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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生活在現代快節奏中的人們都已經被相互同化，因忙於工作而在大街上漂浮的都

是同樣嚴肅而緊繃的臉孔。然而有一種聲音，它是獨特的，能讓每一個流淌著同

樣血液的龍的傳人為之動容和著迷，那就是屬於東方人的音樂 - - 國樂。 

隨著現代社會文明的迅速發展，人們對於音樂文化的需求也在與日俱增，特別是

喜歡音樂的人們愈來愈多，無論是西樂、國樂、流行音樂。因為音樂不僅可以叩

擊人們靈魂深處的心門，還可以撫慰人們迷失的心靈、釋放人們沉重的壓力。近

年來由於行政院文化局大力推廣藝術、音樂、人文的賞析，並且多方培育人才，

所以各個學校紛紛成立國樂社及音樂班，就是希望能讓喜愛音樂的莘莘學子們能

夠多方面發展自己的長才。 

 

國樂又可分為：一. 吹管、二. 拉弦、三. 彈撥、四. 打擊、五. 低音，等五個部

分，今天所介紹的主題 - - 「阮咸」，就是歸類於第三類的彈撥組，又分為低阮、

大阮、中阮、小阮、高阮。我之所以想要介紹這樣樂器主要是因為在我進了國樂

班接觸學習之後被它優美柔和的動人音旋給深深的吸引。雖然「中阮」在一個樂

團之中通常只是處於配角的位置，但若少了它獨特而濃厚低沉的音色，則會讓整

個樂團相形失色。然而「中阮」也有它獨當一面的時候，在它音柔而低厚的旋律

中，也能成為整場表演的主導焦點，許多大師在因為獨愛「中阮」的音律之下，

也為「阮」創作出三十幾首名篇佳作。 

 

貳●正文 

 

一. 起源和歷史 

 

「阮咸」是中國的一種彈撥樂器，在古代一直被稱做「秦琵琶」。大約在西元前

二、三世紀的秦國時期，人們把一種有柄的小搖鼓加弦製成彈撥樂器叫作「弦鞀」。

後來又參考了「琴」、「箏」、「筑」、「箜篌」等樂器，創制了一種比「弦鞀」

更為先進的樂器，稱為「秦琵琶」，它就是「阮」的前身。到了西元三世紀左右

的魏末晉初時期，有一位叫做阮咸的音樂家，非常善於彈奏這種有圓形音箱的「秦

琵琶」，由於他的演奏技巧非常高超，深受老百姓的喜愛，又加上他將此樂器改

良創制的更為精細，於是到了『唐代武則天時為嘉其功，就將阮咸改良之後所使

用的「秦琵琶」正名為「阮咸」，同時又稱為「月琴」，簡稱為「阮」，流傳至

今。』(註一) 

 

二. 「阮咸」的誤解和正解 

 



                國樂樂器介紹 - - 阮咸 

2 
  

很多人都認為「阮咸」等於「琵琶」或就是現今的「月琴」，其實這都是不正確

的認知，現在我們所看到的「琵琶」或「月琴」，都是後來才出現的樂器。它們

不僅在外表上有所差異不同，就連音色也有所謂高、低、明亮、厚實的區別，以

下則是這三種樂器的差異介紹和比較。 

１. 「琵琶」又稱「批把」，最早見於史載的是漢代劉熙（釋名．釋樂器）。「琵

琶」是在西元兩百五十年前後通過波斯傳到中國的一種樂器，梨形音箱、曲頸、

四條弦，叫「曲項琵琶」，這就是現代「琵琶」的前身，它吸收了秦、漢「琵琶」

的長處發展，並經由後人不斷改進，而演變成現今的「琵琶」。批把二字是模擬

演奏手法的形聲字，『推手前曰批，引手卻曰把』(註二)。是彈奏時兩個基本手

法，凡是用這兩個手法、抱在懷中彈奏的樂器，在早期都稱為「琵琶」。 

２. 「古月琴」因其琴體形圓如刀，所以叫做「月琴」（也有另一流派說法是為：

「月琴」因其形如月、其音如琴，故而稱之為「月琴」），是由低音的彈撥樂器「阮

咸」演變而成。而近代所稱的「月琴」，則在清代已廣為使用，其琴頸較短而琴

體較扁。「月琴」主要是在地方戲曲中扮演伴奏的角色，它音色明亮、性能佳，

可用來獨奏或樂團彈撥樂器組合奏。「月琴」和「阮咸」的結構大致相同，有琴

頭、琴頸、弦軸、琴弦等。琴身是扁圓形的共鳴箱，在面背板中間橫置兩道音樑，

音樑中間有兩個音柱支立，共鳴箱較小，呈梅花形、圓形、六角或八角形。 

３. 「阮咸」乃是古代彈撥樂器中的「秦琵琶」與「直項琵琶」，在經由晉人阮咸改

良製造後而被人命名。魏晉南北朝時期「阮」與「琴」齊名，同樣被視為「仁智之

器、樂之雅者」。又加上文人雅士們對竹林七賢的尊崇，而「阮」又是竹林七賢中的

阮咸所改良製作的，所以「阮」在上層社會中甚為流行。「阮咸」雖然歷史悠久，

但始終保持古老的風格和形式，是四弦十二柱位的彈撥樂器。「阮」的外型構造

有琴頭是裝飾用。琴頸上黏有紙板，板上黏有音品，音品按十二平均規律裝置。

琴身是一個呈扁圓形的共鳴箱。在面板上黏有架弦的琴馬並開有出音孔。弦軸有

四個，琴弦有四條，其音色绌邪存正、疏密有程、離而不散、滿而不盈、沉而不

重、浮而不輕、發音純正、章法嚴謹、慢而不散、快而不亂、強而不燥、弱而不

虛，可謂樂之雅器也。 

 

