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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受访者提供（署名除外）

旷远沉和、延绵悠长的琴声随
着琴人的指尖轻拨，在古琴弦间奏
响，琴声袅袅，琴韵悠悠。在传统琴
人眼里，琴学不仅是一门技艺，更能
达到心平德和、修身养性之用。“独
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
知，明月来相照。”王维的一首《竹
里馆》，足见古时文人雅士在琴弦间
觅得心灵宁静、享受逍遥物外之趣，
引起了许多现代人的共鸣。

近年来，随着国学的复兴，作为
传统文化代表的古琴也备受推崇，
听古琴、习古琴成为人们寻找闲适
生活时光的方式之一。在众多的古
琴派别中，岭南派古琴独树一帜，以
“古逸正稚，刚健爽朗”的演奏风格
闻名于世。随着近年不少古琴学社
在广州纷纷出现，踏入琴社学习的
学员不分年龄和职业，在古琴研习
中放缓生活脚步，在静美的琴声中
提高审美情操。传承与研习岭南派
古琴，让更多人读懂古琴之美，也成
为城中一群琴人坚守多年的信念。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黄士 实习生 杨梓跃
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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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

古琴涉及指法和心法，指
法讲究演奏力度、节奏，而心法
则注重对琴谱理解以及乐曲旋
律的感悟。如果说演奏古琴的
乐声是有声艺术，那么从琴声
感悟人生，则是古琴带来的无
声艺术。“演奏时倾注个人感
情，则每一段琴声都是独一无
二的。”古琴爱好者梁虹说。

从小在广西深山长大的梁
虹在广州读书、工作，在她接触
古琴之前，只是在书本中对古
琴有初步的认知。一个偶然的
机会，梁虹开始跟随区君虹学
习古琴，多年后实现了古琴研
习从书本到实践的过程。在梁
虹看来，古琴入门并不难，但功
夫在琴外，在琴声中表示人文
思想、美学思想，甚至是弹琴者
精神层面的体悟，却极为不易。

梁虹记得：“试过连续四次弹

奏同一首曲，仅在最后一次弹奏的
瞬间顿悟了，真正领略到琴谱蕴含
的意境。可见对古琴的理解，与弹
奏者的生活阅历息息相关。”

岭南派古琴，以“剑胆琴
心”为琴脉主张。这是因为岭
南琴派一代宗师杨新伦自幼习
武，既是著名的古琴艺术家也
是武术家，“琴是内敛的，而剑
是外露的，一阴一阳的结合，令
杨老师开创了刚柔相济、剑胆
琴心的当代岭南琴派风格。”区
君虹说，他在授徒教学里，强调
演奏需融入自我理解、个人风
格，而非追求与老师同样的表
达。作为岭南派第八代传承弟
子，他始终坚持的是，“要延续
岭南派古琴整体一贯的风格，
但每一代琴人亦有不同的表
达、个人的风格，让古琴艺术的
发展更具多样性。”

创作源自生活，修补城市缺口

大学二年级时，天天搬到与广州美术学院仅一街
之隔的南亭村居住。这是一个有着 700 多年历史的
岭南村落，有着独特的人文气息，受到许多学生的喜
爱。然而，村里不少房屋年久失修，有些墙体出现破
损。居住在南亭村的天天无数次在学校和住所之间
穿梭来回。

转眼间三年过去，天天也要毕业了，他与小花
的故事便是从毕业作品开始展开。“着手制作毕业
作品前，导师建议我不要将作品局限于室内展厅，
从‘社区关系’出发去创作，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去表达艺术。”天天因此将目光投向自己生活
的南亭村，尝试用羊毛毡修补城中村里年久失修的
破损街角。

距离天天制作第一朵正式的小花已过去 5个月，
但天天回想起来仿佛就在昨日。“4月份，我在家中提
前将羊毛毡小花戳好，到了南亭村现场擦拭干净破损
处，用粘土填补损坏的洞，接着一点一点把绿色的羊毛
毡和彩色小花戳进黏土中，直到把黏土覆盖形成一片

