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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琵琶音乐

像琴乐一样，近代琵琶音乐的发展也主要体现为流派的

发展，源远流长的琵琶独奏艺术正是通过流派的不断繁衍逐

渐推进的。琵琶艺术经历隋唐第一个高潮时期、明清第二个

高潮时期，至 20 世纪中前期，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为 20 世

纪下半叶琵琶艺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琵琶音乐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和风格。这里所说的

类型就是“大曲”和“小曲”或“大套”和“小套”。琵琶

曲可分为“大曲”“小曲”两大类。“大曲”也叫“大套”，

是一种较大型的套曲，其结构形式又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结

构统一、题材单一的乐曲。尽管这种乐曲是由多段音乐组成

的，但是它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大曲”主要有《十

面埋伏》《月儿高》等。第二种是由若干“小曲”连缀在一

起形成的套曲。这种“大曲”主要有《阳春古曲》《塞上曲》

等。例如，《阳春古曲》就是由《大十样景》《小十样景》

等 10 个“小曲”和 1 个尾声联结而成的，《塞上曲》中的“小

曲”则有《思春》《昭君怨》等。“小曲”也被叫作“小套”，

它常常是一种“68 板体”结构的单曲。经过千余年的大浪淘

沙，传统琵琶曲已成套归类，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曲目体系。

琵琶曲的风格则有“文曲”“武曲”之分。显然，这种风格

的划分是就“大曲”（“大套”）而言的，故“文曲”又叫“文套”，

“武曲”又叫“武套”。琵琶曲风格的划分是有其历史缘由的，

主要得益于《华秋苹琵琶谱》中对乐曲所作的概括性描述：“间

尝聆其音之微婉也，如闺中儿女枕畔言情，凄凄切切，徘徊

欲绝也。其音之清越也，如花间好鸟，应声而鸣，啾啾啁啁，

留连而不已也。其音之宏大也，如雄兵百万，铁骑纵横，呼

号震天，如雷而如霆也。其音之锐且疾也，如江涛怒飞，一

泻千里，奔腾澎湃，惊心而动魂也。”这段文字正是后来琵

琶家将琵琶曲划分为“文曲”和“武曲”的重要依据。我们

也能从后来的《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和《养正轩琵

琶新谱》中了解到关于“文曲”“武曲”的风格差异。代表

性的“文曲”有《夕阳箫鼓》《汉宫秋月》等，代表性的“武

曲”则有《十面埋伏》《海青拿天鹅》等。这种“文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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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曲”的风格一直在现代琵琶曲中得以保留，如新中国

成立后创作的《彝族舞曲》即“文曲”，而《狼牙山五壮士》

则是“武曲” [1]。

第二，琵琶的弦法和指法得以丰富和完善。在历史上，

琵琶有不同的弦法，即不同定弦方式，并没有完全统一，一

直到近代，琵琶定弦方式逐渐稳定，并形成五种常见弦法。

琵琶四弦从面板右侧至左侧，依次为一弦（子弦）、二弦（中

弦）、三弦（老弦）、四弦（缠弦），音域为 A-e3。琵琶定

弦方式有多种，不同的定弦方式称为不同的调；不同流派的

传谱中有不同的调名；不同的定弦方式演奏不同的乐曲，具

有不同的艺术表现力，这正是琵琶艺术的魅力所在。至近代，

琵琶演奏指法也得以丰富和完善。琵琶指法多种多样，其复

杂程度不亚于古琴。琵琶指法也有左、右之分，其中右手指

法分“单音技法”“双音技法”。

2 琵琶的发展过程

隋唐五代，一种器乐独奏艺术也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这

就是琵琶音乐。琵琶也是一种古老的乐器，具有非常悠久的

历史。据史料记载，秦汉时期就有两种类型的琵琶：“直项

琵琶”与“阮咸琵琶”（或“阮”）。其中，“直项琵琶”

为木制直颈，四弦十二柱，竖抱，用手指弹奏。东晋时又有

来自西域的“曲项琵琶”，这种琵琶为木制梨形音箱，四弦

四柱，横抱，用拨子弹奏。至唐代，人们吸取“直项琵琶”

与“曲项琵琶”所长，对琵琶进行了改革，从而形成了“琵琶”。

这种琵琶综合了以上两种琵琶的优点，它沿用“曲项琵琶”

