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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师刘哲：

让让““尺尺八八””古古音音重重回回故故里里

本报记者 倪自放

尺八的最早记载
与山东有渊源

什么是尺八？对于大多数
人而言，这甚至是一个闻所未
闻的词语。尺八是日本国宝级
乐器，音色苍凉空灵，在日本
动漫、影视配乐中经常可以听
到它演奏的乐曲。“从1992年
开始至今，日本尺八界人士多
次到杭州护国仁王禅寺祭拜
寻祖。其实，尺八这种乐器，是
由我的高唐老乡——— 唐朝人
吕才定名制律的。”刘哲说。

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任
教于聊城大学的刘哲，所学专
业是民族吹管，对竹笛、竖笛
等传统乐器非常精通。上学
时，刘哲就知道尺八这种古老
的乐器，但他一直以为是日本
的乐器。

2011年，刘哲在《聊城通
史》以及聊城市文联副主席吴
文立当时整理的一篇文章《吕
才与尺八》上了解到了尺八与
聊城的渊源。生于隋成名于唐
的吕才是今高唐人，他传世的
音乐不仅有《秦王破阵乐》等
知名乐曲，根据《中国音乐辞
典》记载，吕才还制作了尺八，
而隋唐时期，尺八是演奏宫廷
雅乐的主要乐器。刘哲对尺八
做过深入研究，从《旧唐书·吕
才传》中获悉以下文字：“贞观
时，太宗诏侍臣举善音者。王
硅、魏徵盛称（吕）才制尺八，
凡十二枚，长短不同，与（乐）
律谐契。”这是有关尺八最早
的出处，由此可见，尺八这种
乐器，唐代之前就早已存在。”

尺八在唐宋两次传入日
本，如今在日本奈良东大寺正
仓院里，依旧保留着八只唐代
尺八，称为“唐尺”。刘哲说：

“最早传入日本的六孔‘唐尺
八’仅用于宫廷雅乐。如今在
日本流行的五孔尺八，则是宋
朝时由日本和尚觉心带到日
本的。觉心到杭州护国仁王禅
寺学禅期间，向同门居士张参
学习吹奏尺八，并带回了日本
有名的三大‘本曲’之一———

《虚铎》。觉心还带去了张参善
吹尺八的四名弟子。”宋朝的
张参是唐代张伯的十六世孙，

《虚铎》为张伯所创，10月11日
晚的演奏会上，刘哲就演奏了
这首古曲。

“我是在高唐出生长大
的，和吕才算是同乡，又是从
事音乐教育的，从此之后，对
尺八萌生了浓厚的感情。”于
是，刘哲开始醉心于尺八，寻
找关于尺八的各种文字、视

频、音频等资料。刘哲说，日本
和尚觉心在日本创立普化宗，
传授尺八技艺，将尺八吹奏融
入修禅。“尺八在日本开始作
为‘佛教法器’而存在，随着普
化宗在明治维新中被废除，尺
八才真正流入日本民间。”

古乐器回传
要与传统结合

10月11日的演奏会上，刘
哲吹奏了唐代流传至今的唯
一一首尺八曲《虚铎》；而开场
曲《清平夜月》，是刘哲与同样
从事音乐创作的妻子陈婷共
同创作的，表达了对“尺八之
祖”吕才的崇敬之情；自创曲
目《归》《鱼山梵响》《耕莘钓
渭》等作品，充满了地域特色，
又充分发挥了尺八的音乐特
色，展示了对传统音乐继承和
创新的最新成果。

刘哲说，遗憾的是，尺八
这一古老而美妙的乐器，宋
代以后在中国大地上逐渐失
去了踪影，原因不明。近些
年，音乐界相关人士相继在
发掘尺八曲目，但几乎还没
有能成规模的尺八演奏表
演。“在尺八的故乡，竟然没
有人会吹奏，太遗憾了！”刘
哲感叹说。

