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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扬琴是中国民族乐器中最特殊的一件乐器，在其发展道路中，中国管弦乐的

生态环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它在短时间内从一件外来的乐器发展为名符其实

的中国传统乐器。本文试从这个角度，用琵琶为比较，说明：中国民族乐器的发

展与社会环境、生存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关键词：扬琴 琵琶 民族管弦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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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Abstract 

Dulcimer is the most special one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musical instrument. 

The environ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rchestra takes effect in its road to 

development. It is be true to its name turn to be China traditional instrument from 

alien instrument in short time. In terms of that point, in comparison with lute, this tries 

to explain that: The developing road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usical instrument is 

bound up with the society environment and living environment. 

 

 

Keywords: Dulcimer; Pipa; Traditional Chinese Orche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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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传入历史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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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琴作为一件外来的乐器发展为名符其实的中国传统乐器，在一个相对短暂

的时期里，成了公认的中国民族乐器。和琵琶相比较，为何有如此快的速度？为

了理清这一点，笔者用两者作了比较。 

第一章 传入历程的比较 

一 琵琶 

1 传入的年代  

约在南北朝时期，经丝绸之路从印度传入中国。为了与中国的秦琵琶区分开

来，那时称为“曲项琵琶”、“胡琴”或“胡琵琶”。《隋书·音乐志》：“今曲项琵

琶、竖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 

2 传入后的经历 

说到琵琶，不可不提“龟兹乐”。“龟兹乐”是我国西部地区流行的一种风格

特殊而浓郁的地方乐种，因地处中外交界之处，深受我国中原文化与外国文化（印

度、波斯、阿拉伯等国）的影响而形成其独有的音乐风格。公元 568 年，周武帝

娶突厥阿史那氏为皇后，琵琶演奏家苏祇婆跟随皇后来到中原，带来了大量的龟

兹音乐以及琵琶演奏技巧。苏祗婆出身音乐世家，随身带来了“五旦七调”的音

乐理论，拓宽了当时中国音乐界的视野，使中国音乐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琵琶

更因为其新颖独特，成为当时的热门乐器。以宫廷音乐为例，“燕乐”的十部乐

中，“龟兹乐”是最为突出的，其中琵琶的应用最为广泛。西域音乐风格的绚丽

多姿使“龟兹乐”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琵琶当然也就成为一种新兴的乐器被广

大群众所接受，成为当时最流行的乐器之一。在“教坊”、“梨园”等大型音乐机

构的推动下，琵琶的教学制度也得到正规发展，音乐人才大批的涌现，推动中国

的音乐歌舞达到了古代鼎盛时期。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琵琶不管在演奏上还是

在风格上也都向中国化靠拢了。 

3 发展过程 

从“胡琴”到琵琶，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琵琶传入中国时，琴身呈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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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弦四柱，颈部较短，需横抱演奏，演奏工具为长达三十公分的拨子。由于西域

