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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近 代 箏 樂 發 展 概 論  

 

    箏 在 民 族 樂 器 中 ， 占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地 位 。 據 太 史 公 在

《 史 記 ˙ 李 斯 列 傳 》 中 的 記 載 ， 可 知 早 在 戰 國 時 代 ， 箏 作

為 一 種 歌 唱 的 伴 奏 樂 器 已 流 行 於 秦 地 。 自 秦 朝 後 ， 歷 經 沿

革 與 發 展 ， 而 後 逐 漸 融 合 戲 曲 、 說 唱 等 民 間 音 樂
1。 隨 著 各

地 民 情 之 民 族 性 及 音 樂 性 表 現 ， 而 產 生 了 各 種 特 殊 的 風

格 。 另 一 方 面 ， 箏 的 流 行 地 域 廣 ， 不 僅 在 漢 族 地 區 ， 而 且

在 邊 疆 一 些 少 數 民 族 中 也 很 流 行 ， 還 傳 到 朝 鮮 、 越 南 、 日

本 等 國 ， 成 為 他 們 的 民 族 樂 器 。 在 長 期 的 歷 史 發 展 過 程 中 ，

箏 在 與 各 地 不 同 的 風 土 、 環 境 、 語 言 、 生 活 習 慣 及 其 他 民

間 音 樂 藝 術 相 融 合 的 過 程 中 ， 地 域 性 文 化 特 色 悄 然 而 生 ，

日 漸 濃 郁 ， 形 成 了 河 南 箏 、 山 東 箏 、 潮 州 箏 、 客 家 箏 、 浙

江 箏 、 秦 箏 、 閩 南 箏 、 蒙 古 族 箏 等 九 個 流 派 ， “ 茫 茫 九 派

流 中 國 ” ， 使 箏 樂 流 派 紛 呈 、 風 格 多 樣 、 相 互 爭 奇 鬥 艷 ，

異 常 豐 富 多 彩 ， 各 流 派 都 擁 有 許 多 具 有 濃 郁 地 方 風 格 的 獨

奏 曲 2。  

    箏 在 宋 代 已 經 慢 慢 發 展 出 獨 奏 的 形 式 3， 近 現 代 的 傳 統

箏 則 是 由 伴 奏 或 合 奏 中 分 離 出 來 ， 並 在 民 間 音 樂 的 基 礎 上

脫 胎 出 當 地 的 風 格 ， 成 為 當 今 的 一 朵 藝 術 奇 葩 。  

                                                 
1林 耕 樺 、 徐 一 仁 編 著 ，《 古 箏 工 藝 博 覽 會  箏 藝 薪 傳 特 輯 》，（ 台 北 ： 台 北

市 立 教 育 館 ， 2007 年 6 月 ）， 無 頁 碼 。  

    
2楊 琳 ，〈 箏 團 的 建 立 與 實 踐 〉，《 中 國 音 樂 》。 第 111 期 ，（ 2008 年 7 月 ），

頁 260。   

    
3韓 建 勇 ，〈 古 箏 音 樂 之 “ 韻 ” 探 微 － 兼 彈 古 箏 演 奏 家 項 斯 華 及 其 箏 樂  

藝 術 觀 〉，《 樂 器 》，（ 2008 年 4 月 ）， 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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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節   2 0 世 紀 5 0 年 代  

 