从六年前开始，刘哲一方
面把中国古琴曲、民歌等经典
曲目改编为尺八曲，另一方面
和妻子陈婷携手，创作具有地
域特色的尺八曲目，力求把尺
八的灵魂带回它的故乡。目
前，刘哲、陈婷已经在继承与
创新的原则上，创作了9首具
有中国传统音乐特色的尺八
曲。《清平夜月》采用我国古代
雅乐调式创作而成，全曲舒
缓、典雅，极具中国传统古乐
的风韵，向“尺八之祖”吕才致
敬；《参同契》和《石上流泉》改
编自山东诸城派古琴，具有浓
郁的民族音乐特色；《耕莘钓
渭》源自“伊尹耕莘”“子牙钓
渭”两个典故，曲子有长天寥
廓、志存高远之意境，充满了
山野的寂静和大隐出仕前稳
如泰山的心境。通过这些曲
目，尺八之音徐徐打开一个
听觉中的水墨画卷，展现出
尺八故土的天际祥和、风起
虫 鸣 、古 塔 静 谧 、泉 流 幽
咽……

“现在，我们演奏的要么
是日本的乐曲，要么是觉心禅
师当年带过去又回传的曲目，
所以要让尺八回家，我们就要
有自己的曲目。”刘哲说，真正
让尺八回传成为我们自己的
音乐，在创作上就要向中国传
统音乐调式、作曲手法学习。

《鱼山梵响》就借鉴了鱼山梵
呗的独特吟诵特点，并结合中
国传统作曲手法，旋律空寂通
达，细腻清幽。学术界公认鱼
山梵呗由曹植创制，目前也是
聊城市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之一，刘哲说，《鱼山
梵响》是鱼山梵呗这种古乐与
古乐器尺八的巧妙结合，这种
古乐与尺八的结合，应该是尺
八回传的重要途径。

演奏者少之又少
普及之路还很长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尺
八、喜爱尺八，刘哲自去年年
底开始启动了百场尺八公益
音乐会演出工作。“从去年开
始，几乎每周都举行一场尺八
公益演出，到现在为止举办了
近40场。之后还要继续演出，
演够100场为止。”

尺八具有独特的演奏技
巧，其声音纵横差落，尽在气
息分毫之间，即使刘哲擅长笛
子、埙、巴乌等民族乐器，仍然
要重新学习如何吹奏尺八。而
如何打破尺八的小众地位，让
这种艺术尽快普及开来，也是
刘哲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如
今，国内真正能熟练演奏尺八
的人少之又少。抛开吹奏难度
大以及历史断层的社会因素，
单单是尺八的价格，就让很多
人望而却步了。”刘哲介绍说，
目前尺八起步价格基本在
5000元，演奏级的尺八更是几
万、几十万元人民币不等。在
刘哲收藏的众多尺八中，就有
价值两三万元的尺八，为了这
些乐器，他前前后后花费了十
余万元，“尺八价格高，不利于
推广。”

好的尺八用竹子制作，
对竹节、粗细、开孔等都有着
非常严格、精准的要求，选材
非常困难。适合制作尺八的
竹子，至少需要生长五年左
右。而且找到这样的竹子，只
能靠自然风干，又需要好几
年。手工艺人制作一支尺八，
至少需要几个月时间。所以，
其价格自然也就很高。目前
尺八大多产自日本，国内也
有厂家在研发，但还处于起
步阶段，质量还有待提高。刘
哲说：“没有两根完全相同的
竹子，所以也就没有完全相
同的两根尺八，这也是尺八
这一古老乐器的独特魅力。”
刘哲说自己有一个心愿，就
是在创作和演奏的基础上，
能录制一张尺八专辑，“让更
多的人能听到属于中国的尺
八乐曲，让更多人能感知尺
八这个民族瑰宝的魅力。”

10月11日晚，山东艺术学院艺术剧场内古音浩渺，古乐器“尺八”演奏的一曲广陵琴曲《耕莘钓渭》让人
沉醉其中，乐曲既表现出长天寥廓、恬淡从容之意境，又充满了山野宁寂和大隐出仕前稳如泰山的心境。这
场名为“《归》——— 千年遗韵 重归故里，刘哲尺八独奏”的演出，是庆祝山艺建校60周年校友汇报演出之一，
也是“尺八”这种古乐器近年来为数不多的原创作品演出。演奏会的主演、聊城大学教师刘哲为了“尺八”这
种古乐的回归，已倾心研究了多年。

刘哲，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
在聊城大学从事音乐教育工作。20
余年来，他与夫人陈婷一直致力于
挖掘地方优秀传统音乐，创编作品
曾荣获山东省社会文化音乐类最
高奖，也曾受邀参加全国非遗展
演。近6年来，夫妇二人又致力于已
在中国断代700多年的大雅古乐
器——— 尺八的创、编、演上，已取得
了阶段性的成果，并举办了近40场
尺八公益演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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