舞蹈音乐节奏鲜明，风格活泼，需要较大力度来演奏，因此琴弦采用承受力较强

的皮弦。 

到唐代后期，琵琶的“体型”出现了重大变化：颈部逐渐加长，由四柱六品

变为多品，音域增宽，音箱缩小，视觉上从“宽”变为了“窄”，更便于演奏，

自然也推动了技巧的发展，并出现用手指演奏。手指演奏更为细腻柔美，带来了

技巧上与音乐风格上的发展，琵琶的弦也由皮弦改为丝弦，丝弦音色比较柔和，

在音乐表达上更为细腻丰富。 

4 技巧的发展 

虽然我们找不到具体介绍其技巧的资料，但是从一些诗词中的描写可以看

出当时琵琶技巧的大致情况，琵琶传入中国时是使用拨子演奏，如白居易的《琵

琶行》中，就有大量的描写琵琶技巧的诗句：“沉吟放拨插弦中”，“曲终收拨当

心划”等①；又如刘景复《梦为吴泰伯做胜儿歌》中的：“倒腕斜挑掣流电”②等

一些诗句都明确的点出用拨子演奏的特点。诗中描写的“挑”、“划”等也应该是

用拨演奏的一些技法。 

到唐代后期，琵琶开始出现指弹，演奏形态也随之改为竖抱。指弹使琵琶

的演奏艺术进入一个大的发展阶段，发展出了许多新的演奏技巧，如最具代表性

的轮指。轮指的使用不仅丰富了琵琶演奏的技巧，也使琵琶在音乐表达上更为细

腻。到明朝后期，随着曲项多柱琵琶的普及以及南北派琵琶的产生，琵琶左手的

技巧也获得了大的发展，指法更趋于完善。 

5 琵琶音乐的发展 

琵琶传入之初，是以新颖的“胡乐”为特点的，今天我们无法听到当年琵琶

的具体音响，但古人在他们的诗文里也给我们留下了演奏的音响描述，多数时候

强调了琵琶是“胡言番语”，证明当时琵琶演奏的多半是外国的音乐。如白居易

的《听李士良琵琶》：“声似胡儿弹舌语，愁如塞月恨边云”③；《听曹刚琵琶兼示

重莲》中的：“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语两玲珑”④；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

                                                        
① 《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人民音乐出版社，P94。 
② 《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人民音乐出版社，P98。 
③ 《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人民音乐出版社，P94。 
④ 《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人民音乐出版社，P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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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①；元稹《琵琶》中“学语胡儿撼玉

玲”②等诗句中都有体现。 

唐代是歌舞音乐的鼎盛时期，琵琶在“燕乐”中经常担任领奏的角色，十部

乐中有七部都使用琵琶。这时琵琶已经渐渐摆脱了“胡言番语”，开始进入汉族

音乐的语言。随着“燕乐”的流行，琵琶艺术也不断发展，慢慢的出现了由唐代

歌舞音乐改编而来的琵琶独奏曲，如《霓裳曲》、《凉州》、《六幺》等。到宋元时

期，就出现了大量的为琵琶而作的乐曲，如“宋太宗所制的琵琶独弹曲破诸调” 

③
就有 15 首。到明清时期，琵琶独奏曲就更多了，如《白翎雀》、《凤凰》、《楚汉》

等。另外，由于宫廷乐队消退，民间音乐组合兴起，琵琶在民间乐器合奏中仍占

有一席之地，如《江南丝竹》、《福建南音》等地方性民间音乐中琵琶都是重要乐

器。 

二 扬琴 

1 传入的年代 

一般认为扬琴于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中就提到：“洋

琴，欧洲乐器，公元十七、十八世纪输入中国。”是由西方的传教士和商人从海

上带来，所以被称为“洋琴” 。 

2 传入后的经历 

扬琴由海上传入中国，最初流行于东南沿海一带，以后便迅速在全国各地民

间流行起来，主要运用在说唱伴奏中，受到民众的喜爱。后来与各地民间音乐相

结合，逐步发展为地方戏曲的伴奏乐器。琴书、弹唱、说书、皮影等地方戏曲中

都应用了扬琴。清末民初时期，扬琴已成为全国性的民间器乐，并形成广东音乐、

江南丝竹、潮州音乐等不同的地方风格。在不同地区音乐风格的熏陶下，逐渐形

成了中国扬琴四大流派：广东音乐扬琴、江南丝竹扬琴、东北扬琴和四川扬琴。 

扬琴的传入有一个例外，就是新疆的“锵”。“锵”与“洋琴”属于同宗的乐

器，不一样的是“锵”并非从海上而来，而是由西亚到中亚，经丝绸之路传入中

                                                        
① 《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人民音乐出版社，P92。 
② 《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人民音乐出版社，P93。 
③ 庄永平《琵琶手册》,上海音乐出版社,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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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疆的。适于演奏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音乐以及新疆民间歌舞音乐伴奏， 

迅速在新疆流行起来，并发展为中国扬琴中别具风格的一派。（参看吴军的有关

论述）
①
 

3 发展过程： 

扬琴传入中国的初期，乐器的结构与性能变化比较小，琴身呈梯形，从现今

能见到的图片资料来看只有两排琴码（图 1），音域狭窄，无法自由转调。虽然

从现在的观点看，这些都是缺陷，但是能适应当时的实际需要，在说唱、戏曲音

乐的简单伴奏中，扬琴由于上手快，无需用到太复杂的音乐与技巧。 

 