    作 為 中 國 傳 統 民 族 樂 器 的 古 箏 ， 有 著 兩 千 多 年 的 悠 久

歷 史 ， 素 有 「 群 聲 之 主 ， 眾 樂 之 師 」 的 雅 號 。 觀 看 現 今 台

灣 與 中 國 大 陸 出 版 的 古 箏 教 材 中 ， 箏 曲 含 括 自 具 有 地 方 音

樂 色 彩 的 各 家 箏 藝 流 派 經 典 ， 至 近 現 代 習 箏 之 人 編 創 作 品

及 學 院 派 專 業 作 曲 家 作 品 。 台 灣 的 箏 樂 發 展 始 終 是 和 中 國

大 陸 牽 連 一 起 的
4， 近 半 個 多 世 紀 以 來 ， 台 灣 箏 界 一 直 漸 進

地 依 循 中 國 大 陸 的 箏 樂 軌 跡 發 展 5。  

    古 箏 ， 又 名 秦 箏 ， 因 為 它 源 於 中 國 戰 國 時 期 的 秦 國（ 今

陝 西 地 區 ）。 在 漫 長 的 歷 史 長 河 中 ， 與 各 地 的 戲 曲 、 說 唱 和

民 間 音 樂 相 融 合 ， 形 成 各 具 特 色 的 流 派 和 風 格 。 不 同 流 派

都 有 各 不 相 同 的 代 表 性 曲 目 ， 有 著 各 具 特 色 的 音 韻 特 點 和

演 奏 風 格 。 河 南 箏 曲 高 亢 潑 辣 、 熱 情 奔 放 ， 代 表 曲 目 為《 蘇

武 思 鄉 》； 由 山 東 琴 書 音 樂 轉 化 而 來 的 山 東 箏 曲 優 美 、 樸

實 ， 代 表 作 品 為 《 書 韻 》； 潮 州 箏 曲 文 靜 委 婉 ， 代 表 作 品 為

《 寒 鴉 戲 水 》； 客 家 箏 曲 以 古 樸 、 典 雅 著 稱 ， 由 客 家 音 樂 中

「 絲 弦 音 樂 」 的 合 奏 型 是 經 過 歷 代 箏 人 的 豐 富 、 充 實 、 發

展 、 提 煉 而 形 成 ， 代 表 作 品 為 《 出 水 蓮 》； 浙 江 箏 以 「 弦 索

十 三 套 曲 」、「 江 南 絲 竹 」、「 行 灘 」 為 源 創 作 發 展 而 成 ， 代  

 

                                                 
    

4 葉 娟 礽 ，〈 台 灣 現 代 箏 樂 作 品 分 析 研 究 ~以 六 首 非 傳 統 五 聲 音 階 定 弦 的 獨

奏 作 品 為 例 〉，（ 國 立 師 範 大 學 民 族 音 樂 研 究 所 ， 2004 年 6 月 ）， 頁 59。  

    
5黃 俊 錫，〈 深 植 台 灣 箏 樂 文 化 〉，《 藝 術 觀 點 》，第 24 期，（ 200 4 年 1 0 月 ），

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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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作 品 為 《 雲 慶 》
6。  

    在 5 0 年 代 以 前 的 箏 曲 調 式 主 要 採 明 D 調 及 G 調 兩 種

傳 統 五 聲 音 階 排 列 。 傳 統 演 奏 技 法 以 琴 碼 為 界 ， 分 為 左 右

兩 個 區 域 ， 右 手 技 法 主 要 是 勾 、 托 、 抹 以 及 相 對 應 的 剔 、

劈 、 挑 相 互 配 合 ， 主 要 目 的 是 取 音 。 左 手 主 要 以 按 、 滑 、

揉 、 顫 來 裝 飾 右 手 的 旋 律 ， 達 到 以 韻 補 聲 的 效 果 。 古 箏 是

「 音 腔 」 化 相 當 明 顯 的 樂 器 ， 箏 界 把 定 弦 看 作 正 聲 ， 正 聲

以 外 的 音 視 為 韻 ， 正 聲 不 足 則 以 韻 補 之 ， 此 所 謂 「 以 韻 補

聲 」
7； 這 種 旋 律 手 法 ， 彰 顯 出 箏 這 一 樂 器 的 豐 富 表 現 力 和

藝 術 魅 力 。  

    在 「 五 四 」 新 文 化 運 動 的 影 響 下 ， 西 方 音 樂 大 量 傳 入

中 國 ， 專 業 音 樂 教 育 機 構 開 始 建 立 和 發 展 ， 高 等 教 育 受 到

極 大 的 重 視 。 在 這 個 好 的 形 勢 之 下 ， 古 箏 開 始 逐 漸 由 民 間

走 進 高 等 學 府 ， 走 上 專 業 發 展 的 道 路 。 1 9 4 8 年 曹 正 先 生

（ 1 9 2 0 - 1 9 9 8 ） 進 入 南 京 國 立 藝 術 學 院 教 授 古 箏 ， 開 創 了 古

箏 樂 器 進 入 高 等 音 樂 學 府 的 先 河 8。 1 9 5 5 年 趙 玉 齋 先 生 所 創

作 的 《 慶 豐 年 》 在 繼 承 傳 統 音 樂 山 東 琴 書 唱 腔 的 同 時 還 具

有 「 八 板 」 旋 律 的 因 素 ， 在 箏 樂 發 展 史 上 ， 具 有 里 程 碑 的

意 義 ， 因 此 他 可 說 是 古 箏 傳 承 創 新 的 先 行 者 ； 在 演 奏 技 巧

上 也 有 很 大 的 突 破 ， 他 打 破 了 傳 統 單 手 彈 奏 的 習 慣 ， 大 膽

吸 收 鋼 琴 彈 奏 和 弦 以 及 左 右 手 交 替 多 聲 部 旋 律 等 手 段 ， 開

                                                 
    

