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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琵琶的形成与发展

现代琵琶是本土的直项琵琶（又称阮咸与秦汉子）融合了波斯

曲项琵琶的精华，并经过数代琵琶演奏艺人不断地吸纳、完善与改良

而成。直项琵琶是直柄木制的圆形共鸣箱加上四弦十二柱，用手竖抱

弹奏，曲项琵琶早期为四弦、四相（无柱）梨形，横抱用拨子弹奏。它

盛行于北朝，并在公元6世纪上半叶传到南方长江流域一带。

从北齐到唐代，是琵琶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原籍曹国的

（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东北一带）曹氏琵琶家族是其中的杰出代

表，跨北齐和隋的曹妙达，因善琵琶在北齐时即被封王，入隋后又被

任为宫中乐官，于太乐教习琵琶技艺。

隋唐时期，曲项琵琶已成为当时主要的演奏乐器流行于九部

乐、十部乐中，对唐朝歌舞艺术的发展与繁荣起到重要的作用。

唐朝也出现了大量的琵琶演奏者和乐曲，如世居长安的曹保和

其子曹善才、其孙曹纲，都是著名的琵琶演奏家，为后世称道。曹纲

的演奏，右手刚劲有力，“拨若风雨”，而与之齐名的另一位琵琶演奏

家裴兴奴则左手按弦微妙，“善于拢捻”，故当时乐坛有“曹纲有右

手，兴奴有左手”之誉。作为唐太宗最为看重的宫廷乐师之一“五弦”

名手裴神符首创了琵琶手指弹法，号称琵琶第一手的康昆仑和著名佛

殿乐师段善本也是宫廷的御用皇家乐师。从敦煌的壁画中我们就可以

看到琵琶是当时重要的乐队演奏乐器了。诗人白居易在长诗《琵琶行》

中，对唐代琵琶演奏中的艺术效果和演奏技法作了有声有色的描绘：

“轻拢慢抹复挑”，“大珠小珠落玉盘”，“曲终收拨当心划，品弦一声

如裂帛”

在琵琶的制造工艺上，唐代将中外琵琶巧妙地结合起来，保留

了曲项琵琶的发音特点，将曲项琵琶的四相和直项琵琶的十二柱结合

成四相十柱，演奏姿势为竖抱，手弹，琵琶的表现技法也日益丰富，

成为既能独奏、又能伴奏和合奏的重要乐器，“琵琶”亦成为这种乐器

的专有名称。

宋代，由于宋词的产生，音乐逐渐趋向于婉约和浅斟低唱的词

的风格，宋代以说唱音乐代替了唐代的“大曲”，在主奏乐器上因此也

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吹奏乐器华梁、竿案及箫代替了琵琶为主奏乐器

的地位，但琵琶艺术在这一时期仍有发展，产生了很多琵琶独奏曲和

演奏家，琵琶也成为说唱音乐的伴奏乐器，在演奏手法上也由横式拨

弹为竖式指弹，从而进使琵琶的表现力和演奏手法更加丰富，为琵琶

琵琶艺术中的文化意蕴解读

■ 李 捷  李昆丽

[ 摘 要]  琵琶被又被称之为“民乐之王”、“弹拨乐器之王”，现代的琵琶一般源于由我国秦、汉时期

的弦鼗和南北朝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波斯曲项琵琶。最早记载我国琵琶的文献是汉代刘熙的《释

名．释乐器》：“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指

的是枇把是骑在马上弹奏的乐器，向前弹出称作批，向后挑进称做把；根据它演奏的特点而命名为“批

把”。在古代，敲、击、弹、奏都称为鼓。当时的游牧人骑在马上好弹琵琶，因此为“马上所鼓也”，约在

魏晋时期，正式称为“琵琶”。

[关键词] 琵琶；文学；美学

艺术在明清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清时期，琵琶艺人们对琵琶乐大型套曲的创作作出了很大