的梨形音箱，为四弦十四柱，竖抱，用手指弹奏。这种形制

和演奏方式上的改革就为“唐琵琶”带来了丰富的艺术表现

力。也正因为如此，琵琶艺术在唐代进入了它的第一个高峰

期。琵琶这一弹奏乐器，可谓古已有之，尽经数百年的沧桑，

终于在唐代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乐器。这不禁使人想起了唐

代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佳句。

3 琵琶的代表作

一种器乐独奏艺术的发展具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赖于

乐器本身的定型与完善，又有赖于一批技艺高超的演奏家的

出现。琵琶在唐代的发展正是依赖于这两个重要的前提。唐

代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琵琶演奏家，如曹善才、曹保、曹妙达、

曹触新、曹者素、马安驹、安末弱、贺怀智、雷青海、李管儿等，

但最有名气、最有影响的琵琶家则是段善本和康昆仑。

唐代曾有琵琶谱，但已失传，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当时

的琵琶曲有很多，著名的琵琶曲有《六幺》《霓裳羽衣曲》

《凉州》《胡渭州》等，且这些乐曲独立于燕乐大曲。唐代

琵琶艺术已具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在其他艺术领域都有相

关表现。也许是因为琵琶艺术的过于兴旺抑制了琴乐的发展，

隋唐五代的琴乐并未闪烁出它应有的光芒，也并没有受到人

们的广泛关注。当然，也出现了一些琴家与琴曲，隋唐时期

重要的琴家有李疑、贺若弼、王通、王绩、赵耶利、董庭兰、

薛易简、陈康士、陈拙等。隋唐较重要的琴曲有《大胡笳》《小

胡笳》《颐真》《离骚》《昭君怨》《风雷引》《阳关三叠》

《渔歌》等，此外还有《襄阳歌》《水龙吟》（李白词）、

《兵车行》（杜甫词）、《枫桥夜泊》（张继词）、《风入松》

（皎然词）、《陋室铭》（刘禹锡词）、《捣衣》（潘庭坚词）

等琴歌。其中，最为重要的、最具有影响力的是《颐真》《离骚》。

《颐真》是盛唐开元、天宝年间琴家董庭兰所作的一首琴曲，

最早见于明朱权《神奇秘谱》，后收于《浙音释字琴谱》《重

修真传》《琴苑心传全编》《天闻阁琴谱》《醒心琴谱》等

琴谱中。其中，《醒心琴谱》对此曲的题解是：“颐者，颐

养也。所谓寡欲以养心，静息以养真。守一处和，默契至道，

以琴而愉自心，故有此曲。”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颐真》

也是一首表现隐居生活的琴曲，此曲“至朴至简，宜宽和大度，

简洁凝练”。《离骚》则是晚唐琴家陈康士根据屈原《离骚》

所作的一首琴曲，最早见于朱权《神奇秘谱》，这首琴曲的

结构原来是 9 段，后人将其扩展为 18 段。这 18 段的小标题

为“叙，灵均叙初，指天为正，成言后悔，长叹掩涕，灵修

浩荡，回车延伫，女类詈予，就舜陈词，埃风上征，宓妃结言，

犹豫狐疑，灵氛就占，巫咸诀疑，琼佩众蔓，兰芷不芳，远

游自疏，临睨故乡。”全曲古朴苍劲，深邃含莆，高洁傲世，

旷达奔放，具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陈世骥在《琴学初津》

中曾用“始则抑郁，继则豪爽”评价此曲。但整个隋唐五代，

像《颐真》《离骚》这样的琴曲屈指可数。这一时期，人们

对汉魏六朝的琴乐进行了整理，从而使之流传后世。另外，

隋唐时期还出现了一些重要的琴学著作，这些著作主要有贞

观年间赵耶利的《琴叙谱》（9 卷）、《弹琴右手法》（1 卷）、《弹

琴手势图》，天宝年间薛易简的《琴诀》（1 卷），谢希逸的《琴

论》，李勉的《琴说》，陈康士的《琴书正声》，陈拙的《大

唐正声新徽琴谱》等。赵耶利的《弹琴手势图》主要是关于

琴表演技巧的理论，而薛易简的《琴诀》则涉及表演美学的

范畴，并强调了琴乐的社会作用，反对只重形式、不重内容、

单纯追求形式美感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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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琵琶流派及代表人物
4.1 江苏无锡派

江苏无锡派的创始人是华秋苹，近代重要的代表人物则

是吴畹卿。华秋苹辑有《琵琶谱》（《华秋苹琵琶谱》），

这是中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琵琶谱，对近代琵琶艺术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华秋苹传有弟子徐悦庄，而吴畹卿正是