6雷 歡 ，〈 中 國 箏 樂 的 發 展 與 創 新 〉，《 音 樂 創 作 》， 第 226 期 ，（ 2 008 年 11

月 ）。 頁 128。  

    
7韓 建 勇 ，〈 古 箏 音 樂 之 “ 韻 ” 探 微 － 兼 彈 古 箏 演 奏 家 項 斯 華 及 其 箏 樂 藝 術

觀 〉，《 樂 器 》， 第 225 期 ，（ 2008 年 4 月 ）， 頁 66。  

    
8曹 正 ，《 關 於 古 箏 歷 史 的 探 討 》，（ 北 京 ： 北 京 樂 器 學 會 出 版 ， 1981 年 ），

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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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了 雙 手 同 時 抓 箏 彈 奏 的 技 巧 。 幾 年 後 ， 趙 先 生 又 於 1 9 5 7

年 3 月 ， 將 傳 統 的 1 6 弦 箏 改 制 成 2 1 弦 箏 ， 同 年 冬 天 創 意 研

制 轉 調 箏 ， 並 於 同 時 創 作 了 《 新 春 》、《 工 人 贊 》、《 真 快 活 》

等 曲
9； 大 大 豐 富 了 箏 曲 的 音 響 效 果 ， 給 人 耳 目 一 新 的 感 覺 ，

開 闢 了 雙 手 彈 箏 的 新 紀 元 。  

    隨 著 時 代 的 改 變 演 進 ， 表 演 場 合 和 欣 賞 群 體 也 逐 漸 變

化 ， 相 對 影 響 箏 樂 創 作 在 題 材 與 審 美 趣 味 等 方 面 的 改 變 ，

如 上 述 所 提 到 的 《 慶 豐 年 》（ 趙 玉 齋 曲 ）， 或 是 1 9 5 6 年 曹 東

扶 先 生 所 創 作 的 《 鬧 元 宵 》
1 0等 箏 曲 作 品 ， 其 創 作 題 材 皆 反

映 了 當 時 貼 近 民 眾 與 社 會 生 活 的 通 俗 曲 風 內 容 1 1。  

 

第 二 節    2 0 世 紀 6 0 - 7 0 年 代  

 

    2 0 世 紀 6 0 - 7 0 年 代 古 箏 發 展 進 入 一 個 持 續 期 ， 這 期 間

創 作 的 箏 曲 數 量 增 加 許 多 。 作 品 與 5 0 年 代 有 一 個 共 同 特 點

的 就 是 「 標 題 性 音 樂 」 1 2。 與 5 0 年 代 箏 曲 直 接 取 材 於 民 間

素 材 不 同 的 是 ， 這 一 時 期 創 作 的 箏 曲 分 為 兩 類  

   （ 一 ） 新 創 作 樂 曲 。 如 1 9 6 1 年 史 兆 元 創 作 的 《 春 到 拉

薩 》， 1 9 6 5 年 王 昌 元 創 作 的 《 戰 颱 風 》， 1 9 7 5 年 張 燕 創 作 的

《 東 海 漁 歌 》， 1 9 7 5 年 陳 國 權 、 丁 伯 苓 創 作 的《 清 江 放 排 》，

1 9 7 8 年 朱 曉 谷 創 作 的 《 台 灣 兒 女 的 心 願 》 等 等 。  

                                                 
9呂 殿 生，〈 新 中 國 古 箏 放 異 彩 〉，《 樂 府 新 聲 》，第 100 期，（ 2 0 0 8 年 6 月 ），

頁 98。  

    
1 0《 鬧 元 宵 》 刻 畫 了 元 宵 佳 節 歡 樂 熱 鬧 的 場 景 ， 樂 曲 採 用 大 幅 度 划 弦 ， 快

速 劈 托 雙 弦 技 巧 ， 被 公 認 為 藝 術 成 就 較 高 的 樂 曲 。   

    
1 1楊 佩 璇 ， 頁 9。  

    
1 2

 標 題 性 音 樂 即 是 從 樂 曲 名 稱 就 能 理 解 樂 曲 表 達 的 涵 義，是 有 一 定 的 侷 限

性 （ 參 考 音 樂 詞 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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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 根 據 歌 曲 或 其 他 器 樂 曲 改 編 的 箏 曲 。 如 1 9 7 2 年

