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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古琴音乐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生存状况探究

欧阳青梅，臧 卓 敏

（扬州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扬州２２５００９）

　　摘　要：琴，自古以来就与中国 文 人 雅 士 修 身 养 性、陶 冶 情 操 有 关，它 代 表 了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的 精 髓。

近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之后，古琴也渐渐走向西方世界。上世纪，古琴音乐随着中国 社 会 的 动 荡，几 经

沉浮，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几遭灭绝之灾。改革开放以来，古琴在国内及海外的生存状 况 如 何？如 何 走 出

困境？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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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琴艺术作为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是

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美学和音乐史的重要内容之

一。建国后，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关注古

琴艺术的研究。其中涉及与本文有关的、关于近

现代古琴在中国和海外生存状况的论著有许健的

《琴史初编》、章华 英 的 《古 琴》、刘 彦 的 《古 琴

在美国的生存状态一瞥》。前两本书从历史的角

度介绍了各时期中国和海外的琴乐发展状况，后

一本书对古琴文化的异域移植进行了思考。这些

专著都是本文开展研究的重要依据和铺垫。但对

于琴乐文化在海外生存艰难的根本原因，以及如

何从根本上提高海外竞争力，上述论著均未能深

入探究其根本，且这样的研究目前亦不多见。因

此，笔者从国内国外两个角度，思考并构想出一

系列保护和传承传统琴乐文化、让传统音乐文化

走向世界的举措。

一、２０世纪上半叶古琴音乐文化

在世界范围内的生存状况

　　１．２０世纪上半叶我国琴乐的生存状况

清末至民国初年，战乱和社会形态的变迁以

及古琴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使得古琴音乐一度濒

于灭绝。
民国初年，全国举办了两次 比 较 大 的 琴 会。

一次是在１９１９年８月２５日，由苏州大盐商叶希

明出资，在苏州举行的怡园琴会；第二次是盐商

周庆云、报界要人史量才在上海 “晨风庐”召集

的更大规模的琴会。［１］１８７

到了１９１９年８月，北 大 正 式 成 立 了 音 乐 研

究会，先后由山东诸城琴派的王露和琴家杨宗稷

担任古琴教师。那时，古琴在北大的国乐研究会

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一些大中城市中相继

成立了许多琴社和琴会。如北京的 “岳云琴会”、
扬州的 “广 陵 琴 社”、南 通 的 “梅 庵 琴 社”等。
其中有些琴社，随着时间的迁移而消失了，有的

则一直存在至今 （如今虞琴社）。
抗战爆发后，古琴音乐的活动一度中断，但

仍有许多琴家辗转到抗日的后方弹琴不辍。当时

在重庆成立了天风琴社，査阜西、徐元白、高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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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冯玉祥、杨清如等琴家和社会名流都是这个

琴社的社员。

１９４７年，张 伯 驹、傅 雪 斋、管 平 湖、郑 珉

中等北京琴家成立 了 “北 平 琴 学 社”，这 就 是 解

放后北京古琴研究所的前身。

２０世纪前半 叶 的 琴 乐 发 展 保 持 着 传 统 的 面

貌，在一 定 程 度 上 处 于 自 生 自 灭 的 状 态。而

１９４９年之后，由 于 社 会 制 度 的 变 迁 而 引 起 的 人

文环境 的 变 化，琴 学 也 开 始 真 正 迈 入 它 的 现 代

期。［２］

２．２０世纪上半叶琴乐在东亚的生存状况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化艺术对亚洲各国影响

