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嵇康爱琴

嵇康，“竹林七贤”之一，著有《琴赋》，作有琴曲《长

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被称作“嵇氏四弄”，后

世常把此“四弄”与东汉蔡邕“蔡氏五弄”合称“九弄”，

是我国古代一组著名的琴曲。

嵇康有一张非常名贵的琴，他为得此琴，卖去了东

阳旧业，还向尚书令讨了一块和田佩玉，截成薄片镶嵌

在琴面上作琴徽，史传名“片玉”（一说“独幽”）。有一

次，友人山涛乘醉想剖琴，嵇康以性命相搏，才使此琴

免遭厄运，由此可见嵇康对此琴的钟爱。

《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相传最早出现在东汉

末年，是当时广陵地区百姓所传唱的一种民歌，魏晋时

期逐渐成琴曲。其内容是讲述战国时期聂政为父报

仇、刺杀韩王的故事。此曲因嵇康善弹而闻名天下。

“九雷”斫琴

从文献记载和传世实物看，隋唐时期，古琴的斫制

工艺已达到相当的高度。唐代比较知名的斫琴家有郭

谅、张越、释三慧、超道人等，甚至还出现了斫琴世家雷

氏家族、樊氏家族等。其中雷氏家族名人众多，雷绍、

雷震、雷霄、雷威、雷文、雷俨、雷珏、雷会、雷迅皆技艺

精湛，合称“蜀中九雷”。

唐宗室李勉也是斫琴名家，“其造琴，新旧桐材扣

之合律者，裁而胶缀之，号百衲琴。”后来百衲琴的制作

方法流传后世，成为著名制琴法。

流传至今的唐代名琴：故宫博物院所藏伏羲式“九

霄环佩”琴、“大圣遗音”琴、凤势式“玉玲珑”琴和连珠

式“飞泉”琴；中国艺术研究院所藏连珠式“枯木龙吟”