焦 金 海 根 據 民 歌 創 作 的 《 山 丹 丹 開 花 紅 艷 艷 》， 1 9 7 3 年 史 兆

元 根 據 歌 曲 改 編 《 瀏 陽 河 》。  

    這 個 時 期 的 調 式 調 性 較 前 有 一 些 突 破 ， 不 再 僅 侷 限 於

D 、 G 兩 個 調
1 3。 箏 樂 創 作 方 面 因 受 到 社 會 、 欣 賞 心 理 、 審

美 觀 、 態 度 及 政 治 等 諸 多 因 素 所 制 約 ， 雖 然 在 題 材 方 面 僅

限 於 以 民 歌 、 聲 樂 曲 或 民 間 音 樂 的 創 作 素 材 ； 但 由 於 受 到

西 方 音 樂 教 育 的 薰 陶 影 響 下 ， 卻 也 因 此 形 成 箏 樂 演 奏 者 在

箏 曲 的 創 作 內 容 上 ， 對 於 演 奏 技 法 的 開 拓 有 著 明 顯 的 關

注 ， 開 創 了 許 多 箏 樂 演 奏 的 新 技 法 與 新 型 式 ， 特 別 是 在 左

手 的 演 奏 技 巧 上 ， 由 傳 統 「 以 韻 補 聲 」 之 左 手 吟 、 揉 、 按 、

放 的 表 現 特 點 ， 演 變 成 對 於 左 右 手 演 奏 技 法 的 平 衡 發 展
1 4。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因 為 西 洋 音 樂 一 直 是 音 樂 界 的 大 宗 ，

受 到 西 樂 環 境 的 影 響 ， 某 些 專 業 的 作 曲 家 如 張 邦 彥 等 ， 也

紛 紛 加 入 箏 樂 的 創 作 行 列 中 ， 使 得 古 箏 演 奏 在 定 弦 、 和 聲

音 響 、 作 曲 手 法 上 皆 有 很 大 的 突 破 與 發 展 。  

 

第 三 節    2 0 世 紀 7 0 - 8 0 年 代 之 後  

    民 國 7 0 年 代 以 後， 台 灣 的 箏 樂 演 奏 家 也 相 當 積 極 地 從

事 箏 曲 創 作 ， 箏 樂 的 風 格 呈 現 化 的 風 貌 。 素 有 「 古 箏 大 師 」

與 「 箏 樂 之 父 」 美 稱 的 梁 在 平 所 創 作 的 十 六 弦 箏 曲 ， 是 以

傳 統 指 法 為 主 ， 重 視 左 手 吟 揉 進 退 的 音 韻 ， 有 如 古 琴 吟 詠 、

悠 遠 的 意 境 ， 因 而 形 成 強 烈 的 個 人 風 格 1 5。 台 灣 箏 樂 曲 目 漸

                                                 
    

1 3雷 歡 ， 頁 129  

    
1 4楊 佩 璇 ， 頁 11-12。  

    
1 5吳 旻 靜，〈 民 國 七 十 年 代 台 灣 箏 樂 創 作 的 風 格 與 發 展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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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 融 合 了 台 灣 的 風 味 ， 甚 至 有 些 全 新 的 創 作 樂 曲 形 式 完 全

