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正值中国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二十周年。作为“琴棋书画”四
艺之首，古琴不仅是一门艺术，更是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独特魅力穿越
3000年经久不衰。

惠州古琴文化深厚，最早的记载可追
溯到战国时期。伴随着东坡寓惠带来的
“松石间意”，惠州更是涌现古琴热潮。相
关专家认为，惠州完全能够以东坡在惠州
的“松石间意”古琴为线索，重拾千年琴脉
古韵，打响“古琴之乡”的美名，进一步提
升“岭南名郡”的文化“软实力”。

（李海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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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关于古琴的记载最
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宋
代的《太平御览》记录了一
个叫“琴高”的仙人，“琴髙
以琴养性，初学于罗浮山，
后游四海”。

伴 随 着 东 坡 寓 惠 带 来
的“松石间意”，惠州出现古
琴 热 潮 。 据 嘉 靖《惠 州 府
志》记载，宋代归善有朱姓
和严姓的两个秀才，二人喜
欢“作文赋诗，鼓琴为乐”，
可见古琴已在惠州文人的
日常生活中流行。明代时，
惠 州 的 古 琴 之 风 更 加 盛

行 。 明 嘉 靖 十 八 年（1539
年），庞嵩在惠州罗浮山讲
学，以琴为教学工具与惠州
诸生进行切磋。惠州“湖上
五先生”之一的杨起元曾回
忆这一时期惠州的琴声袅
袅：“吾乡人物殷富，毂击肩
摩于道，所在弹琴瑟、吹笙
竽，烟火千里，鸡犬相闻。”
除了弹奏外，惠州也盛行藏
琴之风，惠州晚清画家李丹
麟晚年曾居住在惠州鹤峰
下，因收藏十二张古琴，就
以十二琴楼为楼名，自号罗
浮琴客。

在惠州文人的雅集活动
中，古琴更是必不可少的元
素。如惠州晚明著名三尚书
之一韩日缵的父亲韩鸣凤

“独好琴。庭前为池，环植以
莲，风来月到，随援琴操一
曲，意兴悠然”。岭南大儒张
萱曾提出“琴乃雅乐”，他在
《惠州西湖歌》中写下“人在
冰壶琴一弹。永夜众山皆答
响”，描绘惠州西湖泛舟弹琴
的场景。清代惠州文人叶文
澜曾写道：“携琴载酒到西
湖，尽有诗人月不孤”，可见
惠州古琴文化意蕴深厚。

东坡寓惠东坡寓惠，激起千载琴脉古韵

文/陈政禹

当翻阅《中国通史（彩图版）》的“宋代”一章时，有一张古琴映
入眼帘。此琴为绍圣二年（1095年）东坡寓居惠州时所制，通身黑
漆，有小蛇腹断纹。琴底板颈部偏左阴刻行书“绍圣二年东坡居
士”。这就是在琴界负有盛名的“松石间意”琴，又称“东坡居士
琴”，由于弥足珍贵，故入选一字值千金的《中国通史》。

这张流传千年的名琴背后有何故事？苏东坡对惠州千年琴
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惠州这座古城还藏着什么古琴历史？

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外来的
琴家寻东坡足迹而来，共同传承
弘扬惠州古琴文化。斫琴师姜
喜悦就是其中一位。日前，他娓
娓道来与古琴、惠州的缘分。

离开喧嚣的城市中心，穿过大
片青绿的农田，记者来到姜氏古琴
馆。姜喜悦衣着朴素，头顶发髻，
但精神矍铄，全然不见年过古稀的
老态。一谈起制琴，姜喜悦便打开
话匣子。“这些都是宝，是做琴最好
的材料！”在制琴坊内，他拿起一张
古琴木坯，轻轻一敲，便发出清脆
的声音，“这是在惠阳百年古屋中
淘到的栋梁之材，制作成古琴延续
了古木生命。”

制作一张好琴，需要付出极
大的心血。姜喜悦表示，制琴多

选百年树木，好材质可遇不可
求。合好后的琴身，还按照春夏
秋冬的时序循环悬挂于东南西
北的墙壁，四季轮回，阴干三个
春秋。每一张琴都历时三载，经
过上百道工序，方能制作完工。

作为中国古琴文化研究会
研究员、中国人民艺术家协会会
员，姜喜悦曾携琴多次登上国内
外知名展会舞台，2010 年参加
十三届北京国际艺术博览会，
2011 年参加亚洲艺术博览会。
2019 年，其自创的“喜悦式”、

“婵娟式”两张古琴参加北京古
琴文化展。

常年在北京的他，为何跋涉
千 里 来 到 惠 州 ？“ 这 里 是‘ 仙
境’！”提到惠州，姜喜悦毫不吝

惜赞美之词。三年前，第一次来
到惠州，他就被秀丽的山水所深
深吸引。“这里人文底蕴厚重，尤
其是东坡寓惠故事有着别样的
魅力，也是我定居在惠州的最重
要原因。”