的贡献，如由华秋苹兄弟三人采集并编订的《南北二派秘本琵琶谱真

传》和1895年李芳园编印刊行的我国第二部琵琶谱《南北派十三套大曲

琵琶新谱》。在演奏手法上，清代的琵琶已有四相10品、12品。

20世纪30年代，民族音乐家刘天华先生，对琵琶进行了大胆改

革，首创了即可按传统音律演奏，又可按十二平均律演奏的六相13品

琵琶，上海的大同乐会也曾制成了我国最早的一张六相18品琵琶。

解放后，经过琵琶演奏家们的不懈努力，琵琶艺术的的发展再

次达到了新的高峰。在琵琶改革上，程禾嘉先生首先根据十二平均律

排列相、品，使琵琶成为可以任意转调的平均律乐器；邝宇忠同志首

先试用金属弦代替丝弦，使琵琶能满足古、今、中、外各类乐曲演奏

的需要，琵琶既能与民乐队合奏又能与西洋管弦乐队合奏，从而产生

独特的艺术效果。与此同时，梁世侃先生首先研制成赛璐璐人工指甲

取代演奏者的生理指甲，克服了生理指甲在演奏中带来的种种局限。

二、琵琶与文学艺术

琵琶自诞生以来就与文学艺术的水乳交融，交相辉映。唐代，

由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从而带来文学与音乐艺术的繁荣。唐代，

诗歌繁荣，用琵琶作为以物寄情的诗作有：王翰的《凉州词二首之

一》、李峤的《琵琶》、李颀《古从军行》、王昌龄的《从军行七首之

一》、张祜玉的《环琵琶》等。而白居易《琵琶行》更是一首具有丰富的

内涵、艺术感染力经久不衰,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琵琶行》作于

816年秋天，当时由于白居易的直谏得罪了当朝的权贵，被贬为江州

司马。这件事对他影响很大，从此，他早期的斗争锐气锐减，消极情

绪日渐增多。作品借着叙述琵琶女的凄凉身世和高超演技，抒发了作

者个人政治上受打击、遭贬斥的抑郁悲凄之情。在诗作中，白居易把

琵琶女视为自己的风尘知己，与她同病相怜，写人写己，哭己哭人，

宦海的浮沉、生命的悲哀，全部融合为一体，因而使作品具有不同寻

常的感染力。“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是本诗的主旨。

《琵琶行》在艺术上的成功还在于它运用了优美的、有乐感的

语言，用视觉的形象来表现听觉的感受，萧瑟秋风的自然景色和离情

别绪使作品更加感人。诗的线索是“秋夜送客”——“忽闻琵琶声”——

“寻声暗问”——“移船相邀”——“千呼万唤”，然后歌女才“半遮面”地

出来。这种回荡曲折的描写，为“天涯沦落”的主题奠定了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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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诗共分四段，“浔阳江头夜送客”