徐悦庄的弟子。吴畹卿是中国无锡人，精通音韵学，不仅精

于琵琶，还善于演奏三弦、笙、笛子，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民

间音乐家，在琵琶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弟子有邹道平、

沈养卿、乐述先、唐石琴等，其中还有 20 世纪著名音乐史学

家杨荫浏 [2]。

4.2 上海浦东派

上海浦东派起源于清朝，代表人物是鞠士林、陈子敬、

沈浩初等。鞠士林是乾隆、嘉庆年间最重要的琵琶家之一，留

有琵琶谱《闲叙幽音》。这本琵琶谱中的琵琶曲后来由上海浦

东派传人、当代著名琵琶家林石城整理，收录于《鞠士林琵

琶谱》（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3 年版）之中。鞠士林的弟子有

很多，较著名的则有鞠茂堂、陈子敬、程春塘等。据文献记载，

陈子敬擅弹《十面埋伏》，其弟子有戚竹君、严庆绪、倪清泉、

王惠生等。其中，严庆绪的弟子沈浩初，成为上海浦东派的

传人；王惠生的弟子汪昱庭，后成为上海汪昱庭派的创始人。

这就构成了近代上海琵琶家及其所属流派的传承谱系 [3]。

4.3 浙江平湖派

浙江平湖派的代表人物则是李芳园、吴梦飞等。李芳园

出生于演奏世家，于光绪二十一年编订出版《南北派十三套

大曲琵琶新谱》，成为浙江平湖派的代表人物。这本琵琶新

谱中记载了 13 套大曲，它们分别是《阳春古曲》（11 段）、

《满将军令》（14 段）《郁轮袍》（15 段）、《淮阴平楚》（18

段）、《海青拿天鹅》（19 段）、《汉将军令》（10 段）、《平

沙落雁》（7 段）、《浔阳琵琶》（10 段）、《霓裳羽衣曲》

（11 段）、《陈隋古音》（9 段）、《普庵咒》（14 段）、《塞

上曲》（5 段）、《青莲乐府》（4 段）。除以上乐曲之外，

该琵琶谱另附有初学入门曲谱 9 首，像《华秋苹琵琶谱》一样，

为近代琵琶曲的收集整理以及演奏技术的传播做出了重要的

贡献。李芳园的传人则有朱英等 [4]。

4.4 江苏崇明派

江苏崇明派的代表人物是沈肇洲、刘天华、徐立荪等。

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沈肇洲。沈肇洲，江苏海门人，音乐

著作有《音乐初津》《瀛州古调》。1936 年《瀛州古调》再

版，其弟子徐立称根据沈肇洲过去的口传增补《通论》，共 3

卷。上卷《通论》涉及音调、拍子、音位、按弦、左法、指法、

曲趣、辨器等问题，主张弹法要疏密适宜、慢而不断、快而

不乱，学琴循序渐进，忌重速度而忽视质量；中卷《音乐初

津》录有《三六板》《苏合》等 5 首民间乐曲，供初学者用；

下卷即《瀛州古调》录有“慢板”“快板”“文板”琵琶曲，

共 45 首。刘天华作为五四后一代作曲家、民族器乐革新家，

其琵琶弟子有韩权华、曹安和、王君权、杨晓连等。当然，

刘天华的琵琶音乐和他的二胡音乐一样，受江南传统器乐的

影响，但从理论上说，属于音乐发展的新阶段，已属于“新

音乐”的范畴 [5]。

4.5 上海汪昱庭派

上海汪昱庭派的代表人物是汪昱庭。汪昱庭，原籍安徽

休宁，后定居上海。汪昱庭曾师从琵琶名家王惠生、李芳园、

倪清泉、陈子敬、殷纪平等，故集浦东派和平湖派这两派之

长而独树一帜。其传人有很多，主要有李廷松、王叔咸、孙

裕德、王恩韶、卫仲乐、程午加、柳尧章、金祖礼、陈天乐、

张萍舟、陈永禄等。汪昱庭传有《汪昱庭琵琶谱》。书中的

琵琶曲都来自汪昱庭对古曲的修订和改编。其中，最重要的

是对《浔阳月夜》的修订和改编。除乐曲的创作之外，上海

汪昱庭派对琵琶演奏技法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6]。

5 结语

在神秘的敦煌莫高窟中，有很多精美的壁画，其中让人

最流连忘返的就是 112 窟中的那副《西方净土变》图画，图中，

天人乾达婆因为听到佛的说法，在天空界洒下花雨，并使出“反

弹琵琶”的技艺让人惊为天人。小小的琵琶，所讲述不是一

个乐器，更是一个乐器背后伟大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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