来到惠州后，姜喜悦全身心
投入到古琴古法斫制的研究及开
发，致力于复原古代不同时代的
琴，现已复原出历史记载的“四大
名琴”，正在复原的包括秦（始
皇）琴、孔明琴、司马相如琴、“仲
尼式”琴和葛洪一弦琴等。这些
精美的古琴都陈列在姜氏古琴馆
内，俨然一座古风古韵的小小博
物馆。接下来，这里还将打造成
古琴研学基地，让市民群众能够
近距离全方位了解古琴文化。

宋代文人崇尚“琴棋书
画”全面发展，琴排首位，乃
雅士至尊。作为“古今第一
全才”，东坡不仅精通诗文、
绘画、书法，而且精于音乐。
究其渊源，这与他自幼的家
庭氛围分不开。东坡的父亲
苏洵酷爱经籍和古琴艺术，
是当时一位较有影响的音乐
鉴赏家。少年时期的东坡及
其弟弟苏辙，因而对音乐产
生浓厚兴趣。这从东坡兄弟
两人所作的《舟中听大人弹
琴》《舟中听琴》等诗就可以
看出。《历代琴人传》也这样
评价：“……琴世其家，最著
者……眉山三苏。”

东坡不仅熟悉古琴的音
律，还亲自探索古琴的发声
原理及特点，为此不惜把自
己家中珍藏的唐代名贵“雷
琴”拆开来观察，并作有专著
《家藏雷琴》一文。可见东坡
是一个懂琴之人，这也解释
了为什么历史上流传下来的
许多名琴带有东坡的标识。
如胡滋甫所藏的“元祐元年
东坡居士琴”、顾文彬所藏

“宋元祐四年东坡居士监制”
款的“玉涧流泉”琴等。

东坡所藏之琴中，“松石
间意”琴颇为特别。琴底满
刻铭文，连琴名、收藏者印章
共有题刻13则，是目前所见
名琴中题刻数量最多的。琴
背有“绍圣二年东坡居士”和
唐寅题“松石间意”的行书并
列其上。除此之外，还有祝
允明、文徵明、沈周、顾文彬
等历代文人的题刻。

从琴上所刻的文字可以

推断：这张古琴首先由东坡
在惠州弹奏；明代时，该琴被

“江南四大才子”唐伯虎收
藏，并得到祝允明和文徵明
的鉴赏；清代流转到苏州怡
园主人顾文彬手中。抗战爆
发后，居于北方和江浙一带
的文人雅士及古琴名师，因
战乱辗转到重庆避祸，“松石
间意”琴因此被重庆三峡博
物馆收藏，成为该馆的镇馆
之宝。

虽然史料对这把琴的记
载文字寥寥无几，但通过琴
背上的题刻文字和东坡在惠
州所写的诗文，我们还是可
以明确“松石间意”与东坡寓
惠有着密切联系。

“松石间意”取自南北朝
沈约所著的《宋书》：“尝从太祖
登钟山北岭，中道有盘石清泉，
上使于石上弹琴，因赐以银钟
酒，谓曰，相赏有松石间意。”意
思是琴声中有松石间高山流水
的意味。对于文人而言，琴声
便是心声。“松石间意”颇符合
东坡喜欢以松、石、竹抒发心意
的特点（这从他的《枯木怪石
图》和《偃松图》等画作中就可
以感受到）。因此，“松石间意”
这个名字很可能为东坡所取。
除此之外，祝允明在琴上题有

“临风舒啸，抚松盘桓”之句，有
可能是受到东坡在惠州所写的
《记游松风亭》的影响，考虑到
祝允明也曾手书该文，表明他
认同该琴为东坡在惠州所得。
1956年，琴学家查阜的《1956
年古琴采访工作报告》也认定
重庆博物馆的“松石间意”为东
坡藏琴。

东坡一生与古琴有着
不解之缘。他把对琴的理
解融入深刻的人生哲理，创
作琴诗 20 多首，《题沈君
琴》是其中的名篇。

题沈君琴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
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
于君指上听？

该诗哲理性很强。东
坡认为有好琴，还要有高超
的弹技，方能奏出动听的乐
曲，颇具禅意地点出“琴”与

“指”之间相互配合，才能奏
出天籁雅乐。与《题沈君
琴》中强调的“有弦之声”不
同，东坡在惠州的琴诗更加
强 调 陶 渊 明 的“ 无 弦 之
妙”。《晋书·陶潜传》里有

“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的诗句，这里的“无弦琴”代
表陶渊明不拘泥演奏技术、
自由自在的境界。

东坡寓惠时，也将古琴爱
好带到惠州。据洪迈《容斋诗
话》卷六：“东坡初赴惠州，过
峡山寺，不值主人，故其诗云：

‘石泉解娱客，琴筑鸣空山’”
可见，东坡南下惠州途中，始
终带着弹琴的雅兴。在惠州，
东坡把陶渊明“无弦琴”的美
学境界融入自己的琴诗之
中。写下《和陶贫士》和《和陶
东方有一士》两首琴诗：

