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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箜篌的形制类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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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箜篌作为一种重要的弦鸣乐器，有着十分悠久的发展历史，不仅在丝绸之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发挥了关

键作用，其种类也较为多样，形成了不同的音乐效果。同时，中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也推动了我国古代箜篌的

演变，使得古代箜篌的形制类型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充分地体现了古代音乐文化的发展，为现代文化的发展

也奠定了较为良好的基础。文章重点围绕古代箜篌的形制类型展开了分析和论述，希望能够加深对古代箜篌的

认识，为当前箜篌的发展提供重要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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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记载来看，箜篌已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其最早

出现于 5000 多年前的苏美尔文明，随着丝绸之路，进

入到了我国，因此，中国古代箜篌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

显示出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碰撞和交流，为后续东西

方文化的进一步融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乐器的形制类

型指的就是乐器的形状以及构造，在中国古代音乐文化

的发展过程中，箜篌这类乐器的形制类型也发生了一定

程度的变化，不同类型的箜篌在形制特点上表现出了较

大的差异性，其应用的场景各异，有效地丰富了古代箜

篌的表现形式与展出效果。从业人员可以将古代箜篌作

为重要的研究主体，在了解其形制类型与应用场景的基

础上，重视对现代箜篌的研制，加快推动现代箜篌的创

新性发展。

1 古代箜篌的形制类型

从古代箜篌的来源来看，人们可以将古代箜篌分为

本土与外来两类，其中本土的古代箜篌为卧箜篌，是一

种琴瑟类乐器，需要演奏者进行横弹演奏，外来的古代

箜篌主要有来自西域的竖箜篌（角形箜篌）和发源于印

度的凤首箜篌（弓形箜篌），外来箜篌需要演奏者使用

竖立抱弹的方式进行演奏，因此，卧箜篌与竖箜篌得名

于箜篌的演奏方式和放置方式，与这两类古代箜篌不同

的是，凤首箜篌的命名并不是因为乐器的演奏方式，而

是因箜篌上有凤头的装饰，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文化象

征。同时，由于乐器的发声原理不同，人们还可以将古

代箜篌分成板体箜篌和框架型箜篌，因此，卧箜篌是板

体箜篌的一种重要类型，竖箜篌与凤首箜篌则属于框架

型箜篌，但是具体来看，框架型箜篌中的竖箜篌与凤首

箜篌在共鸣箱位置上有较大的差异，可以对这两类古代

箜篌进行进一步分类，随即依据箜篌形制类型的不同，

对其展开细致化的研究与分析。

1.1 分类标准

在对古代箜篌进行分类时，可以应用八音分类法、

管弦乐队分类法以及萨克斯-霍恩博斯特尔分类法等。

在具体应用八音分类法时，需要对乐器的制造材料进行

分析，依据材料的不同确定乐器的类型，管弦乐队分类

法的应用则要求有关人员将西洋管弦乐队中的乐器声

部划分模式作为重要的分类原则，从这两类乐器分类方

法的实际应用效果来看，难以满足古代箜篌的分类需求。

因此，可以加强对萨克斯-霍恩博斯特尔分类法的应用，

这是一类依据乐器声学振动特性对乐器进行分类的方

法，能够将乐器分成气鸣乐器、体鸣乐器、弦鸣乐器、

膜鸣乐器以及电鸣乐器等，古代箜篌则是一类重要的弦

鸣乐器。在实际应用萨克斯-霍恩博斯特尔分类法时对

古代箜篌进行分类时，人们可以发现，弦的振动能够实

现箜篌的发声，因此，箜篌属于弦鸣乐器。在弦鸣乐器

当中，由于琴弦的振动方式表现出较大的不同，弦鸣乐

器又可被分为擦弦乐器与击弦乐器两类，其中，擦弦乐

器能够通过对琴弦的摩擦进行发声，击弦乐器则可以对

琴弦进行敲击实现发声，同时，在擦弦乐器当中，激励

琴弦的方式有明显的差异，人们可以将此类乐器进行进

一步的细分，将其分为弓擦乐器、轮擦乐器以及手拨乐

器，框架型的古代箜篌就属于手拨乐器。

1.2 古代箜篌形制类型的基本概述

古代箜篌的性质指的就是此类乐器的形状以及构

造。我国是世界上重要的文明古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发

展历史，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较为丰富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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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音乐文化，乐器较为多样，箜篌就是其中的一种重

