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潜心操缦、整理琴谱

高培芬出身书香门第，年少时就
喜欢弹琴。上世纪70年代，高培芬20岁
时正式拜诸城派古琴第四代传人张
育瑾、王凤襄为师，开始系统学习古
琴。1978年，高培芬考入山东师范大学
艺术系。张育瑾先生临终前，将他收
藏的一张珍贵的“归凤”古琴以及大
量的琴谱、日记都悉数赠送给了高培
芬。其后，高培芬跟随王凤襄研习古
琴13年，并精心搜集、整理了诸城琴
派的所有琴谱：《桐荫山馆琴谱》、《琴
谱正律》、《玉鹤轩琴谱》、《梅庵琴
谱》、《梅云馆琴谱》，其中不乏孤本。

几十年的潜心操缦，高培芬对
琴有了深刻感悟:弹琴讲究环境和
场合，讲究心境、环境、礼仪。“弹琴
前焚香、净面、更衣。焚的是檀香，
使人进入状态，真正的檀香有安神
效用，很快安静下来；而净面是指
弹琴前要净手净面；沐浴更衣是思
想的重视，表示对艺术对听琴者的
尊重、虔诚态度。而古琴有五不弹，
不遇知音不弹、衣冠不整不弹、对
俗子不弹、不坐不弹、狂风暴雨不
弹。”

高培芬称，学古琴要耐得住寂
寞，要心无杂念，不能有功利思想，
这样才能领会古琴曲中的真正意
味。原来学习这种艺术的不多，大都
是个人之间传授，所以就连知道的
人也很少。古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地位非常重要而独特，它并非一
般常见的表演娱乐乐器，而是融会
了很多哲学、美学思想。

独树一帜的诸城派古琴

高培芬整理的诸城派古琴琴谱
中，每部琴谱包含二三十首琴曲，蔚
成体系，不仅显示了诸城琴派的实
力，更有利于古琴的研究传承。她还
出版了诸城派古琴立体声磁带《诸
城琴韵》及《诸城琴史五杰及其艺术
成就》等30余篇论文。高培芬说：“作
为‘诸城派古琴’目前唯一的传承
人，我总觉得责任重大。”那么，远近
闻名的诸城派古琴的历史是怎样
的？有何独特之处？

有人说，北人弹琴以味胜，刚劲
有力；南人以韵胜，柔和有神。目前，
我国四大琴派为虞山派、广陵派、诸
城派、川派。高培芬称，古琴的“流
派”概念是指某种艺术风格的存在。

“古琴流派也称琴派，琴派的形成与
地域、环境、方言、传谱、师承、琴家
个性都有密切的关系，总之，琴派
是真实存在的。”

高培芬称，山东的诸城派古琴
虽是以一个县级市命名，它的影响
却是很大的。全国称得上“琴人”的
都喜欢弹《关山月》、《秋风词》、《长
门怨》、《捣衣》等诸城派古琴曲。诸
城是舜的家乡，虞舜是诸城历史
上第一位著名琴家，他曾作了许
多琴曲，他是中国最早提倡琴乐
的人。自远古时期开始，历朝历代
在诸城都活跃着古琴演奏活动，
名家辈出，代不乏人。

高培芬介绍，诸城派古琴
艺术风格“古朴遒劲，刚柔洒
脱，含蓄内敛，流畅韵雅”。诸城
派古琴在我国琴坛创下了许多
个第一，贡献很大。1911年，该
派第三代传人王燕卿先生经
康有为介绍进入南京高等师
范学校任教，是近现代进入我
国高等学府的第一位古琴教
师，开古琴进大学之先河。
1918年，第三代传人王心葵先
生经蔡元培介绍受聘至北京
大学任古琴导师，他的学生
张友鹤灌制了中国古琴第一
张唱片———《平沙落雁》。第

四代嫡传著名古琴大师张育瑾、王
凤襄先生致力于诸城派古琴艺术
研究和传播，成就卓著，是诸城派古
琴艺术集大成者。

打谱“复活”《韶乐》

其实，基于古琴记谱法的特殊
性，打谱成为古琴演奏者的一项独
特工作。打谱时，演奏者以古琴曲为
依据，分析、考证、揣摩琴曲意境，经
千百遍的弹奏试验，逐步确定腔韵
和句段结构，才有可能将一首失响
已久的古曲展示出来。

高培芬介绍称，“由于古琴琴谱
只有音高没有节奏，要想弹奏这些
曲谱，只能靠琴人‘打谱’，这需要琴
人根据乐曲的意境和多年弹奏的心
得经验进行二次创作，古人有‘大曲
打三年，小曲打三个月’之说。中国
现存的琴谱有3000多首，但是能弹奏
的只有100首左右。”

其实，对于学琴者而言，有的乐
曲可师承，有的却只能“依谱鼓曲”，
即琴人据谱反复弹奏、琢磨，直至句
逗清晰、音乐流畅、结构完整，此时
一曲打谱才算完成。高培芬说：“古
人讲，打谱时要超脱自我、超越时
空，摆脱现实的审美观念。例如，要
打明代的谱，就得先了解明代的古
曲是什么节奏规律。仅仅学了几年
的琴，不可能打好谱。打谱首先要了
解一首曲子出自哪个地区、哪个派
别，用的什么手法，没有字典可查，
只能靠自己研究，不掌握大量的曲
目不可能打出好谱。”从上世纪70年
代起，高培芬跟着张育瑾、王凤襄夫
妇学了19年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学习如何打谱。

2001年，中国古琴第四次打谱
会议认定并定名了高培芬版本《关
雎》。高培芬用唐代古琴演奏的《关
雎》，是根据明万历刻本《阳春堂琴
谱》打谱复活的古琴曲。值得一提
的是，偶然的一个机会，高培芬得
到一份明代琴谱，发现上面标有

