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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琴的本质

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古琴做为一种乐器，是需要走向

舞台，并以舞台为媒介向大众传播自身的存在。历史上诸多

著名文人都以擅长演奏古琴文明著称，如嵇康，孔子，司马

相如等，他们也为古琴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并且创造了一系

列的辉煌。如创立专用乐谱“减字谱”，从唐代沿用至今；汉

代蔡邕的《琴操》一书，是关于琴曲题解的著作。明代蒋克谦

在几代人不断积累的基础上，编辑成《琴书大全》。古琴的音

乐艺术，不仅有历代相传和累积的琴谱，有不同传承关系、

不同演奏风格的流派，还有收集、总结并推动古琴艺术进一

步发展的理论建树。从前人对于古琴的理解上，我们可以看

出，古琴的本质是“静美”。

因此，要更好地理解古琴，就须深入了解中国的儒、

道、禅传统文化，体会它们与古琴文化的结合，从而进一步

感受到古琴的内涵，哲理性。而想要了解古琴更深刻的内

涵，则要具备扎实的演奏技法。

二、西方音乐对古琴的影响

有人提出一种观点，东方写意，西方写实。这个观点

笔者认为极其适用于描述东西方间的艺术。而从184 0年鸦片

战争开始，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殖民国家不断地对中国进行

侵略，在侵略同时，也不断地为之前闭关锁国的大清朝带来

一些新兴的事物，以传教士为代表，他们为中国传播了西方

宗教的同时，也带来了新兴的文化，比如西方的科技，哲学

等等，其中也包括了音乐。当代中国的音乐学院基本以西方

音乐体系为系统，如视唱练耳等科目，如今，对西方文化比

较熟悉，对中国传统反而相对陌生的情况普遍存在。这些都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传统音乐，他们大多认为古琴只

能用于独奏而不能与交响乐队合作，这就降低了古琴的价

值。在西方乐器表演中，多以交响乐，合唱等形式，可以感

觉西方写实中气势磅礴的部分。如若让古琴与西方交响乐进

行合作，通过两次扩音的技术手段勉强达到较大的音量，这

就背离了古琴的特性。孔子当年提出“弦歌不辍”（《论语·八

佾》），因此，若要更好地理解，演绎古琴，则要更好地参透

中国儒，道文化，犹如中国的太极拳，书法等，左右手间所

演绎的动作缓慢，优雅，恬静，极富美感；却又在刹那间蕴

含极具爆发力的写意感。而西方在演奏方面需要“大开大

合”，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的演奏才富有表现力，符合他

们的审美。但这种审美正好与古琴的内涵背道而驰，若按照

他们所要求演奏，则犯下了弹琴五病中的“走作猖狂”，也背

离了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意蕴及美感。

漫话古琴
■ 李翊枫

摘要：古琴做为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在世界上无疑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在英国也有着大把粉丝，这

是为何？本文为读者展示古琴的漫漫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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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琴在英国及西方的影响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古琴界与国外的交流日益增

加，代表人物有郑珉中、李祥霆、龚一、吴文光等大师。他

们多次出访各国演出, 举办音乐会, 讲学与参加国际会议。

创立于1 9 4 7 年的英国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是世界上规

模最大、知名度最广、演出水平最高的国际性艺术节之一。

2 0 0 3年8月，李祥霆应邀代表中国首次参加爱丁堡国际艺术

节，演奏《胡笳十八拍》、《秋塞吟》、《广陵散》等中国传统曲

目。他的古琴独奏会做为重头戏安排为首场演出。爱丁堡国

际艺术节上的所有节目取舍，一概由艺术总监布赖恩·麦克

马斯特爵士一人说了算。麦克马斯特选择节目的标准，一要

“优秀”，达到世界级水准；二要“重要”，在所属艺术门类中

具有突出价值；三要特别，与众不同，有独到之处；四也是

更重要的一点，是要能带给观众新的体验，拓宽观众的艺术

视野。这四个条件一般让团组很难入选。那么，麦克马斯特

为何独独选择了古琴？下面摘录《国际先驱导报》采访麦克马

斯特爵士的报道: 麦克马斯特访华之前，打算邀请一个人数

较多的中国传统乐团。但来到中国后，听了不少传统音乐

会，却感到非常失望。他感到此行所听到的中国传统音乐，

似乎都是破碎的、变质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统中国音

乐。麦克马斯特在他发表于8月3日《星期日苏格兰》报的一篇

文章中也写道：“虽然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新建了音乐厅、民

族乐团和宏大的歌剧院，可是，唯一演奏的音乐却是一种令

人失望的中国化的安德鲁·劳埃德·韦伯式音乐。”按麦克

马斯特说，他什么都没看上眼，满以为将空手而归，在中国

逗留的最后一个晚上，麦克马斯特听到了李祥霆先生的演

奏，认为“乐声隐约，寄寓深刻，异乎寻常的美丽”，当场便

做出了决定。

古琴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多的英国学者，乃至平民百

姓，开始对古琴产生兴趣，并产生一定范围的“古琴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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