以 台 灣 的 風 情 來 表 現 ， 使 風 格 呈 現 出 更 多 元 化 的 色 彩 ， 例

如 黃 好 吟 的 《 春 風 甘 霖 遍 寶 島 》 等 1 6。  

    8 0 年 代 以 來 ， 作 曲 者 為 古 箏 創 作 了 許 多 好 作 品 ， 如 趙

曼 琴 的 《 井 岡 山 上 太 陽 紅 》、《 打 虎 上 山 》 等 作 品 中 運 用 了

快 速 指 序 彈 法 ， 都 改 變 了 以 往 指 序 的 習 慣 ， 解 決 了 古 箏 演

奏 快 速 樂 曲 的 問 題
1 7。 這 個 時 期 一 些 專 業 作 曲 家 大 膽 地 改 變

了 古 箏 傳 統 的 五 聲 音 階 調 弦 法 ， 採 用 西 方 近 現 代 技 法 與 中

國 民 族 傳 統 音 樂 相 結 合 的 手 法 ， 創 造 了 一 系 列 古 箏 新 語

彙 、 新 技 法 ， 促 進 了 古 箏 演 奏 家 在 演 奏 技 巧 方 面 的 飛 速 進

步 ， 從 而 使 古 箏 的 創 作 題 材 得 到 了 進 一 步 的 拓 展 。 這 些 專

業 作 曲 家 所 創 作 出 的 箏 曲 給 人 耳 目 一 新 的 感 受 ， 大 大 豐 富

了 古 箏 的 表 現 力 。 如 王 建 民 的 《 幻 想 曲 》、《 長 相 思 》、《 蓮

花 謠 》， 徐 曉 琳 的 《 倚 秋 》、《 黔 中 賦 》， 何 占 豪 的 《 臨 安 遺

恨 》 等 。  

    9 0 年 代 以 後 由 於 兩 岸 朝 向 開 放 發 展 ， 促 進 了 海 峽 兩 岸

箏 樂 的 交 流 ， 台 灣 習 箏 者 紛 紛 前 往 大 陸 學 習 正 確 的 古 箏 資

訊 ， 包 括 樂 曲 風 格 、 演 奏 方 法 。 而 大 陸 的 箏 樂 家 也 陸 續 透

過 邀 請 來 台 講 學 或 舉 辦 演 奏 會 ， 藉 此 方 式 將 大 陸 的 箏 樂 曲

風 帶 至 台 灣 來 ， 讓 台 灣 學 子 能 夠 更 進 一 步 的 了 解 大 陸 音 樂

環 境 的 樂 曲 風 格 。 在 此 階 段 後 期 ， 因 台 灣 大 量 接 受 、 學 習

了 大 陸 的 彈 箏 技 法 及 大 陸 所 新 作 的 箏 譜 ， 又 加 上 兩 岸 音 樂

                                                                                                                                          
術 研 究 所 ， 2001 年 12 月 ）， 頁 7。   

    
1 6白 維 真 ，〈 民 國 八 十 年 代 箏 曲 在 台 灣 流 行 趨 勢 之 研 究 - - -以 台 灣 區 音 樂 比

賽 自 選 曲 為 範 圍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藝 術 研 究 所 ， 2003 年 12 月 ）， 頁 7。  

    
1 7楊 琳 ， 頁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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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逐 漸 增 加 交 流 的 次 數 ， 故 在 演 奏 上 紛 紛 朝 向 於 大 陸 的 演

奏 風 格 ， 在 樂 曲 上 也 大 量 的 採 用 大 陸 的 風 格 模 式
1 8。  

    此 時 也 正 是 台 灣 學 子 學 習 古 箏 很 重 要 的 階 段 。 這 十 年

內 古 箏 學 子 們 享 受 到 台 灣 箏 界 從 兩 岸 封 閉 走 到 開 放 的 優

點 ， 即 是 大 量 地 吸 收 到 大 陸 內 地 的 古 箏 知 識 ， 也 不 斷 地 學

習 到 各 個 作 曲 家 所 創 作 的 箏 曲 。 這 些 正 好 大 大 地 滿 足 學 習

古 箏 的 學 子 們 ， 連 帶 的 修 正 了 許 多 以 往 不 能 從 錄 音 帶 中 了

解 、 體 會 的 錯 誤 資 訊
1 9。 也 因 為 這 十 年 所 奠 定 出 來 的 基 礎 ，

使 得 台 灣 的 古 箏 能 穩 紮 穩 打 的 蔓 延 發 展 下 去 。  

    除 了 傳 統 流 傳 下 來 的 箏 樂 曲 之 外 ，「 現 代 箏 曲 」一 詞 主

要 是 指 1 9 5 0 年 以 後 的 古 箏 作 品 而 言 。 在 雨 後 春 筍 般 的 箏 樂

創 作 中 ， 雖 然 仍 有 少 數 保 存 傳 統 古 曲 的 手 法 ， 但 大 部 分 則

推 陳 出 新 ， 成 為 現 代 箏 樂 發 展 的 主 流
2 0， 其 特 色 是 以 和 絃 為

其 架 構 ， 同 時 有 伴 奏 的 快 速 分 解 和 絃 （ 即 琶 音 ） 與 慢 速 分

解 和 絃 ， 其 曲 子 來 源 有 改 編 的 ， 亦 有 創 作 。  

 

一 、 多 元 化 的 箏 曲 創 作  

    箏 曲 的 創 作 隨 著 世 代 的 變 遷 ， 其 創 作 手 法 逐 漸 趨 向 多

元 化 及 獨 特 化 。 楊 佩 璇 女 士 將 現 今 多 元 的 創 作 題 材 分 為 絕

對 音 樂 類 、 擬 物 標 題 類 、 特 殊 意 含 類 、 異 國 風 與 民 族 文 化

題 材 類 、 大 自 然 景 物 標 題 類 共 五 類 2 1：  

                                                 
    

1 8白 維 真 ， 頁 8。  

    
1 9白 維 真 ， 頁 13。  
2 0張 家 綺，〈 左 手 獨 立 性 彈 法 在 現 代 箏 曲 之 運 用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藝 術 研 究

所 ， 2006 年 12 月 ）， 頁 15。  

    
2 1楊 佩 璇，《 台 灣 現 階 段 箏 樂 主 修 教 學 實 務 新 論 》，（ 臺 北：秀 威 資 訊 科 技 出

版 ， 2006 年 ） 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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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絕 對 音 樂 類 。 又 稱 「 純 粹 音 樂 」， 指 作 曲 家 在 創

