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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古琴艺术非遗传承与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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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安古琴艺术是陕西古琴发展历史上重要的“新陕派”代表之一，其中由明代万历年间从山东清河迁入西安三原的张

氏家族，因自带孔孟之乡的“正统”琴风，再融合陕西本地“旷远、高亢、苍凉、远古”的风格，形成中正而大气的“国士之风”，

流传琴谱有《北门张氏家传琴曲》，理论著作有《操缦要秘》，是目前为止仍然小范围活态传承的古琴流派。他的琴谱曲调中多

包含 4（Fa）、7（Si）或↑ 4（Fa）、↓ 7（Si）的音程，并在弹唱中多借鉴秦腔的唱腔特点或陕西民间音乐本地方言发音特点，

讲究“雅丽亮彩”“轻重迟速”“琴者情也”对琴曲的处理更多要求情感的表达。现已列为西安市辖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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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安古琴艺术的历史渊源

中国古琴艺术流传至明代万历年间，江苏常熟出现

一个很突出的虞山琴派，讲究把古琴看作是纯器乐独奏

音乐，不用唱调，只作演奏，强调“国士之风”以“清

微淡远”为最高追求目标，在琴界影响十分巨大。从此

以后，弹琴者都争说自己是虞山派，长安古琴艺术的历

史发展中也受此影响，其中清代时期源于中州分支的长

安琴家王元伯受此影响较大，在他编著的琴谱《琴学练

要》中就专门进行了“去哩存正”的工作，在清代一段

时期形成“新陕派”风格，可惜后又失传。

明代万历年间从山东清河迁入西安府三原县的张氏

家族，将山东孔孟之乡的儒家“正统”琴学，结合西安

本地传统古琴艺术的“旷远、高亢、苍凉、远古”风格，

中正而大气，形成了北方琴人心目中期望的“国士之风”，

是当时陕西琴人的领袖，其代表琴曲有《渭滨吟》《金

门待诏》《大胡笳》《小胡笳》《渭城曲》等，到清代

还著有专门的琴学理论著作《操缦要秘》，各地琴家将

当时以西安张氏家族为代表的陕西琴人团体称之为“陕

派”“长安琴派”，这是目前唯一具有代表琴谱、理论

著作、代表琴家、代表琴曲而且还在活态传承、演奏的

长安古琴艺术流派。

张氏家族世代为官，在清中后期又随任迁居甘肃天

水，与明代迁入甘肃的张氏家族另一经商族人居住于天

水城北门，称之为“北门张氏”。张氏家族的西迁，致

使长安古琴艺术在长安一段时间内销声匿迹。后以源于

中州派的分支，长安王元伯和其著作《琴学练要》的“新

陕派”兴盛于长安，到民国逐渐式微，六七十年代又不

明原因消失，号称“十二古琴人家”的西安陈尧廷与“新

陕派”亦有渊源，但再无传人记载。七十年代，发源于

中原河南的中州派古琴也彻底失传。

1943年8月，张大千先生携夫人从敦煌到天水小住。

一时间，天水名人每日欢聚作陪，或赋诗词，或品茶论

茗，度过了一段文人雅集的欢欣时光。偶尔，北门张氏

家族代表琴人张筱辰来了兴致，还会为众人演奏一曲家

传的琴曲《金门待诏》。这首琴曲在当时的中国大部分

地区失传已久，能亲耳听得其中美妙，可谓人生快哉。

1956 年，著名琴学家查阜西先生率领由中国音乐

家协会、民族音乐研究所组建的三人古琴采访小组，耗

时 100 天时间对全国 17 个城市进行探访，由于采访组

在西北的城市只到了西安，所以当时未发现已迁居甘肃

天水的张氏家族，仅收集了当时陕西省文化局在民间仿

得的《松声操》清初琴谱刻本和由西安文管会陈尧廷反

映的西安某书店出售原木刻板，清乾隆年间王元伯所著

《琴学练要》。未记录相关西安的古琴派别 , 故查阜西

先生回京以后执笔写的《1956年古琴采访工作报告》（注

释 1）中专门提到“至于派别分析的正确与否，尤其是

在琴家从属于某流派的问题上，是可能有问题的，这里

只作一初步的划分”。

北门张氏家族代表琴人张筱辰弟子有蕫睛野、周

兆颐，书画家周兆颐启蒙于张筱辰，后又追求“琴学正

统”，跟随留声机学习于虞山派琴家吴景略，被琴界笑

称为吴景略先生的“留学生”。

二、长安古琴艺术的基本内容

明代关中张廷玉和琴谱《新传理性元雅》，清代

王元伯和琴谱《琴学练要》，琴谱留存至今，虽已无直

接传承，但对西安张氏家族古琴艺术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清代张氏家族琴学理论著作《操缦要秘》和琴谱《北

