王维的作品被后人称赞为“诗中有画，画中

有诗”，这与诗人本人精通书画存在一定关系，但如何

运用绘画技巧展现“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自

然画面是一大难题。书画创作对于“意”的追求执着

而坚定，音乐创作应抱有同等认识。《渔舟唱晚》是我

国经典的古筝曲目，这首筝曲的来源外界有不同说法，

一说是娄树华结合古曲《归去来》创作而成，又说是

金灼南根据山东地区传统筝曲《双板》改编而成。但

无论来源如何，都不能掩盖这首筝曲本身的优秀。全

曲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筝曲的“起”“承”，4/4

慢拍勾勒出渔民在江上平静行驶、搜寻江鱼的场面；

第二部分为筝曲的“转”，2/4 拍变化展现出渔民撒网

的身姿，尽管渔获不多但筝声算不得悲壮，“得之我幸，

失之我命”的知足精神在乐曲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第

三部分为筝曲的“合”，旋律在加快、减速、加快、减

速中循环往复，听众似乎能想象出渔民不断撒网、收

网的忙碌身影；第四部分是筝曲的余韵，旋律、情感

与第一部分基本一致，筝乐情感却带有繁忙后的劳累

与喜悦。《渔舟唱晚》的标题受《滕王阁序》“落霞与

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

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的描述影响较大，

筝曲的起承转合变化出色，带给听众极佳的欣赏体验。

综上所述，古典诗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既为筝乐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灵感，同时也在古筝艺术

追求、价值追求、表现追求等方面提供了指导意见。

在古筝艺术的漫长发展历史中，其早已与古典诗词结

下了不解之缘，因而两种艺术的互鉴互融还将不断持

续。（作者单位系泰国格乐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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