作 時 ， 並 未 刻 意 用 音 符 去 描 寫 客 觀 的 事 物 或 蘊 含 文 學 性 的

內 容
2 2， 如 《 給 古 箏 及 絃 樂 四 重 奏 的 幻 想 曲 》（ 金 希 文 曲 ）。  

   （ 二 ） 擬 物 標 題 類 。 其 創 作 動 機 是 運 用 音 樂 來 表 達 人 、

事 、 物 的 性 格 、 肢 體 動 作 或 特 性 等 ， 如《 貓 嬉 》（ 李 元 貞 曲 ）。 

   （ 三 ） 特 殊 意 含 類 。 如 《 星 塵 》（ 樊 慰 慈 曲 ）， 以 不 同 節

拍 、 織 度 或 旋 律 變 奏 ， 以 激 動 跳 t o n e 的 樂 風 ， 輔 以 爵 士 藍

調 般 的 變 化 半 音 ， 發 展 而 成 的 一 種 五 聲 人 工 調 式 2 3。  

（ 四 ） 異 國 風 與 民 族 文 化 題 材 類 。 如 《 三 令 － 水 、 祭 、

舞 》（ 陸 橒 曲 ）， 表 現 深 藏 在 中 國 西 南 古 老 民 族 「 納 西 族 」

的 特 色 ， 該 民 族 所 使 用 的 東 巴 文 ， 是 世 界 唯 一 仍 被 使 用 的

象 形 文 字 。  

（ 五 ） 大 自 然 景 物 標 題 類 。 如 《 蘭 》（ 張 曉 峰 曲 ）， 歌 頌

蘭 花 清 新 脫 俗 、 典 雅 高 潔 的 品 格 ， 刻 畫 含 苞 欲 放 的 蘭 花 是

多 麼 純 潔 、 多 麼 美 麗 ， 人 間 萬 物 充 滿 生 機 2 4。  

 

二 、 定 絃 法 的 發 展  

    在 箏 上 ， 不 加 按 音 的 空 絃 音 ， 稱 為 散 音 。 二 十 一 弦 箏

的 散 音 音 高 有 四 個 八 度 ， 如 果 再 加 上 最 高 散 音 上 由 按 音 所

發 出 的 小 三 度 ， 則 實 際 音 域 為 四 個 八 度 又 小 三 度 。 傳 統 的  

                                                 

    
2 2

 崔 光 宙 ，《 音 樂 學 新 論 》，（ 台 北 ： 五 南 出 版 社 ， 1993 年 ）， 頁 148。  

    
2 3

 《 眼 神 與 星 空 的 對 話 － 樊 慰 慈 /黃 文 玲 箏 樂 演 奏 會 》 節 目 單 ， 2009 年 3

月 13 日 ， 頁 9。  

    
2 4

 《 眼 神 與 星 空 的 對 話 － 樊 慰 慈 /黃 文 玲 箏 樂 演 奏 會 》 節 目 單 ， 2009 年 3

月 13 日 ， 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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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箏 定 絃 多 建 立 在 以 大 二 度 和 小 三 度 的 五 聲 排 列 基 礎 上

2 5， 如 二 十 一 弦 箏 的 定 絃 ， 一 般 把 第 二 十 一 絃 （ 最 低 音 ） 調

成 D， 其 他 各 絃 按 照 五 聲 音 階 的 順 序 依 次 向 上 排 列 定 絃 ， 第

一 絃 一 般 定 作 d 3 。  

    從 2 1 世 紀 開 始 ， 作 曲 家 們 藉 由 不 同 類 型 的 五 聲 、 六 聲

（ 全 音 ）、 七 聲 自 然 音 列 、 半 音 音 列 、 以 及 少 數 民 族 的 特 殊

調 性 音 列 ， 甚 至 採 用 一 些 人 為 的 音 列 調 式 進 行 設 計 與 組 合

2 6。  

   （ 一 ）非 傳 統 定 絃，每 個 八 度 都 是 一 樣，按 周 期 性 循 環 ，

如 周 吉 、 邵 光 琛 、 李 玟 的 《 木 卡 姆 散 序 與 舞 曲 》 27。  

   （ 二 ） 由 兩 個 不 同 主 音 的 傳 統 五 聲 音 階 交 替 組 成 ， 如 庄

曜 的 《 山 的 遐 想 》 28。  

   （ 三 ） 傳 統 五 聲 音 階 與 變 化 音 交 替 ， 如 徐 曉 林 的 《 黔 中

賦 》 29。  

   （ 四 ） 自 由 混 合 ， 無 特 定 規 律 可 循 ， 完 全 根 據 樂 曲 的 旋

律 需 要 而 組 成 ， 如 王 建 民 的 《 西 域 隨 想 》 30。  

    定 絃 的 多 元 化 擴 大 了 樂 曲 表 現 範 圍 ， 樂 曲 及 和 聲 效 果

豐 富 多 彩 ， 專 業 作 曲 家 的 介 入 讓 以 往 單 一 主 題 的 箏 曲 開 始

嘗 試 多 個 主 題 的 發 展 ， 樂 曲 的 結 構 更 加 地 複 雜 多 變 。  

                                                 
    