门张氏家传琴曲》，是流传于世的长安古琴艺术主要著

作，其代表曲目有《渭滨吟》《金门待诏》《大胡笳》

《小胡笳》《渭城曲》等。琴曲《金门待诏》在清代被

列为张氏家族不外传秘曲，据传张氏家族传人在演奏此

曲时，会用一珠帘或纱帘遮挡，只让琴友聆听而不能观

看。

目前长安古琴艺术曲谱收录并口传心授流传至今

的曲谱有《渭滨吟》《金门待诏》《渭城曲》《良宵引》

《文王操》《梅花三弄》《大胡笳》《小胡笳》《胡笳

十八拍》《颐真》《离骚》《广陵散》《静观吟》《欸

乃》《鹿鸣》《长门怨》《精忠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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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长安古琴艺术的主要特征

长安古琴艺术主要特征为：

琴曲中多包含4（Fa）、7（Si）或↑4（Fa）、↓7（Si）

的音程，具有一定的陕西地方音乐和戏曲音乐特性。

琴歌演唱特征：

琴歌演唱多借鉴秦腔的唱腔特点或陕西民间音乐本

地方言发音特点，从而形成有别于其他流派的独特艺术

形式。

旷远、高亢、苍凉、远古为其主要特色。

琴箫合奏特征：

长安古琴艺术较早受到西域音乐影响，琴与箫多采

用应和穿插，从而形成一种疏密相间，琴箫相互应和的

丰富艺术形式，而且具备一种即兴表演的能力，现场感

染力更强。

长安古琴艺术演奏特征：

古朴、稳健、指力雄厚，重情感表达，如歌如泣。

长安古琴艺术在其他门派艺术通行标准的基础上更

多讲究“雅丽亮彩”“轻重迟速”“琴者情也”更重视

一个“情”字，对琴曲的处理更多要求情感表达。如：《阳 

关三叠》需表达出对友人的依依惜别之情；《大胡笳》

需表达出对故乡、对骨肉的分离之痛。

四、长安古琴艺术的重要价值

长安古琴艺术自唐代董庭兰吸收胡人音乐元素，发

展至明清的再一次创新和发展，将儒家“正统”琴学，

结合陕西本地古琴艺术的风格，无论从演奏还是吟唱中

体现出的长安“秦声、秦韵”地方特色，其发展规律和

琴家喜好都具有极高文化研究价值。

其它传统古琴流派琴箫合奏一般仅合主旋律，显得

相对单调，舞台艺术感染力相对较弱，长安古琴艺术的

琴箫合奏讲究应和穿插，从而形成一种疏密相间，琴箫

相互应和的丰富立体的艺术形式，从中可看出一种现代

交响乐的雏形，深刻研究其原理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长安古琴艺术的琴曲中多包含 4（Fa）、7（Si）

或↑ 4（Fa）、↓ 7（Si）其它流派不常见的音程，研

究其琴曲的调式和创作方式，对我国传统音乐的律学、

美学研究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五、长安古琴艺术的现代发展与创新情况

2003 年，中国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后，陕西、甘肃相继成立古琴专业

研究机构，陕西省长安古琴艺术研究院和甘肃颐真古琴

研究院。两地在进行相互交流时，发现濒临灭绝的天水

北门张氏家族古琴艺术即为历史上的长安琴派，随即进

行了大量的考察研究，发现代表著作有清乾隆年间《操

缦要秘》，代表琴谱有道光年间《北门张氏家藏琴曲》，

研究成果发表论文有《长安古琴艺术考》（注释 2），

出版专著有《长安古琴艺术》（注释 3）。在陕甘两地

共同研究的同时，派年轻琴家跟随学习，将濒临失传的

长安古琴艺术再次呈现。天水蕫睛野传王伟、周兆颐传

李卓陽，李卓陽再传程刚，程刚、王伟再传程博源，使

长安古琴艺术传承有序，连绵不断，现已列为西安市辖

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李卓陽、程刚、程博源的多年

努力，北门张氏家族密不外传的琴曲《金门待诏》绝响

得以再现。而且经王伟、李延民等长安现代琴家不断努

力，具有鲜明长古琴艺术风格的《进终南》《永寿庵》

《忆长安》等新创作或移植琴曲受到琴友们的喜欢。

参考文献：

[1]《1956 年古琴采访工作报告》作者：查阜西（执

笔）、许健、王迪。中国音乐家协会和民族音乐研究所

于 1956 年 4 月中旬到 7 月份，派查阜西带领许健、王

迪等人辗转江浙、四川、安徽、湖北等 23 处地方，走

访全国琴人98位，共收录了各地琴人327首琴曲的曲谱、

录音，这是首次官方对全中国古琴艺术的抢救性调查活

动。

[2]《长安古琴艺术考》作者为陕西省长安古琴艺

术研究院昭闻，发表于《音乐天地》杂志 2015.06。

[3]《长安古琴艺术》由陕西省长安古琴艺术研究

院昭闻编著，于 2020 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文为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课题《长安古琴艺术非遗传承与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立项号：

2023QN03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