琴；中央音乐学院所藏师旷式“太古遗音”琴；旅顺博物

馆所藏伏羲式“春雷”琴等。其中“九霄环佩”琴以悠久

的传承历史和卓越的音色品质享誉天下。

琴人风骨

自宋太宗始，宋代帝王均雅好琴乐，宫廷中设有琴

院和琴待诏，宫廷定制琴称为“官琴”。据《宋史》载，宋

太宗在至道元年（995年）曾下令将七弦琴改为九弦琴，

逐个命名为君、臣、文、武、礼、乐、正、民、心，并为之创作

了《鹤唳天弄》《凤来仪弄》《八仙操》等琴曲。

朱文济是北宋宫廷琴师，被尊为“鼓琴为天下第

一”。宋太宗自矜文治武功之盛，效周文王、武王故事，

将古琴的七弦增为九弦，意为君臣大礼。一时逢迎的人

大加恭维，只有朱文济从演奏的实际出发，直言“五弦尚

有遗音，而益以二弦，斯足矣”，认为没有再加两弦的必

要。太宗不听，强令其用新制九弦琴为近臣演奏新曲。

朱文济却只用了其中七弦演奏，群臣误以为他果真是用

新琴演奏新曲，便问此新曲何名，不料朱文济如实回答：

“古曲《风入松》也！”体现了文人琴者的风骨。

清代帝王与琴

康熙重视音乐，主持编纂《律吕正义》，以乐律学为

主要内容，其中包括古琴律制。时有“江南二徐”之名

的徐祜、徐祎兄弟“拥弦角艺，四座倾倒”，康熙特召见

二人在畅春园鼓琴。第五次南巡时，曾为宫廷乐师的

金陶进古琴及《奏御琴谱》，康熙特命其在御前演奏《太

平奏》《平沙落雁》等曲。康熙亦有琴诗流传，如《咏弹

琴》《舟中鼓琴》等，赞颂了琴乐的高古幽远和琴人清净

淡泊的情怀。

雍正爱琴，不仅在其诗中屡屡着笔，流传下来的画

作中也有他抚琴的形象，清宫档案中更是有许多关于

他与琴的记载，雍正四年（1726 年），曾大规模地对宫内

藏琴进行清点；雍正五年到八年，对琴套、琴桌、琴垫的

制作提出了具体的意见。紫禁城咸福宫后殿东室曰

“琴德簃”，曾专藏其用过的宋制“鸣凤”琴与明制“洞天

仙籁”琴。他还曾将分级装匣的 103张古琴存放于圆明

园，然而在 1860年全部被英法联军焚毁。

乾隆自幼受汉文化的熏陶，对汉族文人所追求的

种种理想境界十分向往，曾画鼓琴于行乐图中。他对

古琴的鉴藏亦十分重视，故宫博物院现藏古琴中，绝大

部分为康乾时期所藏。乾隆帝喜欢在琴上题咏，如故

宫博物院藏宋仲尼式“清籁”琴，琴背铭刻，龙池上方刻

篆书填青“清籁”琴名，其下填朱“乾隆御赏”方印等，体

现了他对古琴的珍赏和喜爱。

神奇秘谱

《神奇秘谱》成书于明洪熙元年（1425 年），为现存

最早的古琴曲谱集，由宁王朱权精选出传世的 60 余首

曲谱，历时十二年编成。他在序言中强调“琴之为物”，

乃“圣人治世之音，君子养修之物”，主张“琴必择人而

传”。《神奇秘谱》收录有《广陵散》《高山》《流水》《梅花

三弄》《大胡笳》，以及宋代郭沔《潇湘水云》、毛敏仲《樵

歌》等，对研究明以前的琴曲艺术和中国古代音乐的流

变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1956 年，査阜西、许健、王迪组成古琴调查小组，进

行全国古琴采访普查工作，不仅发现并影印出版了《神

奇秘谱》等 100余种珍贵古代琴谱，还收录了广陵、虞山、

泛川、九嶷、新浙、诸城、梅庵、淮阳、岭南九大琴派的琴人

和琴曲，成为建国以来古琴艺术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本版责编 苏丹丹
6

2016年11月30日 星期三专 题

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太古遗韵太古遗韵———中国古—中国古琴文化大展琴文化大展””

太古遗韵今犹在 君子养修世世传
任 远

古琴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在

古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它不仅是吉

祥、安宁、和乐的象征，同时又被赋予了极为丰

富的精神内涵：孔子学琴于师襄，弹的是尊师

重道的师生情；伯牙《高山流水》遇子期，弹的

是知音难觅的千古友情；司马相如、卓文君一

曲《凤求凰》，弹的是流芳百世的爱情佳话；而

宋 元 之 交 ，郭 沔 面 对 山 河 零 落 谱 写《潇 湘 水

云》，弹的又是感时伤世的爱国之情。纵观历

史长河，古琴与民族文化发展息息相关，更蕴

含着东方的哲理与智慧。就让我们回溯历史，

一览其古风古韵。

先秦两汉 琴是中国最古老、最有代表性的

乐 器 之 一 。 传 说 上 古 之 时 ，“ 伏 羲 氏 削 桐 为

琴”。《山海经》又有“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

瑟”的说法。《礼记》则有“舜作五弦之琴，以歌

《南风》”的记载。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关于琴的记载反复出现，反映出当时琴乐已经