2 5焦 金 海 ，《 箏 演 奏 法 》，（ 北 京 ： 人 民 音 樂 出 版 社 ， 1 9 9 3 年 3 月 ）， 頁 1 0。 

    
2 6楊 佩 璇 ， 頁 20。  

    
2 7

 此 曲 定 絃 由 低 至 高 為 D、 F
#、 G、 A、 c、 d、 f

#、 g、 a、 c
1、 d

1、 f
# 1、 g

1 、

a
1、 c

2、 d
2、 f

# 2、 g
2、 a

2、 c
3、 d

3。  

    
2 8此 曲 定 絃 由 低 至 高 為 為 D、 F、 G、 A、 c、 d、 e、 f

#、 a、 b、 d
1 。  

    
2 9此 曲 定 絃 由 低 至 高 為 為 D、 E、 F

#、 A、 B、 d、 f、 f
#、 a、 b、 d

1、 e
1、 f

# 1 、

a、 b、 d
2、 f

2、 f
# 2 、 a

2 、 b
2、 c

3。  

    
3 0此 曲 定 絃 由 低 至 高 為 為 D、 F、 G、 B、 c、 d、 f

#、 g、 b、 c
1、 d

1、 e
1、 f

1 、

g
1、 b

1 、 c
2、 d

2、 f
# 2 、 g

2、 a
2、 b

2、 c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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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箏 樂 演 奏 技 法 開 拓  

    當 今 古 箏 的 演 奏 技 法 大 體 上 分 為 兩 類 ：  

   （ 一 ） 民 間 傳 統 手 法 延 續 下 來 的 「 夾 彈 法 」， 其 特 徵 為

四 指 、 小 指 不 用 ， 注 重 音 色 豐 滿 、 厚 實 ， 肩 、 肘 活 動 幅 度

較 小 ， 表 演 動 作 較 為 拘 謹 。  

   （ 二 ） 在 傳 統 手 法 基 礎 上 ， 吸 收 某 些 中 西 樂 器 的 演 奏 手

法 發 展 而 來 的 「 懸 彈 法 」， 此 種 手 法 使 音 色 豐 富 多 變 ， 可 以

根 據 演 奏 樂 曲 的 不 同 情 緒 對 觸 絃 速 度 、 角 度 加 以 處 理 ， 演

奏 時 手 指 走 動 靈 活 速 度 快 ， 比 較 注 重 音 樂 的 連 貫 性 及 表 演

性 ， 如 李 晗 的 《 雙 江 舞 曲 》 就 運 用 了 左 手 搖 指 和 五 指 輪 ，

突 破 了 左 手 和 小 指 的 禁 區 。  

    兩 者 各 有 千 秋 ， 值 得 總 結 ， 因 為 繼 承 傳 統 是 為 了 創 新 ，

創 造 新 意 離 不 開 傳 統 法 度 ， 將 演 奏 技 術 理 論 化 、 規 範 化 是

當 今 古 箏 藝 術 發 展 的 基 本 趨 勢 ， 也 是 古 箏 藝 術 普 及 、 提 高 、

發 展 的 必 要 環 節
3 1。 傳 統 樂 曲 中 的 「 以 韻 補 聲 」 就 是 靠 左 手

在 琴 碼 左 側 以 吟 、 揉 、 滑 、 顫 等 技 法 表 現 出 來 的 ， 這 正 是

古 箏 比 其 他 樂 器 更 具 魅 力 之 所 在 ， 不 僅 應 該 將 其 好 好 保 持

住 ， 而 且 更 要 發 揚 光 大 ， 不 可 過 於 重 視 彈 奏 技 巧 而 忽 視 了

古 箏 演 奏 的 韻 味 。  

    箏 是 以 「 點 」 為 發 音 形 式 ， 而 「 線 」 是 由 連 續 、 密 集

的 點 所 組 成 ， 所 以 它 的 特 點 是 動 作 小 、 多 、 快 3 2； 此 外 彈 奏

                                                 
    

3 1蔣 莉，〈 簡 論 當 代 箏 樂 藝 術 風 格 的 多 樣 化 及 演 奏 技 術 的 規 範 化 〉，《 中 國 音

樂 》， 第 111 期 ，（ 2008 年 7 月 ）， 頁 218。  

    
3 2王 喆 /李 婷 婷 ，〈 淺 談 鋼 琴 作 品 中 古 箏 技 法 的 應 用 〉，《 樂 器 》， 第 2 2 7 期 ，

（ 2008 年 6 月 ）。 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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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作 要 有 彈 性，聲 音 才 會 圓 潤 有 光 澤。並 且 要 處 理 好 手「 鬆 」