 

图 1 

 

应该注意的是，从较早的时期开始，扬琴已经从“进口”转为自造了。如徐

珂《清裨类钞》中：“康熙时，海外输入之洋琴，我国亦能自造之”。现今我们见

到的“蝶式琴”（图 1），就是中国特有的样式。能够自制，对扬琴的广泛传播具

有重要的作用。另外一个重要的变化则是体现在演奏工具的改变上，扬琴传入中

国时使用的是木槌，后来演变成竹制的。在中国，竹文化的观念长期存在，演奏

工具由“木”变为“竹”，这是本质上的改变，由此产生了很多的演奏技法。 

                                                        
①吴军：扬琴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奏员，新疆兵团杂技团独奏演员，先后在《乐器》、《中国音乐》、《新疆艺

术》等刊物中发表过“锵（新疆扬琴）简介及源流”、“扬琴艺术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兼论新疆扬琴的

地方民族特色”等 50 篇论文。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第一章 传入历史的比较 

 5

4 技巧的发展： 

技巧的发展首先建立在琴竹的使用上。扬琴传入中国时是木制的琴槌，木槌

由硬质木头做成，现在许多外国扬琴仍然使用的是木质琴槌。传入中国后，将其

改革成竹制的，称为“琴竹”。竹制的琴槌和木槌相比弹性较好，由此带来了扬

琴演奏技巧在另一个方向上的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轮音。由于弹性的提高

和轻巧性的增加，所以能快速击奏产生密集的轮音，使表现力更丰富。另外，东

北扬琴的滑弹、颤竹，以及现在常用的反竹、拨弦等技巧，这都是在琴竹上的技

巧，比起以敲击为主的木槌，自然是丰富了许多。 

不同的流派中发展的技巧也各有特色，如东北扬琴中的“揉弦”、“颤竹”以

及“滑音指套”的使用；广东音乐中的“坐音”、“顿音”；江南丝竹中的“衬音”、

以及“装饰音”等加花技巧；四川扬琴中的“浪竹”、“收竹”等等，使扬琴的技

巧丰富多彩。项祖华先生把扬琴技巧归纳为六言四句口诀：“扬琴十类技巧，运

竹击弦有法。单齐轮滑又颤，点拨抓揉加花。” 

5 扬琴音乐的发展： 

扬琴传入中国是完全经由民间的渠道，因此没有扬琴音乐和演奏技巧随之传

入的记载，从它的存在环境看，最早依存于一些说唱音乐的伴奏中，后来逐步发

展为一些地方戏曲的伴奏乐器，其音乐应该是以地区为转移的地方性音乐。随着

时间的推移，各种不同的地方音乐曲目相对独立，扬琴“四大流派”得以形成。

其中，以广东音乐扬琴名家严老烈所创作的《旱天雷》、《到垂帘》、《连环扣》等

广东音乐曲成为最早的扬琴流行曲，此外，四川扬琴的《将军令》；东北扬琴《苏

武牧羊》；江南丝竹扬琴《弹词三六》等，也都具有不同的风格。中国扬琴的传

统曲目，就建立在这些民间乐曲的基础之上。 

三 综述 

两个时代的两种乐器，都是融入中国民族音乐中，自然体现了中国文化兼收

并蓄的精神。但是一个经历千年，一个仅仅数百年，其中必有不同的内外原因。

与琵琶相比，扬琴传入中国后并没有得到宫廷的认可；也没有像苏祇婆那样的乐

师带来该乐器原本的音乐与演奏技巧，对于这样一件陌生的外来乐器，有的只是

它本身无穷的发展空间。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两件经历完全不同的乐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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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走上了同一条道路？结论只能是：扬琴仅仅是单件乐器的传入，完全是在中国

的音乐文化中成长，植根于中国音乐的土壤之中，没有“胡言番语”的约束；而

琵琶来到中国是从宫廷开始，而且同时传入的还有它自身的音乐体系，这种自上

而下的往民间发展的形式，自然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在这条道路上，扬琴远

远快于琵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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