甚大。古琴大约在隋唐时就已传入朝鲜，朝鲜半

岛代表 性 弦 乐 器 玄 琴 与 中 国 古 琴 颇 有 渊 源。据

《三国史记》记载，玄琴是由高句丽第２４任君主

阳原王的宰相王山岳根据古琴发明的。朝鲜古籍

《三国 史 记》卷３２ 《乐 志》记 载， “玄 琴，众

（象）中国乐部琴而为之”。
从唐朝到清朝，中国和日本之间一直保持着

源远流长的交流。日本向中国派遣的遣唐使将大

量的古琴、琴谱、琴书带回日本。现如今，日本

正仓院和东京博物馆还藏有唐代古琴，最早的古

琴文字谱 《碣石调·幽兰》也保存在日本。明末

清初，随着著名琴僧东皋禅师到日本避乱，日本

的上层社会和著名文人阶层掀起一股爱琴、学琴

的风潮。一些日本琴家还为古琴作曲 （见 《玉堂

琴谱》），但到了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日本弹琴

和研究琴学的人已经十分稀少了。２０世纪４０年

代，高罗佩来到日本担任外交官。期间，他在早

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讲授并弹奏古琴。日本音乐

史学家岸边 成 雄 向 高 罗 佩 学 习 了 《关 山 月》和

《阳关三叠》之后，开 始 对 日 本 古 琴 音 乐 的 流 传

状况做了一些研究。
东亚的琴类乐器后来按各自国情走上了不同

的发展道路，显示出不同风格，和其他文化因素

共同构成灿烂的东亚文化的一部分。

３．２０世纪上半叶琴乐在欧洲的生存状况

古琴早在明清时期就由西方传教士介绍到了

欧洲。１７８０年，法 国 传 教 士 钱 德 明 在 《中 国 古

今音乐记》中就介绍了古琴，并附有绘制的古琴

图形。１８８４年，比 利 时 人 阿 哩 嗣 出 版 了 《中 国

音乐》一 书，其 中 也 介 绍 了 古 琴 及 其 图 形。［１］１８０

欧洲人对古琴的研究在２０世纪以前就仅限于这

两本书中的简单介绍。
到了２０世纪上半叶，高罗佩 的 出 现 让 西 方

人得以真正认识中国的琴乐文化。高罗佩是荷兰

著名的汉学家，他前后花了３０多年的 时 间，对

古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著书，他是现代西方传

播中国古琴贡献最大的人。高罗佩对古琴的研究

始于他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被派驻日本期 间。其 间，
他多次到北平向叶诗梦学琴，据现存资料记载，
高罗佩所作的音乐论著包括最早发表的 《中国雅

琴及其东传日 本 后 源 流 考》的 论 文、１９４１年 的

《东皋心越 禅 师 全 集》、１９４４年 由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的 《东皋禅师集刊》、１９４０年由东京上智大学

出版１９６９年修订再 版 的 《琴 道———琴 的 思 想 体

系之论著》、１９４１年由日本东京上智大学出版的

《嵇康及琴赋》等。［１］１８２

《琴道———琴的思想体 系 之 论 著》是 高 罗 佩

用英文完成的。他将古琴乐谱、各种琴 学 著 述，
以及文 学、美 术 中 涉 及 古 琴 的 资 料 精 心 译 成 英

文，并加注释。此书将古琴音乐置于中国传统文

化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研究，主要是从文化层面探

讨古琴的文化意义，较少涉及音乐分析，使人们

对于古琴音乐文化内蕴有更深入的理解。在写完

《琴道》之后，他又写了一篇关于嵇康的 《琴赋》
的文章，并将 《琴赋》译成英文，附上注释，编

成了 《嵇康及其琴赋》。虽 然 高 罗 佩 用 中 英 文 写

了多部古琴著作，但这些在当时的西方音乐界并

未引起一定的反响。直到２０世纪下半 叶，古 琴

才开始在欧洲复兴。

二、２０世纪下半叶古琴音乐文化

在世界范围内的生存状况

　　１．２０世纪下半叶我国琴乐的生存状况

随着１９４９年新中国 成 立，中 国 古 琴 音 乐 的

传承和发展得到了良好的发展。这５０多年的发

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前期的１７年。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文化上出现了百废待

兴的新 局 面，古 琴 音 乐 也 得 到 政 府 的 重 视 和 抢

救。在琴学研究、人才培养、古曲的整理和打谱

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此阶段的主要活动和

取得的主要成就有：
（１）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成立，使古

琴音乐有了可依托的基地。［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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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９５３年，著 名 琴 家 管 平 湖 到 中 国 艺 术