三. 名人雅士對「阮咸」的厚愛 

 

漢武帝時，細君公主、解憂公主與的烏孫昆彌結親和番，在馬上豎抱彈奏的樂器，

就是後代稱為「阮咸」的這種「秦漢琵琶」。 

秦漢直至隋唐期間，彈撥樂器慢慢受到名人雅士的喜愛。則晉朝到唐朝時代，「阮

咸」無論在製作還是演奏上都已達到鼎盛時期。『詩人白居易在《和令狐僕射小

飲聽阮咸》詩中這樣描述︰「掩抑復淒清，非琴不是箏。還彈樂府曲，別佔阮家

名。古調何人識？初聞滿座驚，落盤珠瀝瀝，搖佩玉淨淨，似勸杯中物，如含竹

林情。時移音律改，豈是昔日聲。」』(註三)盡情地表達了詩人欣賞「阮咸」樂

曲時的驚喜心情和對其演奏技巧的贊譽。『從初唐到晚唐的敦煌樂舞壁畫上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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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許多樂技彈奏「阮咸」的圖像，後人統計竟高達三十餘幅』(註四)，由此圖

像中可以觀看到各種形制的「阮」使用的盛況以及演奏時的千姿百態，從這一角

度上也充分反映出唐代是「阮咸」發展的全盛時期。 

 

四. 「阮咸」的彈奏方法 

 

從前的「阮」是用指甲彈奏的，約在五十幾年前改成彈片彈奏，彈奏時琴應該拿

斜的（正的則是「琵琶」的拿法），彈片應該盡量和弦垂直，這樣演奏的音色才

會均勻、渾厚。在使用指甲和彈片上演奏而言，所產生出的音色音調不同之處則

分為『用指甲演奏的特點：音色柔和，便於運用多種手法。而使用彈片演奏的特

點則是：音量較大，聲音剛強有力，特別是常滾具有一定特色。』(註五)演奏時，

須將彈片捏在大姆指和食指、中指之間，中指是負責穩定彈片的作用。（也有不

用中指的） 

 

五. 近代發展 

 

自宋代以後，「阮咸」的製作與演奏都逐漸衰落。直至今日，古代的「阮咸」

樂譜更已幾乎全部失傳。近幾十年「阮咸」的藝術受到了音樂界有識之士的重

視，於是有更多的人認真地投入對「阮咸」的開發，從研究到革新，不斷的創

作了大量「阮咸」的作品。為了讓新一代的年輕人可以更好的繼承、發展這一

古老的民族樂器，全國各大專院校也相繼設置了「阮咸」的專業課程，培養出

許多「阮咸」的演奏家和專業教師。預估此舉將為繼承和發展「阮咸」的藝術

發揮不可數計的作用。 

 

參●結論 

 

「阮咸」從一個文人自娛自樂的宮廷樂器，發展到今天走出國門被世界認可、

接受，得到指揮家、作曲家認同的成為了世界性的樂器，正是經過了前輩們一

代一代的努力，才有了巨大的改變，發生了素質的飛躍。人們對「阮」從不了

解到了解，從欣賞到喜愛，從一般演奏到可望提高素質，「阮」的發展已經進

到人性良性循環上的軌道來。現在的「阮咸」成為樂團不可缺少的彈撥樂器，

它和諧柔美的音色，富予靈性，如天籟之音，是沒有任何樂器可與之相比的，

也是任何樂器不能替代的，可以稱得上是當今樂團中的「脊梁」更是民族管弦

樂隊中不可缺少的彈撥樂器。因此，引起很多作曲家、指揮家的關注，豐富了

樂團中和聲與節奏的效果，湧現出一批經典作品。阮族樂器極具潛力，前景恢

弘，隨著對外交流的與日俱增，「阮」的演奏逐漸科學化、規範化，同時被國

外的交響樂隊接受並合作，中國香港、台灣、澳門及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

乃至歐洲都有大量的阮樂愛好者和專業演奏人才，他們默默地奉獻，培養、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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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著當地熱愛國樂的阮樂愛好者並取得了很好的成績。 

 

「阮」歷經了興衰起伏的曲折，自魏、晉、唐、宋興旺發達的鼎盛時期，而至

明、清時期逐漸衰落，不僅豐富珍貴的「阮」譜文獻均已失傳，就連樂器本身

也不斷退化。當代的「阮」就是在此衰落又艱辛的基礎上重新發展起來的。二

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許多老前輩為振興阮樂付出辛勞，在樂器改革、「阮」

曲創作、藝術實踐以及人才培養等各個方面都有令人矚目的成就，因此後輩們

才有了得以更加了解「阮咸」這個樂器的機會，前輩們努力、致力於對「阮咸」

的發展也就只是一份對這項樂器的厚愛而產生出來的理念，為的只是希望後輩

們能達到「奏音而知樂，知樂而悟人生」的境界，這份無私的奉獻真可說是我

們學習「阮咸」的後輩們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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