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出土所见

较早古琴实物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郭家庙曾国墓

地、随州曾侯乙墓，以及长沙马王堆汉墓等，这

一时期的琴弦有五根、七根、十根等样式，多是

“半箱式”琴。东汉以后，琴的形制吸收了瑟的

结构和方法，开始向“全箱式”琴转变。

大思想家孔子一生极重视礼乐，他曾向师

襄学琴，无论在杏坛讲学，或是受困于陈蔡，均

操 琴 弦 歌 不 绝 。《诗 经》305 篇 ，孔 子“ 皆 弦 歌

之”。相传《将归操》《猗兰操》等名曲，皆是孔子

所创。战国时期儒家学派代表人物荀子又提出

“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的思想。

魏晋南北朝 这是古琴发展的重要时期，与

两汉相比，古琴的形制基本定型，琴乐的技法、

琴曲的创作和琴学理论都得到突破，既继承了

前代“琴者，禁也”的琴道哲学，又有着自身发展

的特点。这一时期出现的《碣石调·幽兰》是现

存最早的文字谱。文字谱的产生推动了琴曲的

创作，涌现出一批文人琴家和琴学著作。此外，

魏晋名士对古琴艺术的推崇也是古琴发展的重

要推动力量。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阶层出现了不少文

人琴士，一方面他们反对名教与专制，追求自然

与个性；另一方面，由于时世动荡不安，他们深

感人生无常，需要寻求安慰与寄托。从“竹林七

贤”到两晋南北朝的大批名士，或琴书自娱，或

琴酒消忧，以琴交友蔚然成风。琴风盛行之际，

文人学士的琴学传统也得以确立和巩固，更是

成为“魏晋风度”“名士风流”的象征。

隋唐 此阶段是琴学发展的繁盛时期。在

琴的斫制工艺上，涌现出以蜀人雷威为代表的

一大批斫琴名家。在古琴记谱法方面，出现了

由曹柔发明的“减字谱”，大大推动了古琴曲的

创作与发展。这一时期，琴家辈出，琴学著述丰

硕，古琴艺术进一步影响了朝鲜半岛和日本。

唐玄宗时，由于统治者的好尚，琵琶等西域

乐器十分流行，胡乐、燕乐也颇为盛行。在新兴

乐器冲击下，古琴显得“曲高和寡”，颇为寂寥。

至中唐时期，韩愈、白居易等人讽喻胡乐泛滥、

琴乐消沉的现象，对琴推崇备至。安史之乱后，

士人倡导恢复琴乐雅调以正社会之伦，雅正纯

朴、中正平和之音盛行。

宋元 两宋时期，琴不仅成为皇室贵族和文

人士大夫阶层生活的一部分，在民间也广受欢

迎，为部分僧人、道人、隐士、闾里百姓所喜爱。

现存宋琴在形制上与唐琴相比更加瘦癯，线条

与棱角愈发分明，琴面无过多装饰，清淡古朴，

然而琴铭、题款明显增多，书法、诗歌的成分进

一步加强，比唐琴更加具有文人气息。

由宋入元，文人的地位一落千丈。由于济

世理想难以实现，使得避世、超世之风在元代文

人中颇为盛行。隐逸风气的炽盛，使一部分文

人走向山林，造就了雅洁淡逸、苍茫沉郁的元人

山水画，而琴乐则成为这些文人心灵的慰藉。

明清 明清两代帝王好琴，朝野爱琴之风蔚

然，琴乐依然是文人音乐的重要乐种。作为明

清琴乐发达的标志，私人集资刊印琴谱的风气

很盛，不少文人士大夫提倡琴学，将古代传承下

来的琴曲以及民间尚在流传的曲目，编纂成谱

集，并对其表现内容加以解释说明。从 15 世纪

初到 19 世纪末的 500 年间，先后刊印的琴曲谱

集达数百种之多，流传至今的尚有 150余种。这

不仅使许多古曲得以保存，而且促进了不同琴

派的琴艺交流。

明清帝王、士大夫好琴者众，官宦及民间

文人、琴家斫琴颇为普遍，明代内府甚至集中

各地斫琴名师造琴千百，故传世明琴较多。明

代斫琴名家有高腾、祝公望、张冲和等。古琴

样 式 大 量 创 新 ，如 成 化 御 制“ 洛 象 ”“ 洞 天 仙

籁”、潞王制“中和”等，其中最有名的新造琴式

为祝公望所制蕉叶式。清初，古琴制作风格基

本延续明代遗风，清中期后整体斫琴水平逐步