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工作，专职从事古琴音乐的打

谱和古曲的整理研究。他先后为 《广陵散》 《离

骚》《大胡笳》《碣石调·幽兰》打谱；吴景略先

生为 《墨子悲丝》 《渔樵问答》 《潇湘水云》打

谱；姚丙炎先 生 为 《幽 兰》 《广 陵 散》 《玄 默》

《孤馆遇神》打谱等。

（３）１９５４年１０月，由文化部拨款，北京古

琴研究会成立。

（４）１９５６年４月１７日，査阜西、许健、王

迪三人组成古琴调查小组，将８６位业余琴家的

２６２首琴曲录成了永久性资料，并从各地图书馆

和私人藏书家处转摹到不少宋、元、明、清时期

古琴谱集的印本和稿本。

（５）自１９６０年 开 始，在 査 阜 西 的 主 持 下，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和北京古琴研究会开

始了 《琴曲集 成》的 编 纂，１９６３年 出 版 了 第 一

辑的上册，现已经出版到第１７册 （共２４册）。

（６）１９６３年，第 一 次 全 国 性 的 “古 琴 打 谱

会”在北京召开。

第二阶段是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这十

年间，一切传统文化都遭到否定，古琴音乐更是

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大量的传世老琴、琴谱

被毁，许多琴家有的被发配到 “牛棚” （如张子

谦先生），有的被遣送回乡，靠变卖老琴维持生

计 （如吴景略先生）。这十年是古琴音乐最黑暗、

最艰难的岁月。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至２０世纪末的２０
多年。各地琴社相继恢复古琴活动，在古今碰撞