要乐器。从古代文献记载上来看，古代箜篌的名称较为

多样，不仅有竖箜篌、卧箜篌，还有小箜篌、大箜篌等

名称，对古代箜篌的研究能够为推动现代箜篌音乐的发

展提供重要的支持和帮助。

1.2.1板体箜篌（卧箜篌）

从前文的分析人们可以得知，卧箜篌是一类手拨板

体的乐器，此类古代箜篌还表现出了齐特尔琴的特性。

齐特尔琴的结构特征较为突出，此类乐器的琴弦与琴体

的表面直接平行，琴弦的长度与亲身长度大体一致，且

没有琴颈，因此，卧箜篌的齐特尔琴属性比较明显。在

研究板体箜篌（卧箜篌）的形制时，为保证古代箜篌形

制类型的准确，应当对古代典籍进行查询。《通典》以

及《乐书》当中均有对板体箜篌的记载，此类古代箜篌

的形制与板体乐器的发声原理有较多的相似点，一直到

唐宋时期，板体箜篌在演奏以及放置的方式上都没有发

生较大的变化。因此，人们可以将板体箜篌（卧箜篌）

的形制总结为长方形的板体状，从整体上来看，此类古

代箜篌的首尾宽度较为平均，主要通过琴弦的振动发声。

同时，板体箜篌（卧箜篌）在形制参考了琴、瑟，与相

应乐器之间并没有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但是与琴、瑟不

同的是，板体箜篌在面板上又与琵琶相似的通品设置，

多弦共用一柱，能够有效地改变古代箜篌的音高，形成

较为多样的乐器演奏效果。

1.2.2框架型箜篌

竖箜篌与凤首箜篌都属于框架型箜篌，但是由于这

两类古代箜篌的共鸣箱位置不同，可以将其分为共鸣箱

后置-框架型箜篌（竖箜篌）与共鸣箱下置-框架型箜篌

（凤首箜篌），随即开展这两类框架型箜篌的形制类型

研究工作，加深对两类古代箜篌的了解与认识。

首先，在对共鸣箱后置-框架型箜篌（竖箜篌）的

形制进行分析时，其可以被归纳到角形箜篌的类别当中，

由于角形箜篌的命名与乐器的放置方式和演奏方式没

有存在直接联系，更多地从乐器的形制出发，因此，人

们可以获知，共鸣箱后置-框架型箜篌（竖箜篌）的弦

杆与共鸣箱呈现出一定的角形，翻阅较多的典籍资料，

在演奏竖箜篌时，演奏者需要将乐器放置在腋下部位，

将乐器共鸣箱的位置放置在身侧，随即按照左低右高的

顺利，使用两手进行交替演奏，这也是竖箜篌为定义为

共鸣箱后置-框架型箜篌的重要原因。在我国古代较多

的文献当中都有关于竖箜篌的记载，依据相应史料的记

载以及壁画展示的内容，竖箜篌较为高大，比演奏者要

高，乐器的琴体也表现出弯曲线上的状态，人们可以将

共鸣箱后置-框架型箜篌（竖箜篌）的形制归纳为具有

高大弯曲的外形，乐器的共鸣箱在上部，弦杆在下部，

演奏者需要进行竖立演奏，共鸣箱在竖箜篌演奏的过程

中也呈现出后置的状态。

与此同时，在对共鸣箱下置-框架型箜篌（凤首箜

篌）的形制展开研究时，由于此类古代箜篌的共鸣箱在

下方，且外部形状也与竖箜篌有较大的不同，因此，凤

首箜篌与竖箜篌的性质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凤首箜篌

是弓形箜篌的汉化结果，其形制主要发源于弓形箜篌。

凤首箜篌的琴头呈现出 S型的卷曲状，其琴颈较为细长，

并且凤首箜篌的琴颈与共鸣箱紧密相连，但是由于凤首

箜篌的命名与古代箜篌的放置方式和演奏方式都不相

关，因此，从古代箜篌的分类层面出发，凤首箜篌是一

类框架型箜篌。在《新唐书》当中详细记载了古代凤首

箜篌的形制特点，使人们能够了解当时社会背景下凤首

箜篌的体长与琴弦，琴身的侧面和顶部有轸，能够实现

弦线的转动；在《清史稿》当中，凤首箜篌的名称发生

了变化，其更名为总稿机，根据文献的记载，人们可以

得知，凤首箜篌上有十三弦，琴杆部位上翘，因此，凤

首箜篌的样式是此类古代箜篌的重要命名方式，同时，

由于“凤”字的文化属性较强，凤首箜篌在一定程度上

也象征着中华文化。当前与凤首箜篌的壁画资料也比较

多，人们能够从壁画当中直观了解到凤首箜篌的外部形

态以及演奏者的演奏方式，观察到凤首箜篌的共鸣箱下

沉在演奏者的怀中，为凤首箜篌形制类型的研究提供了

重要支持和帮助，能够大大增强凤首箜篌形制的可信度

与真实性。通过上述分析，人们可以将共鸣箱下置-框

架型箜篌（凤首箜篌）的形制特点总结为：箜篌的琴身

为明显的弓形，其琴颈部呈现出弯弓状，演奏者在演奏

凤首箜篌时，需要将此类古代箜篌放置在右臂和左胸之

间，使用右手进行拨弦，同时利用左手托住琴杆，保证

乐器演奏的顺利。

2 古代箜篌的应用

在古代音乐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古代箜篌是一类重

要的乐器，实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能够使演奏者向外