下降，传世名琴有查阜西藏“一池波”、管平湖

藏“猿啸青萝”等。

明清时期，由于受昆曲及其他戏曲音乐的

熏陶和影响，古琴演奏技术有了重要变化，尤其

是左手的技法更为细腻、生动，讲求音韵变化。

此时的琴曲，以追求琴乐的音韵为主，意境上也

多为避时隐世或写景抒情之作，如“借鸿鹄之远

志，写逸士之心胸”的《平沙落雁》；“千载得失是

非，尽付之渔樵一话而已”的《渔樵问答》；写月

夜清风、良宵雅兴的《良宵引》等。然而，由于明

清琴乐在审美上过于标举“清微淡远”，也在一

定程度上束缚了琴乐的发展。

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是晚清四大藏书

楼之一，初名恬裕斋，由瞿绍基创建。其子瞿镛

钟爱金石器物，得铁琴、铜剑古物各一，遂将藏

书楼更名为“铁琴铜剑楼”。铁琴为铁质琴身，

长 120 厘米，宽约 23 厘米，高 10 厘米，面上可扣

七弦。此次展览中展出了该铁琴。

近代 这一时期中国风云激荡，西方音乐逐

步流行，古琴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古琴

爱好者和艺术家克服各种困难，组织琴社、琴

会；在记谱方式上引入简谱和五线谱；进行琴书

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以院校教育、广播、报刊、电

影等新形式宣传古琴，取得了新的成果。这一

时期，古琴著述开始被译成多种文字，传播到世

界各地。

抗日战争时期，大量善本古籍毁于战火，

琴书琴谱四散各地。1940 年 1 月，郑振铎、张元

济、张寿镛等爱国知识分子在上海成立“文献

保存同志会”，致力于收购、抢救珍贵古籍，其

中包括明精抄彩绘本《太古遗音》，体现了崇高

的爱国热情。《太古遗音》为首部成体系的琴论

专著，琴学大师查阜西在《太古遗音考》中写

道，“以琴事为学之专书，殆自田芝翁之《太古

遗音》始”。

现当代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国

家对琴谱、琴曲、琴书进行全面普查，并开展抢

救保护和整理出版工作。1952 年起，大量琴人

被相关院所、机构聘用，得以专心研究、交流琴

艺，中央音乐学院等院校先后设置了古琴专业课

程，培养了一批古琴才俊。1954 年，北京古琴研

究会成立，会员有査阜西、溥雪斋、管平湖、吴景

略等知名琴人，他们联系各地琴家，从古谱中复

活重生了《幽兰》《广陵散》《胡笳十八拍》等古琴

曲，改编《阳关三叠》《风雷引》等琴曲，编纂《存见

古琴曲谱辑览》等琴学巨著，组织音乐会、打谱

交流会、演出等，为琴坛注入新的生机。

2003 年 11 月 7 日，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2006 年 5 月

20 日，古琴艺术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现今，在北京、上海、杭州、苏州、

成都等地，古琴研究会、古琴会、古琴社团等民

间组织遍地开花，古琴的演出、展览、研讨会不

断，扩大了古琴的社会影响力。老艺术家重新

焕发了青春，青年艺术家成长迅速，发表了大量

琴学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曾经曲高和寡的古

琴，如今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极大地丰富了人

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11 月 18 日，国家典籍博物馆主办了“太古遗韵——中国古琴文化

研讨会”，邀请了国内古琴名家和知名学者就古琴文化内涵、古琴在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作用以及古琴文化的传承与现状进行交流探讨。