和中西文化交融、冲突中，古琴音乐进入了多元

发展阶段。此阶段的主要活动和取得的成就有：

史料 整 理 方 面：１９７７年 许 健 先 生 编 写 了

《琴史初编》，介绍了古琴艺术从先秦到近现代的

发展过程。
在打谱方面，吴景 略、吴 文 光 父 子 自７０年

代末就致力于明代琴谱 《神奇秘谱》的研究，经

过两代人３０多年的努力，《虞山吴氏琴谱》终于

在２００１年出版。
琴曲创作方面：８０年代以来，不少作曲家、

琴家创作了新琴曲，古琴音乐被赋予新的时代风

貌，新创作的琴曲有 《梅园吟》《春风》《三峡船

歌》《第十交响曲———江雪》《楼兰散》等。这些

新创作曲对于推广和传播古琴音乐有着积极的意

义。

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和２００１年先后组织了三次全国

性 “古琴打谱会”，先后对 《碣石调·幽兰》《雉
朝飞》《潇湘水云》《关雎》和 《离骚》等曲进行

集中打谱。
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以中央音乐学院为首

的各大艺术院校重新招收古琴专业的学生。民间

琴学活动也愈加繁荣起来，各地琴社、琴会活动

非常活跃。

２０世纪下 半 叶 的 琴 乐 活 动，除 了 继 承 和 发

扬传统外，也受到西方音乐的影响，尤其是在音

乐观念、传承方式、演奏方式、打谱和创作等方

面。西方 教 育 制 度 的 移 入、社 会 生 活 方 式 的 改

变，也促使古琴开始丧失作为文人修身养性及自

娱自乐的功能，形成了 “艺术化”、“表演化”的

新发展趋势。

　　２．琴乐在香港的生存状况

香港琴乐 从 萌 芽 到 逐 渐 流 行 只 有 数 十 年 时

间。由于香港社会受西方文化影响极 深，钢 琴、
小提琴等西洋乐器的学习和发展远比民乐繁荣，
直至本世纪四五十年代一些琴家移居香港 （例如

泛川派琴家蔡德允女士于１９５０年由上海移居到

香港），并在此将他们的琴艺薪火相传，琴乐才

在香港的播下种子。
蔡 德 允 女 士 是 香 港 琴 乐 领 域 的 见 证 人 和 象

征。她 师 从 泛 川 派 琴 家 沈 草 农 学 琴２０余 载，
从 上 世 纪６０年 代 开 始 业 余 教 授 古 琴。她 的 学

生 中，弹 琴 出 色 的 有 刘 楚 华、苏 思 棣，会 作

曲 的 有 谢 俊 仁，专 注 于 丝 弦 研 究 的 有 黄 树 志，
在中国音乐研究上有成就的有张世彬，还有古琴

收藏家沈兴顺，学者潘重规、黄 继 持、胡 菊 人、
屈志 仁 与 荣 鸿 曾 等 人。还 有 些 外 籍 人 士，如

Ｄａｌｅ　Ａ．Ｃｒａｉｇ，比利时大提琴家Ｇｅｏｒｇｅｓ　Ｇｏｏｒ－
ｍａｇｈｔｉｇｈ，日本东洋琴学研究所的稗田浩雄与伏

见靖等。

１９９８年，蔡女 士 的 弟 子 和 再 传 弟 子 成 立 了

德愔琴社。该琴社以发扬蔡女士传授的琴学精神

为宗旨，十多年来举办了多场古琴讲座、展览和

音乐会，为古琴文化的传承、推广和发展做出了

很大的贡献。
·０１１·



３．琴乐在台湾的生存状况①

在国民党政府迁至台湾以前，台湾就 已 有 琴

乐活动。台 湾 的 琴 乐 活 动 可 以 追 溯 到 清 康 熙 后

期，以 当 地 文 人、被 派 到 台 湾 的 官 员 及 文 人 为 主

体，当时的琴乐活动方式以自娱和圈内的小型雅

集为主。可考的文字资料有《滋兰阁琴谱》、嘉义

地区十三音曲谱《典型俱在》中的七弦琴指法。
上世纪４０年代后期，一大批 大 陆 琴 家 迁 至

台湾，如 章 志 荪、梁 在 平、孙 毓 芹 等 人。１９６０
年，胡莹堂、梁在平等人组成海天琴社在台北美

国新闻 处 举 行 琴 会，并 由 中 国 广 播 公 司 录 音 播

出。这是古 琴 音 乐 在 大 众 媒 体 上 发 声 的 早 期 例

子。

１９６７年，梅庵 派 琴 家 吴 宗 汉 携 夫 人 自 香 港

定居台 湾，同 年 被 聘 为 国 立 台 湾 艺 术 专 科 学 校

（简称艺专）音乐科 古 琴 教 授，古 琴 正 式 进 入 教

育体系。之后中国文 化 学 院 （今 中 国 文 化 大 学）
和国 立 艺 术 学 院 （今 台 北 艺 术 大 学）分 别 于

１９７５年 及１９８２年 设 立 古 琴 课，均 由 孙 毓 芹 任

教。随着古琴正式进入音乐教育体系，培养出来

的古琴主修毕业生逐渐增加，原先以业余性文人