到“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十四句为第一段，写

琵琶女的出场。前六句交代了时间、地点、

背景，时间：枫叶红、荻花黄、瑟瑟秋风下

的夜晚；地点：浔阳江头；背景：诗人给他

的朋友送别。离别本身就很伤感，加上酒宴

前没歌女侍应，当然就更显得寂寞了。别时

“茫茫江浸月”的景色和气氛描给人一种空

旷、寂寥、怅惘的感觉，和主人与客人的失

意、伤别融合一体，这种气氛为下文琵琶女

的出现作了铺垫备。后八句是写琵琶女的出

场：“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

声音从水面上飘过来，是来自船上，这声音

一下子就吸引了主人和客人的注意，他们走

的不想走、回的不想回了，他们一定要探寻

探寻这种美妙声音的究竟。“寻声暗问弹者

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

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

半遮面。”描写非常细致。由于这时是夜

间，又由于他们听到的只是一种声音，他们

不知道这声音究竟来自何处，也不知演奏者

究竟是什么人，于是便“寻声暗问”。接着“琵

琶声停”表明演奏者已经听到了来人的呼

问；“欲语迟”与后面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犹

抱琵琶半遮面”相一致，都表明这位演奏者

的心灰意懒，和惭愧自己身世的沉沦，她已

经不愿意再抛头露面了。这段琵琶女出场过

程的描写历历动人，未见她其人先闻其琵琶

声，未闻其语先已微露其内心之隐痛，为后

面的故事发展造成许多悬念。

后二十二句是第二段，写的是琵琶女

高超的演技。其中“转轴拨弦三两声”，是正

式演奏前的调弦试音；而后“弦弦掩抑”，指

的是曲调的悲伧；“低眉信手续续弹”，是舒

缓的行板。拢、捻、抹、挑，都是弹奏琵琶

的手法。“如急雨”、“如私语”、“水浆迸”、

“刀枪鸣”、“珠落玉盘”、“莺语花底”是表现

琵琶女高超的演奏技法。

宋元时期，文学作品的主要形式为词

和曲，文风也较唐代婉约，琵琶作品也多以

咏物为主，引物思情。情感较含蓄，张于湖

《琵琶亭》、刘敞的《琵琶亭》、苏轼的《采桑

子，诉衷情——琵琶女》、岳珂的《次韵乔江

州琵琶亭诗二首》、元代张可久的《越调·小

桃红·离情》等，都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

的琵琶题材文学作品。

明清时期，随着外来因素乐的影响以

及经济的繁荣，有关琵琶文学作品的也更加

理性，内容不再限于思情与咏物，而是对乐

器本体和音乐、音色、弹奏方面描写表现比

较多。这是因为，琵琶发展到明清时期，各

方面发展更加成熟，演奏技巧也更加精湛

了，诗词表现琵琶本体艺术魅力已成为这时

期的一种趋向，形成了明清时期的琵琶咏。

琵琶的在文学上的价值也脱破了仅仅是咏物

抒情的范畴。

三、琵琶艺术中的美学思想

在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中，要以儒

家的“礼乐”思想和道家的“大乐与天地同和”

思想为代表。

“礼乐”思想源于西周的礼乐制度，

礼是指人们日常的行为习惯和礼仪规范，乐

是指有着政治意义的音乐。孔子是“礼乐”思

想的奠基人，儒家的礼乐思想对中国民族乐

器的音乐观有着深远的影响，儒家的音乐美

学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和”的音

乐是最完美的至上的音乐，重视音乐的政

治、社会、伦理、教化功能，认为“移风易

俗、莫善于乐”。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先生，

秉承了儒家思想的精髓，把中和的美学思想

在琵琶演奏的二度创作中加以运用和发展，

他曾经说过：“当前，有些演奏家较多机会

接触‘前卫’新潮音乐，演奏不和谐的噪音和

稀奇古怪的音响，因过分‘热衷’而有可能疏

远甚至丢掉乐器中最美的‘中和’之声，导致

耳朵失灵美感失聪。”他主张琵琶演奏应追

求“天、地、人”融为一体的最高境界，他提

出：“万物对立统一的‘中和思想’取两极之

中，以中为立足点，一分为三，合三为一，

在矛盾冲突和缓解的三相（左中右）互动中，

频繁的回馈信息，从差异中寻找新的美，寻

找新的行动。这就是以中为归宿，以中平衡

两极的‘中和思想’”。[1]

关于道家的音乐音乐美学思想，《乐

记》认为，“大乐与天地同和”观点，诱发于宇

宙生生不息、风雨序次的和谐运动，而宇宙

的和谐包含了音乐的和谐，天地之美其实就

是音乐之美，所以乐者，天地之和也。道家

的阴阳观点还体现在琵琶演奏手法上，琵琶

中最基本的弹挑技巧是琵琶的灵魂，食指的

弹奏使人感到阳刚有力之感，拇指的挑奏又

使人感到阴柔婉约之美，这一阴一阳的完美

结合无不体现出琵琶演奏的艺术魅力。

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对琵琶音乐更

深层次的影响，无不表现在重写意、轻写实

的手法上，这也像中国国画与西方油画的风

格上区别，油画注重写实，形象逼真，浓墨

重彩，而中国画追求意境的表达“泼墨写

意、淡写轻描”。中国传统的琵琶音乐也多

为写意为主，如著名琵琶文曲《夕阳萧鼓》、

《阳春白雪》、《月儿高》、《彝族舞曲》、《塞上

曲》这些描写景色的音乐也极少运用直接临

摹的手法，更多的是淡化的模仿和意境的表

达，对景色的描写主要是用来抒发作者内心

的审美情趣和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去追求音

外之意。

这些文曲虽然有文字的标题，但这些

标题只是把听众欣赏音乐引入到一个规定的

情境中，有一种似画非画、似象非象的感

觉，而不像圣桑的《动物狂欢节》那样通过音

色、速度、节奏的变化将不同动物可爱的形

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听众面前。这也是琵琶

中传统音乐美学的魅力。■

注释：

[1] 李光华.《刘德海琵琶艺术研讨会文

集》.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11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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