“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共23段琴
曲。后经过专家认定，这个谱子成
谱年代可追至汉代，最晚至明代，
是全国目前唯
一的有关《韶
乐》的资料。高
培 芬 立 志 不
遗余力恢复它本来的面
目，让世人也能听到美
妙的《韶乐》，《韶乐》也
得以在多年之后“复活”。

听琴不只是“悦耳”

古琴历史悠久，孔子听《韶乐》达
到食不甘味、“三月不知肉味”的程
度，这不免有些夸大，但其艺术作品
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却是不容置疑的。
杜甫听了琴曲说：“此曲只应天上有，
人间难得几回闻？”岳飞在《小重山》
一词中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在

“大众讲坛”活动的最后，高培芬给读
者讲述了如何欣赏古琴。

高培芬回忆说，1994年她有幸应
邀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库房观赏了国
宝级四唐六宋古琴，并且亲自上手
现场弹奏了四张唐琴，甚感荣幸。使
我们自豪的是，山东也有不少唐琴，
如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九霄环
佩”唐雷氏琴，还有现收藏于山东博
物馆的两张唐琴，一张是“宝袭”月
式，一张是“天风海涛”仲尼式，这张
唐琴的难得之处在于它是我国出土
的古琴实物中唯一保护完整的七弦
琴。其他唐琴都是传世的，唯有这一
张是出土的，所以更显其珍贵。

高培芬称，面对古代先哲留下
的千古琴曲，欣赏时首先要怀有谦
恭、崇高的神圣之感，用心体味和感
悟，排除一切干扰，以“静者心”专注
潜心于气疏韵长的琴曲所表达的艺
术形象境界中，最终总会以悠闲自
得心态获得“立象以尽意”，理解弦
外之音的深邃意境。

高培芬称，听琴不只是“悦耳”，
最重要的是使人“移情”，所谓“弹琴
在指声在意，听不以耳而以心”就是
这个意思。钟子期听琴后与伯牙结
为知音就是“移情”的效果，没有“移
情”古琴何美之有？

琴声悠悠觅知音
——— 高培芬与融古开今的诸城派古琴

□本报记者 师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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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最具影
响力的艺术盛会，“十艺节”将于10月11日
在济南拉开华美帷幕，一场场艺术盛宴将
从视觉、听觉等多方位开启普通百姓对艺
术的感知与欣赏。这样的机会，是多么难
得！

本期《人文齐鲁》，也来看看古琴大家
高培芬是如何解读古琴密码的吧！古琴，亦
称瑶琴、玉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
拨乐器之一，孔子时期就已盛行，有文字可
考的历史有四千余年，据《史记》载，琴的出
现不晚于尧舜时期。20世纪初，为区别西方
乐器才在“琴”的前面加了个“古”字，被称
作“古琴”。古琴也是我国在联合国受到保
护的四个项目(昆曲、古琴、木卡姆、长调)

之一。大家所熟知的伯牙弹琴遇知音、司马
相如卓文君以琴表达爱情、嵇康操曲《广陵
散》、诸葛亮智退司马懿雄兵十万等美谈自
不消说，要知道1977年美国发射的“旅行者
2号”探测飞船所携带的“地球之音”喷金铜
唱片，里面有管平湖先生弹奏的古琴曲《流
水》，希望能探索到地球人类之外的知音。

时至今日，作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古琴艺术因中国浓厚的精
神土壤活跃地生长，文化的守望者们在用
不同方式诠释古琴新的生命力。正如我省
诸城派古琴大师高培芬50年来潜心钻研古
琴，“打谱”20多首，甚至让失传已久的《韶
乐》复活。“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心静
即声淡，其间无古今。”作为第一读者，这篇
文章让我从中学到了很多关于古琴的知
识，因此特别希望与广大读者朋友共享。

10月6日恰逢济南育英中学百年校庆，
孔子第75代孙孔祥柯是其首任校长。“百年
育英栉风沐雨，齐鲁名庠砥砺前行”，这所
百年中学几经兴衰，经历了抗日战争的硝
烟和解放战争的洗礼，校址数度迁移，几番
停课复课，直至1948年9月济南解放，育英
才得以稳定发展起来。即使再动荡的岁月，
总有执着教育一线的教师在坚守其教育理

念，有“济南大自然”之称
的王吟兮老师虽年纪较
大，但讲课铿锵有力、声
震会堂，“他讲课内容
熟练，常常不带课本、
讲稿，只带一小纸条，
娓娓道来，学生则听
得兴味盎然”。这样的
老师，我辈如果也有
机会亲自聆听他的一
堂课，是多么幸运！

●人文齐鲁，
寻觅的是过去，观
照的是今日之发展
脉络；挖掘的是人
文，滋养的是当代
读者的精神家园。
如果你热爱齐鲁文
化，如果你热爱这
样的探寻和追溯，
那么，请联系我们
吧！

●稿件及图片
发至：q lwbxu j i n g@
hotmail.com

枣刊前絮语

听琴知音

几千年来，古琴伴随着人类生活，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伯牙弹琴遇知音，司马相如、
卓文君以琴表达爱情，嵇康面临死亡还操一曲《广陵散》，诸葛亮操琴巧设空城计……这些都是与
古琴有关的千古传颂。其实，在中国四大琴派中，诸城派古琴是别具一格的琴派，也是我省音乐类
唯一的世界级保护项目。而与琴结缘50年的高培芬就是诸城派古琴第五代代表性传承人，高培芬
师承诸城派古琴大师张育瑾、王凤襄，几十年来潜心钻研古琴，“打谱”20多首，甚至让失传已久的

《韶乐》复活。

▲演出时的高培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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