活动为特色的古琴音乐也渐渐改观，专业古琴家

开始活跃于舞台上。近年来，台湾大学音乐学研

究所、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台南艺术大学中

国音乐 学 系、交 通 大 学 音 乐 研 究 所 也 开 设 古 琴

课；南华大学还设立了古琴制作课程。除了这些

正式课程外，大学社团活动中也有传习所或古琴

社的成立，如 台 湾 大 学、辅 仁 大 学、淡 江 大 学

等，成为非音乐科系学生接触古琴音乐的一条途

径。

４．２０世纪下半叶琴乐在欧美的发展状况

新中国成立后，对外文化交流日益加深。査

阜西先生曾应邀到美国几所大学作有关古琴的学

术讲演，并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录制了 《渔歌》等

七首琴曲音乐资料。［１］１８６

１９５８年起，洛 杉 矶 大 学 最 先 开 设 了 世 界 音

乐教学 （民族音乐学）这门学科，被誉为美国民

族音乐学之教父的孟托胡德为该校音乐系聘请名

师，开设新课。美国人李伯曼把 《梅庵琴谱》翻

译成英文，并在英译本中增加与古琴减字谱对照

的五 线 谱 及 图 片 资 料，附 有 录 音 带。１９６４年，
师于琴家胡莹堂学习古琴的梁铭越先生到美国读

书，并在加州洛杉矶大学获民族音乐学博士。７０
年代他曾在欧美许多国家的大学中短期任教及讲

学，８０年 代 曾 任 美 国 马 里 兰 大 学 音 乐 系 教 授，
他的英文著作 《古琴的研究》（１９７３年出版）应

该是第一部由中国人写的有关古琴的英文书，也

是为数不多的有关古琴的英文书之一。［３］

２０世 纪７０年 代 末，美 国 人 要 把 “旅 行 者

号”飞船送到外太空去，需要选出能代表地球上

人类 最 高 水 平 音 乐 的 一 张６０分 钟 的 黄 金 唱 片。
管平湖先生演奏的 《流水》从众多作品中脱颖而

出。专家们一致认为 《流水》可以代表全人类最

高水平，因为它表现的是人和自然、宇宙交融的

思想，而不是征服世界、驾驭宇宙。由此可以看

出，古琴已经被西方国家认为是中国音乐文化的

代表。
改革开放以后，琴乐对外交流的机会和活动

也越来越多。许多专业的琴家到西方国家举办音

乐会、讲学及参加国际会议。随着他们 的 出 现，
在伦敦、巴黎、纽约、悉尼等城市，当地的古琴

爱好者相继成立了民间的古琴社团，不定期地举

办各种古琴交流活动，举办各种古琴讲座和演奏

活动，传播和发展古琴艺术。

１９９７年，北美 琴 社 在 美 国 成 立，２０００年 袁

中平创立了 纽 约 琴 社，２００３年 伦 敦 幽 兰 琴 社 在

英国伦敦成立。这些琴社定期开展古琴教学和雅

集的活动，积极对外传播琴学文化。这些琴社的

存在对琴乐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有着非常积极的意

义。

５．２０世纪下半叶琴乐在东亚的发展状况

１９５８年，査阜 西 先 生 以 古 典 音 乐 顾 问 的 身

份出访日本。査老的演奏征服了不少日本音乐爱

好者，阪田进一就是其中的一位。阪田先生最早

随杨时白的弟子刘老先生学琴和洞箫，成年后师

从田边尚雄。他不但会演奏中国传统琴曲，还精

通 日 本 人 创 作 的 琴 曲 和 琴 歌，如 琴 曲 《梅 枝》
（创作于１７９１年）、琴歌 《青柳》等。②１９７１年，

　　①此部分资料来源于 《台湾大百科全书》，网址：ｈｔｔｐ：／／ｔａｉｗａｎｐｅｄｉ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ｗ／ｗｅｂ／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Ｄ＝２１３９６．

　　②见 央 广 博 客：一 个 日 本 人 的 东 方 梦———介 绍 日 本 古 琴 家 阪 田 进 一。网 址：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１．ｃｎｒ．ｃｎ／１８８２０５／

ｖｉｅｗｓｐａｃｅ－１２０２２．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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阪田在东京成立了东京琴社，研究琴学，传播古