和陶贫士

谁谓渊明贫，尚有一素琴。
心闲手自适，寄此无穷音。

和陶东方有一士

屡从渊明游，云山出毫端。
借君无弦琴，寓我非指弹。
东坡在诗中以渊明的

“无弦琴”表达自己超然物
外的高洁品性。诗中既有
东坡远离尘寰的心事沉淀，
也 有 不 求 荣 达 的 文 人 风
骨。比东坡稍晚的宋人赵
蕃在《乾道稿》中这样描写
东坡与陶渊明关于琴声的
隔空对话：“谁云钟期死，伯
牙遂忘琴。渊明出晋宋，东
坡作知音。”

朝 云 也 是 东 坡 的 知
己。据宋代的《冷斋夜话》
和《林下词谈》记载，绍圣
二年（1095 年）秋，朝云在
惠州歌咏《蝶恋花·春景》
一词。朝云一边弹琴，一
边婉转唱道：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
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
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
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
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
情恼。

根据“松石间意”琴上
“绍圣二年东坡居士”的题
字，朝云弹奏《蝶恋花·春
景》所用古琴很可能就是东
坡的“松石间意”琴。后朝
云早亡，东坡用“伤心一念
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
回忆了朝云生前弹奏《蝶恋
花》的场景，并用“终生不复
听此词”寄托他对朝云深切
的哀思，正如黄庭坚所写的

“朱弦已为佳人绝”。

近年来，惠州出现“古琴
热”，且热度持续攀升。爱好古
琴、学习古琴的人越来越多。

1月，岭南书院·丰湖书院春
节主题系列活动中的赏乐专场，
古琴隆重出场；2月，“不辞长作
岭南人——惠州元宵系列文化
活动之游园雅集”活动中，出现
了古琴的身影；3 月，“江山时
春”致敬苏东坡古琴音乐会在东
坡祠举行，气氛热烈；4月，古琴
名家李家安的古琴文化知识讲
座开展，现场座无虚席……今年
以来，古琴展演活动丰富多彩，
吸引不少市民群众参与，这一小
众艺术逐渐步入大众视野。

“我们明显感觉到，惠州古琴
文化氛围日渐浓厚！”惠州市古琴
学会副会长刘育诚对此有着切身
体会。2007年，刘育诚刚学习古
琴，难以找到专业的琴师名家，只
能远赴外地求学。近年来，随着惠

州知名琴社——罗浮琴社的兴起，
极大地推动古琴的“复兴”。“当时
琴社培育、聚集了上百名琴友，这
些人现在都成为惠州古琴领域的
中坚力量。”刘育诚介绍，据不完全
统计，目前惠州已有20多家大大
小小古琴相关行业机构。

伴随着古琴热潮涌动，惠州市
古琴学会于2020年底应运而生。
该学会会长钟庆辉介绍，自成立以
来，学会一直挖掘优势文化资源，
至少每个月举办一次交流雅集，还
会邀请古琴名家开展知识讲座；

“古琴进校园”活动备受青睐，先后
在多所学校开展公益课堂讲座，进
一步弘扬了古琴文化。

事实上，古琴在惠州也有比
较好的群众基础。刘育诚举例，
2021 年“家学・琴传”——古琴
世家全国巡演在惠州文化艺术
中心上演，“刚开始大家还很担
心，惠州市民能不能接受这种小

众、甚至是有点枯燥的音乐会。
没想到的是，演出时台下的观众
基本坐满，市民反响很热烈！”在
日常生活中，人们也经常看到古
琴的身影或元素。

“尽管古琴‘曲高和寡’的特
性难以改变，但相信会有越来越
多的人领略到古琴的魅力！”刘
育诚认为，经过时间耕耘，惠州
市民的音乐素养、艺术审美会不
断提高；另一方面，在保证古琴
艺术精髓的前提下，也可适当进
行创新改编，降低门槛。

接下来，惠州市古琴学会将
会挖掘发扬东坡寓惠古琴文化；
进一步“引进来、走出去”，邀请
更多古琴名家来惠交流切磋；与
更多的机构平台合作，开展古琴
艺术活动，“也希望政府能够加
强重视，支持古琴发展，让老百
姓在惠州就能感受到古琴艺术
的魅力！”钟庆辉介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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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走访 惠州助“高山流水”走进“百姓家”
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实习生 邓琳

文脉人物
斫琴师姜喜悦：

东坡古琴文化吸引我定居惠州
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实习生 邓琳

姜喜悦古琴制作坊内的所有工具，都是他亲手打造 王小虎 摄

姜氏古琴馆一角，俨然一个古琴博物馆 王小虎 摄

古琴文化活动丰富 王小虎 摄

在东坡祠内，“江山时春”古琴音乐会备受市民群众
青睐，现场座无虚席 惠州市古琴学会供图

惠州市古琴学会每月举办一次雅集 惠州市古琴学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