吴钊（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博士生导师）

古琴是传统乐器，如何诠释很重要。我们要传承经典文本，就要汲

取精华。中国古琴声音的特点很重要的一点是金石之声，外柔内刚。对

于喜欢和学习古琴的人，我建议有条件的一定要选好琴，这才是弹好琴

的第一步，不走弯路，不浪费感情和生命。古琴曲与其他音乐不同，是精

英阶层理想化的哲学体现载体之一，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譬如流水、

譬如梅花……作为演奏者，演奏一支古曲不能仅仅当它是一首音乐曲

目，要有内涵，要有灵魂。

范天明（书画家、文物鉴定专家）

铁琴铜剑楼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藏书楼之一。其所藏图书包罗万象，

而其所藏各类珍宝异器更彰显出其收藏的专、精、博、奇。其所藏镇楼之

宝——铁质古琴，不仅证明了收藏的主旨，也佐证诠释了中国文人士子

左琴右书的生活范式与君子情怀。此藏书楼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以其他

器物来命名藏书之所，铁琴与铜剑，寓意“琴心剑胆”。

此铁琴，材质特殊，寓意深远，所附含的古代美学元素及精湛的工艺

技术，都使此琴在古琴文化传承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此琴现藏于国家图

书馆，其结构为精炼砂铁锻造琴身，饰以特殊硬彩大漆，承露有残存五色

云纹，琴头有古文字铭“雁声”二字。

此琴所处年代，正是中国古代第三次复古审美浪潮中。其材质，采

用铁质漆灰，寓文武兼和，达剑胆琴心之旨要。而文字题铭则效仿

古文，孔子壁中书所传字形，循说文六书之法，书就琴名，以达高古博

雅内蕴。

吴寒（古琴文化研究学者）

建国以来，历次古琴展均以琴器为主，而此次由国家典籍博物馆主

办的“太古遗韵——中国古琴文化大展”则是近代以来大规模、成系统的

古琴文化展。展览以国家图书馆典藏史料为依据，以编年体为线索，展

示了古琴所蕴含的悠久历史以及哲学文化。本次展览将历时 7个月左

右，以巡回展的形式，弘扬中国古琴文化，提高琴文化的普及率。

此次展览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其参与性增强，这与典籍博物馆的展

陈理念和实践有关，观众可以在展厅中聆听琴曲、抚琴弹奏、感受斫琴，

还可以身着汉服抚琴，在高山流水的意境场景中感受古琴艺术之美。我

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我教过的学生中，有孩童，也有年逾八十岁的

老人，他们之所以倾心古琴，大多是在人生某个阶段听过古琴演奏，并从

此铭记在心，难以忘却。我相信，当观众走进展厅，亲自体验过古琴之

美，会留下古琴印象，在内心埋下一粒古琴的种子，日后这粒种子会发

芽、成长，让古琴文化得到有效的延续和传承。另外，与所有的古琴文化

学者一样，希望本次展出能让“君子之座必左琴右书”的精神重现，提升

“弦外之音、琴外之功”的综合素养，倡导大众能“走进国图，多读书，读好

书”，满足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茅毅（古琴广陵派第十二代传人、诸城派第六代传人）

在经历了多年沉寂后，古琴在 2003年迎来了新生。这一年，古琴艺

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引起

了更多人的关注。学习古琴的人数也在逐年上升，2003年全国学习弹奏

古琴的人数约为 2000 人，如今已经超过百万人，这通过每年古琴销售

量可以做大致判断。但是繁荣背后也有隐忧，如今的古琴培训多为商

业机构，缺乏一定的专业性，教授水平也参差不齐，有的学生学习 3个

月就毕业。

“三年入门，三十年创新”，学古琴的人都知道这句话，意思是学古琴

上手容易，但真能学得其中的修为，非常之难。老师不仅要教正确的技

法，还要传授文史哲知识以及做人的道理，因为古琴艺术不仅是音乐审

美，更是全方位的艺术，如果只学会弹拨，那只不过是皮相而已。今人附

庸风雅无可厚非，但在泥沙俱下的情况下，还要悟真理、取真经。

继推出了“民族记忆 精神家园——国家珍贵古籍特展”“红色记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馆藏文献展”之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古琴艺术知识，11月22
日，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的“太古遗韵——中国古琴文化大展”正式开幕。展览利用大量传世文献和古琴实物，展示古琴艺术从先秦至今的传承和流变，并加入文雅逸事、著名琴曲、传世名琴、琴制等介绍。观众
不仅可以深入了解如“高山流水遇知音”等故事，更可以近距离欣赏稀世琴谱及古代名琴实物等，如明刻本《太古遗音》、现存最早的古琴谱专集——明刊影印本《神奇秘谱》，以及根据《太古遗音》制作的古代四大
名琴焦尾琴、绿绮琴的复制品等。值得一提的是，由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件当今极为罕见的铁制仲尼式琴面向公众展出。当年，江南常熟瞿氏第二代瞿镛正是得到了这张铁琴和一个铜剑，才有了铁琴铜剑楼这
个藏书楼名字。为进一步展示中华典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期，国家典籍博物馆还将推出“且饮墨渖一升——吴昌硕的篆刻与当代印人的创作”展、“再遇芥子园——《芥子园画传》与当代绘画名家对话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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