琴文化。他在有着３００多年研究汉学历史的汤岛

圣堂开设了中国古典音乐课，担任了首任讲师。
他教的弟子不仅有日本的中国通，还有中国留学

生。阪田 认 为，日 本 传 统 的 古 典 音 乐 是 古 人 消

化、同化、活用从中国传来的音乐的结果。阪田

在国 际 古 琴 界 知 名 度 颇 高，被 称 做 “音 乐 活 化

石”。

６．２０世纪下半叶琴乐在东南亚的发展状况

上世纪９０年代，来自新加坡 的 纪 志 群 先 生

到上海音乐学院向著名琴家龚一先生学琴，并获

得古琴表演专业学士学位。从那时起，他就在东

南亚地区积极传播琴乐文化。除了开班授课外，
他还成立了新加坡养心琴社，并多次自费邀请中

国斫琴家、古琴演奏家到新加坡举办琴展和古琴

音乐会。纪志群的弟子不但有新加坡、马来西亚

华人，还有马来族学生和来自欧美国家的学生。

２００６年，他又 考 入 中 国 音 乐 学 院，师 从 吴 文 光

先生学习古琴演奏，获得硕士学位。目前，他正

在中国音乐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研究 《大还阁琴

谱》的打谱和虞山派的演奏风格。
上世纪９０年代起，马来西亚 的 琴 乐 文 化 也

渐渐发 展 起 来。一 些 琴 人 到 中 国 向 著 名 琴 家 学

习，还有一些专业琴家后来到马来西亚定居。前

者有大吕琴院的黄德欣先生，后者有来自台湾的

梅庵派琴家陈雯女士。他们都是马来西亚的琴乐

传播者。
由于各种原因，琴乐在许多东南亚国家还不

为人所 知，即 便 有 弹 琴 人，也 局 限 在 华 人 范 围

内。特别像印尼、菲律宾这些华人所占人口比例

很小的国家，除了官方文化交流时举办的音乐会

之类的活动外，几乎没有什么琴乐活动。

三、对古琴音乐文化海外生存状况的探究

在２０世纪的百年内，古琴音 乐 文 化 在 海 外

的地位 与 古 代 国 力 强 盛 时 期 相 比，可 谓 一 落 千

丈。为何琴乐文化在海外会有如此境遇呢？笔者

以为一是因为中西方文化存在巨大的差异，难以

引起共鸣；二是由我国的政治经济实力和综合国

力所决 定 的。前 者 是 直 接 原 因，后 者 是 根 本 原

因。

１．文化背景的差异

音乐是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的文化传统造就

了不同的音乐。中西方文化在哲学思想、思维方

式、语言、时空观、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方面

都有巨大的差异。其中，以哲学思想、思维方式

和宗教信仰这三个方面对音乐的影响最大。
自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艺术中含有数理的观

念，认为 “数的原则是一切事物的原则”、“整个

天体就是一种和谐和一种数”［４］后，西方 人 就 开

始了 “希 腊 式 的 思 维 模 式”［５］４８。而 同 时 期 中 国

道家 哲 学 提 出 以 自 然 法 则 作 为 依 据，即 “人 法

地，地法 天，道 法 自 然”；儒 家 则 提 出 “天 命”
的思想。因此，西方音乐是数的音乐。西方音乐

的曲式结构工整而严谨，和声体系和节奏变化也

是严格按照数理的概念在操作。在音乐内涵上，
他们的音乐大多是表达命运与自然抗争、人与神

的冲突，或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思想。如贝多芬的

《英雄交响曲》《命运》。而古琴音乐的结构却没

有 固 定 的 “形”，多 是 以 散 体 结 构 的 方 式 呈 现

“情”与 “意”的安 排。古 琴 音 乐 一 直 是 单 音 音

乐，其节奏不按 “均分节奏”而动，而是由心情

决定。琴曲深受 “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寄情

与山水 之 中，力 求 达 到 与 自 然 的 完 美 融 合，如

《高山》《流水》《潇湘水云》。
再者，与宗教的关系不同。宗教，特别是基

督教，在西方社会的地位至关重要。西方人的价

值源泉最终来自上帝，音乐被认为是与上帝沟通

的媒介，音乐为宗教服务一直是西方作曲家的宗

旨。而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处于王权集中的封建统

治下，佛教和道教从未动摇过至高无上的王权。
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大力推崇孔孟儒家和老庄

道家思想，中国古代的文人都将自己 “出世”或

“入世”的期望与修 身 过 程 寄 托 于 琴 乐 之 中。这

也是琴乐能在中国流传数千年的原因之一。

２．综合国力决定文化影响力

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生存、发展以

及对外部施加影响的各种力量和条件的总和。它

包括经济、政治、科技、军事、外交、文化、精

神等实力。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强，其文化影响

力就强；反之，其文化影响力就弱。
我国的琴 乐 文 化 在 海 外 经 历 过 两 个 繁 荣 时

期。一个是隋唐时期，另一个是上世纪９０年 代

至今，这也正是我国综合国力强盛的时期。前一

个时期，琴乐文化传入了古代朝鲜和日本，并渐

渐成为输入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后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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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乐文化积极地走向了世界，引起越来越多西方