和 「 緊 」 的 關 係 ， 鬆 是 為 了 緊 ， 緊 是 鬆 的 結 果 ； 緊 是 彈 奏

的 一 剎 那 ， 鬆 是 彈 奏 的 間 歇 ， 鬆 緊 是 一 次 彈 奏 的 兩 個 環 節 。

從 箏 的 這 些 演 奏 技 法 上 看 ， 與 鋼 琴 的 演 奏 確 有 「 異 曲 同 工 」

之 妙 。 因 此 ， 雖 然 古 箏 、 鋼 琴 在 發 聲 原 理 、 結 構 、 彈 奏 各

方 面 有 太 多 不 同 之 處 ， 但 仍 具 有 一 定 的 可 比 性
3 3 。 繼 承 傳

統 ， 大 膽 創 新 是 這 一 時 期 與 未 來 發 展 趨 勢 ， 因 此 多 元 的 風

格 深 受 大 眾 接 受 與 喜 愛 ， 也 使 古 箏 無 論 從 作 品 還 是 技 巧 上

都 有 極 大 的 突 破 。  

 

四 、 古 箏 演 奏 型 式 與 音 響 之 新 風 貌  

    由 於 現 今 社 會 文 化 演 變 日 趨 複 雜 ， 箏 的 製 作 技 術 更 為

精 巧 ， 演 奏 的 手 法 逐 漸 注 入 鋼 琴 、 琵 琶 、 吉 他 、 豎 琴 各 種

樂 器 的 技 巧 ， 比 以 前 更 富 多 樣 性 與 變 化 性 。 絃 數 隨 著 樂 曲

音 域 需 要 逐 漸 增 加 ， 絃 亦 有 絲 絃 、 鋼 絃 、 銀 絃 、 銅 絃 、 尼

龍 纏 鋼 絃 … 等 ， 其 製 作 也 有 輪 盤 、 按 鍵 、 踏 瓣 、 雁 柱 升 降

及 蝶 式 箏 等 快 速 轉 調 箏 的 出 現 3 4。  

    當 代 箏 樂 發 展 的 一 個 主 要 特 點 ， 就 是 對 「 音 響 」 要 有

諸 多 的 想 像 空 間 ， 特 殊 音 響 已 不 再 躲 進 旋 律 、 節 奏 與 和 弦

的 身 影 後 面 ， 只 充 當 一 個 輔 助 性 的 陪 襯 角 色 ， 而 是 具 有 更

加 重 要 的 地 位 3 5。 在 演 奏 形 式 上 ， 古 箏 也 日 益 多 樣 化 ， 除 獨

奏 外 ， 也 出 現 絲 竹 樂 合 奏 、 器 樂 伴 奏 、 交 響 樂 隊 協 奏 等 等

                                                 
    

3 3王 喆 /李 婷 婷 ， 頁 6 0。  

    
3 4林 耕 樺 、 徐 一 仁 編 著 ，《 古 箏 工 藝 博 覽 會  箏 藝 薪 傳 特 輯 》，（ 台 北 ： 台 北

市 立 教 育 館 ， 2007 年 6 月 ）， 無 頁 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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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 多 新 演 奏 型 式
3 6， 完 整 地 體 現 了 文 化 求 新 善 變 、 易 與 眾 和

的 大 方 表 現 與 特 點 。  

    隨 著 當 代 社 會 各 種 劇 場 、 音 樂 廳 陸 續 出 現 ， 箏 的 演 奏

場 所 也 不 斷 擴 大 ， 當 今 幾 乎 到 處 都 可 以 聽 到 古 箏 的 奏 鳴 。

以 往 透 過 民 間 性 的 演 出 場 所 、 演 奏 方 式 、 曲 目 類 型 、 樂 器

型 態 與 傳 授 方 式 等 傳 播 的 傳 統 箏 樂 藝 術 ， 運 用 了 西 方 音 樂

中 某 些 創 作 方 法 和 思 維 模 式 現 代 社 會 ， 皆 逐 漸 以 新 型 舞 台

音 樂 會 傳 播 表 演 的 模 式 展 現 。 獨 奏 、 重 奏 或 合 奏 的 小 型 室

內 樂 以 及 協 奏 曲 形 式 的 大 型 音 樂 會 ， 充 實 了 人 們 的 社 會 文

化 生 活
3 7， 這 與 它 更 常 用 於 娛 人 的 功 能 相 關 。  

    箏 樂 表 演 形 式 接 受 與 吸 收 了 西 方 音 樂 的 影 響 ， 包 括 音

樂 創 作 、 演 奏 技 法 、 表 現 型 態 、 基 本 觀 念 與 教 育 體 制 等 ，

透 過 交 流 、 融 合 與 發 展 並 傳 承 下 來 ， 建 立 新 的 樂 器 音 響 與

新 的 審 美 要 求 。 使 箏 樂 發 展 逐 漸 步 入 盡 善 盡 美 的 新 風 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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