界呈现良好的演奏效果，对于加快推动古代音乐的快速

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从古代箜篌的应用情况来看，其

可以在民间音乐、宫廷音乐以及宗教音乐当中发挥作用，

能够推动较多形式社会活动的顺利开展，古代音乐的类

型也更加丰富和多样，是我国古代音乐文化发展的重要

见证。从古代箜篌的实际应用场景来看，卧箜篌常出现

在两汉时期的民歌伴奏当中，此时两汉的民歌较为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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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卧箜篌的广泛应用与发展创造了优良的环境，同时，

在进入到隋唐时期之后，宫廷音乐实现了较快发展，此

时，卧箜篌与竖箜篌可以在宫廷音乐当中得到有效应用，

凤首箜篌则更多地出现于特定乐部与宗教音乐当中。以

下是古代箜篌的应用：

2.1 民间音乐

在两汉时期的音乐发展当中，卧箜篌是一种广受欢

迎的流行乐器，很多百姓将此类古代箜篌看成是抒情类

的乐器，因此受到了很多女性的欢迎，也逐渐发展成为

了女性官吏之家的必须乐器，《孔雀东南飞》当中就有

关于此类记载，显示出了当时历史时期民众对卧箜篌的

喜爱，后人也能够感受到女性在弹奏箜篌时的高超技艺。

同时，由于卧箜篌与琴、瑟类似，携带起来也比较方便，

更推动了其在民歌当中的广泛应用，可以为咏歌进行伴

奏。从史料记载的内容来看，卧箜篌从汉代到南北朝时

期都广泛地应用于民间音乐当中，能够寄托演奏者的情

思，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使后人赞叹当时历史时期古代

民众的高水平音乐审美，更为后续古代箜篌的进一步发

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2 宫廷音乐

在步入到隋唐时期之后，古代箜篌开始应用于宫廷

音乐当中。从古代音乐文化的发展情况来看，宫廷音乐

在隋唐时期发展繁荣，宫廷音乐有“雅乐”和“燕乐”

之分，其中，雅乐主要指的是在帝王朝贺、祭祀田地等

大典当中应用的音乐，演奏者通常会演奏卧箜篌，燕乐

则指的是天子和诸侯在宾客宴饮过程中应用的音乐，演

奏者大多会演奏竖箜篌。因此，从古代箜篌在宫廷音乐

中的应用情况来看，古代箜篌表现出了礼仪性、娱乐性

的特点，进一步丰富了古代宫廷的娱乐活动，也推动了

古代箜篌以及古代音乐文化的向前发展。

2.3 宗教音乐

受到丝绸之路以及佛教文化等的影响，隋唐时期的

文化交流较为繁荣，而古代箜篌作为佛教当中的一类重

要乐器，在举办佛事活动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较为

广泛地出现在教义传播的场所当中，大大增强了古代箜

篌的宗教性特点，同时，凤首箜篌也随着佛教的传播脚

步从印度进入到了我国的新疆地区。古代箜篌在宗教音

乐当中的应用能够吸引更多百姓了解宗教文化，这对于

促进宗教文化的传播起到了较为关键的作用。从古代典

籍的记载内容来看，应用凤首箜篌的场所与佛教艺术存

在着紧密的联系，可以在传播宗教文化时进行演奏，给

相关地区的宗教文化以及音乐文化等也都产生了较大

的影响。

3 总结

综上所述，从上述古代箜篌的形制类型以及应用情

况来看，帝王的喜好、不同历史时期的音乐情况以及中

西方文化的交流都给古代箜篌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

的影响，古代箜篌的兴衰发展历程与我国古代音乐文化

的发展情况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对古代箜篌的研究不

仅能够帮助后人加深对此类乐器的认识，还能够从全新

的角度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进行分析，也可以为推动

现代箜篌的发展提供科学的支持与帮助。为推动新时期

箜篌的发展，应当积极对古代箜篌的发展情况进行全面

分析，并保持文化包容与开放的心态，使目前箜篌能够

实现自身的创新性发展，不断提高音乐文化的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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