人的关注。笔者相信，在我国不断增强的综合国

力和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支持下，过去百年琴乐在

海外生存艰难的困境一定会被突破。

四、对琴乐文化今后发展道路的思考

琴乐在我国民间曾经是相当普及的，至少在

文人 阶 层 是 必 不 可 少 的。然 而，在 过 去 的１００
年，动荡的社会冲击着她的生存。延续几千年的

琴乐文化在这百年间历尽坎坷，几经沉浮。虽然

经过一代代琴人的努力免遭被毁灭的厄运，但外

来文明导致的审美方式改变、西方音乐教育体系

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式微、传统文人阶

层的消 亡，以 及 由 自 娱、自 赏 的 生 活 艺 术 向 他

娱、他赏的舞台艺术转变，以及如何处理琴乐传

承中传统、发展与创新的关系等问题，使得古琴

音乐在当今社会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危

机与压力。笔者在此提出几点建议，希望能为琴

乐文化今后的发展提供参考。

１．大力发 展 经 济，为 挽 救 和 保 护 古 琴 音 乐

提供物质保证

中国的古琴艺术凝结了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

“天人合一”的哲理思维、“中正平和”的审美情

趣，以及 “自然是生命之始”的生命精神和自然

情怀是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然而，这笔丰

富的文化遗产在近百年的动荡中几近毁灭。我们

不能将前人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丢弃，而是要负

责任地传承下去，这需要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大力

支持，尤其需要各级政府部门在政策上加大扶持

力度，在经济上增加投入。比如，在保护琴乐文

化传统方面，可在各大音乐学院和综合性大学、
研究所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设立专门的基金、
课题和项目，让研究人员能专心搜集和整理遗散

的琴谱和琴论资料，对浩瀚的琴学史料加以全面

系统的整理；对三千琴曲进行搜集、整理、打谱

和录音；在条件成熟的地方成立古琴博物馆，挖

掘地方流派的琴学历史、文化和传承人。目前做

得比较好的有江苏常熟的虞山古琴博物馆和扬州

的南风古琴博物馆。在人才培养方面，可扩大音

乐学院、师范学院古琴专业的招生规模，加强古

琴教学的师资力量；在中小学校开展 “古琴音乐

走进课堂”的普及活动；沿袭上世纪初高校举办

古琴研习所的传统，在高等学府开设与琴乐文化

有关的课程和社团。此外，对于各地方流派传承

人创办琴社、出版民间古琴文化刊物等事宜，政

府也应 当 予 以 相 应 的 财 政 支 援。在 鼓 励 创 新 方

面，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政策，针对古琴打谱的特

殊性，为打谱作品和其录音成果的知识版权保护

提供立法依据。在发展古琴制作方面，应鼓励民

间企业扩大生产规模，通过提高产量降低生产成

本和售价，减 轻 学 生 的 学 琴 负 担。此 外，在 高

校、职业学校开设古琴制作专业，从古代文献和

琴学史料中还原一些古老的古琴形制，以古代形

制为依托，结合当代人的审美需求，进行革新和

尝试。

２．增强我 国 的 综 合 国 力 及 文 化 竞 争 力，让

琴乐文化的和谐精神感染全世界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

化的飞 速 发 展，我 国 综 合 国 力 已 居 世 界 领 先 水

平。我国早已实现政治大国、经济大国 的 目 标，
眼下的重 要 任 务 是 要 进 一 步 推 动 文 化 事 业 的 发

展，使我国成为文化大国，与世界其他民族分享

我国悠久灿烂的文化。
在西方，随着爱因斯坦相对论和牛顿绝对时

空观的重新解构和重构，西方科学家、哲 学 家、
艺求家、音乐家都开始注意到中国 （东方）宇宙

观的合理性。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认为：“中国人

民的思想和哲学传统在许多方面都比基督教徒的

世界观更和 现 代 科 学 合 拍。”［５］２２３到 了２０世 纪 后

半叶，以凯奇为首的反理性主义的音乐潮流反对

音乐绝对 时 间 的 机 械 性、标 准 化 音 高、１２音 序

列及数 控 等 机 械 性，反 对 艺 术 音 乐 与 生 活 的 割

裂，企图 打 破 西 方 多 年 来 理 性 主 义 传 统 的 桎

梏。［５］６３西方音乐开始关注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
试图寻找新的出路。利用此契机，在海外大力推

广和传播古琴音乐文化，不失为一个良机。可以

由文化部、外交部牵头，在使领馆和华人团体的

协助下，在海外各国举办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节。
内容可包括古琴艺术文化展，展示古今名家斫制

的古琴，以及与古琴相关的书画诗作品；举办当

代琴家的古琴音乐会，让古老的琴曲和悠长的琴

歌回响在维也纳音乐厅、卡耐基音乐厅、莫斯科

大剧院等世界一流的音乐厅；还可以在世界一流

的大学、社区大学，甚至是中学举办有关古琴文

化的讲座，开设与东方音乐有关的课程；利用华

人古琴艺术家在海外的影响力，结合西方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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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热情，在各国的孔子学院、公立和私立学

校、以及社区组织成立古琴社或兴趣小组，营造

一个听琴、弹琴、赏琴的氛围。

３．传承历史与走向世界并重

１００多年来，传统文人音乐在社会中的传承

几乎断裂，这与我们的音乐教育体制有一定的关

系。在学校音乐教育中，我们采用的是西方的音

乐体系，音乐课程的设置与传统音乐完全断裂。

即使是民族音乐专业的学生，大部分课程也是和

西方音乐理论有关的，如西方乐理、视 唱 练 耳、

和声和 曲 式 等 等。因 此，我 们 必 须 改 革 音 乐 教

育。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可以与西

方音乐理论体系相提并论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

系。１００多年来，西方音乐理论体系顺理成章地

“占领”了学校音乐 课 堂，我 国 缺 乏 自 己 系 统 的

音乐理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我们应在古代

音乐理 论 文 献 和 琴 谱 的 基 础 上，建 立 一 个 有 层

次、有重点、全面的传统音乐理论体系，与西方

的相对、互补、映照而共同组成 “类”意义上的

音乐文化景观。其次，必须重视中国传统音乐的

文化价值定位。学习传统音乐的学生必须以中国

哲学和美学为起点，培养传统的音乐价值观和思

维方式，这样才可在传承、变易中保持自我，兼

容吸收他文化，从而丰富强大自己，担负起文化

传统的历史重任。

同时，我们 必 须 加 强 与 世 界 的 对 话。在２０
世纪初，西方音乐就曾成功地融入了中国元素，

如德国作曲家马勒 的 交 响 曲 《大 地 之 歌》、席 曼

诺夫斯基 《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现在，我们更

需要这种尝试，让中国传统的古琴音乐与西方古

典音乐在一起碰撞，看看能迸发出怎样的火花。

中国音乐学院的吴文光教授曾说过： “转型

是琴乐被现代社会接受和兼容的主要办法之一。

从功能上讲，可以达到个体向群体的转化，即受

众关系之改变；从形态上讲，可以实现单声向多

声的转 化，即 现 代 音 乐 要 素 的 融 入；从 方 法 上

讲，琴、器有时可以分离，从而使琴乐的丰富曲

库得以充分使用。”由他负责的 《传统音乐符号

的音乐性重建工程》这个课题从专业作曲家和传

统音乐文化传人———琴人这两个角度，进行了相

当多样且大胆的尝试，新改编和创作的作品题材

涉及民族管弦乐、交响乐、艺术歌曲、小型室内

乐等多种形式。编创的作品有高为杰的民族管弦

乐 《潇湘水云》、金湘的民族管弦乐 《离骚》、王

宁的民族管弦乐 《广 陵 散》、吴 文 光 的 钢 琴 与 民

族管弦乐 《秋鸿》等。

很多青年琴家也在不断探索新的古琴表演形

式，比如巫娜就一直在尝试将古琴与摇滚音乐结

合在一 起。另 外，为 古 琴 谱 写 新 曲 也 越 来 越 普

遍。龚一先生创作的 《山水情》《春风》，谢俊仁

先生创作的 《秋日游》 《落梅》等都深受大众的

喜爱。

笔者认 为，无 论 是 古 曲 采 用 现 代 手 法 的 重

建，还是将古琴单纯作为一种乐器，谱 写 新 曲，

都应受到鼓励。古琴音乐文化作为世界文化遗产

的一部分，被当代人继承、弘扬、发展，适当融

入现代音乐元素，改进制作 工 艺、制 材、音 效，

以及采用现代 “立美”、“审美”方式，才更利于

它的存活、传承和传播。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

炤就曾说过：“中国传统音乐，它只有在吸取西

方，包括西方传统的和当代的，现在的和当代西

方以及其他民族精华的过程中不断来完善自己，

才能真正的成为代表我们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在坚持传统的同时，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与时俱

进，不断加以调整、自洽，这样，古琴音乐才能

以 “类”文化一体多样的理念与践行，摆脱沦为

“博物馆中的艺术”的命运，以崭新的形象、旺

盛的生命力存活在世界民族音乐璀璨的大舞台之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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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生命。
最后要强调的是，对再现性艺术而言，其表

达的现实内容与形式一样，同样对艺术价值有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悲剧的强劲力量仅靠形式

是无法实现的，它必须同时还含有深刻的现实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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