‘草皮’，保护小花的根部。”
做好“花花补丁”后，天天也经常到现场检查、修补

小花，确保每一朵小花依旧保持生机与活力。一朵朵
鲜艳的小花盛开在裂开的墙缝之中，最终汇总成为天
天的毕业作品，在学校和南亭村集中展出，给老城带来
生机活力。

从学生到老师，由一个人到一群人

这一“种花”的行动有一个可爱的名字——“花花
补丁计划”。如今，这一计划吸引了众多同好者加
入，形成了一支越来越庞大的修补队伍。“他们来自
全国各地，成员有房东阿姨、老师、外卖员、志愿者、
同学等等。”

现在，毕业后的天天在正式工作前有了一个新的
身份，那就是一名业余的“老师”。在刚刚过去的暑
假，他在广州和顺德等地的美术馆内带领学生们一起
制作羊毛毡小花，通过教育的力量，将“花花补丁”带
出广州，走向更多城市的街头。

从被老师鼓励而创作毕业作品，再到自己以老
师的身份去教其它人“种花”——天天发现，种花的
队伍已从一个人变为一群人，他一如既往地坚持
着。“参与‘花花补丁计划’的人们会被称为‘小花
侠’，越来越多‘小花侠’的加入也使得项目变得更
加可持续。”天天目前偶尔还是会回到南亭村进行创
作，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种花的日常，跟年轻人一起
分享如何制作各式各样的小花，一同将“小花侠”的
故事延续……

转角遇到“花”，瞬间治愈人心。未来，“花”的
形式或许会变成别的载体，但“花花补丁”所产生的
那份温柔不会褪去。他表示：“这是一种美妙而励志
的行为，能鼓励在都市里奋力打拼的人，去迎接未知
的挑战。”

在都市中

清风拂袖过 弦音抚琴生

与古琴结缘
觅一片心灵桃源

用一朵花
城市“缺口”

郁金香、虞美人、马
蹄莲……在广州大学城
南亭村的街角巷尾，一
些特殊的羊毛毡小花悄
然盛放，走红网络。它
们“长”在道路的破损
处、石阶的缺口处、墙壁
的裂缝中，“种”下这些
小花的人，是今年刚刚
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雕
塑与公共艺术学院的学
生罗盛天，网友亲切称
呼他为天天。天天期盼
这些羊毛毡小花在修补
城市面容的同时，也能
够治愈来往人们的心灵
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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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花”种在石阶缺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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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长堤，老广再熟悉不过，毕
竟，有谁不曾去过“海皮”（广州人对
珠江岸边的称呼），但也许只是匆匆一
瞥，也许顾着欣赏对岸江景，真正的长
堤风华并不为太多人所知。这段短短
不足两公里的风景线，隐藏着这座城
市的旧日繁华，见证了广州的变迁，值
得我们再次驻足细品。

百年风情 气质犹存

老广的认知中，长堤曾经是旧日
广州最繁荣的临江商业中心，见证了
广州近代城市化的开始。现在常说
的长堤，西起人民桥，东至海珠桥，全
长约 1.6 公里。长堤毗邻珠江，来往
港澳水路通达，清末民初即商业活动
发达，不少外商、民间资本纷纷进驻，
不仅带来了车水马龙和衣香鬓影，一
时间各种中西合璧的地标建筑陆续
沿岸拔起，使这里成为了上世纪30年
代广州最富足、最时尚的地方。

如今再看长堤，尽管已没有了当年
的五光十色，身价地位也已被各种后起
的新城、CBD赶超，但它仍保有独特的
风华。西洋风格和岭南特色完美融合
的建筑虽已有岁月痕迹，但典雅韵味未
曾丢失。沿街骑楼依旧林立，临江步道
经过修葺后给与了行人更宽阔的活动
空间和游历视野，沿江舒展的大榕树，
更为这段路增添了几分悠然。

也许你会在不少经典建筑前发现
路人的打卡身影，毕竟这里独具民国风
情的景点太多了，随处看都是一处值得
考究的历史文物。从爱群大酒店出发，
这栋称霸广州最高建筑30载（1937－
1967 年）的三角熨斗造型建筑，可是广
州第一幢钢框架结构的高层建筑，不仅
借鉴了纽约“伍尔沃斯大厦”的设计手
法，还在哥特式复兴风格中融入岭南建
筑风格。如今无论谁经过，都会不经意
仰头，甚至掏出手机拍个全貌。

往前走两步，就到达人民南路和
沿江西路交界处，两座极具年代感的
建筑物赫然出现在眼前，它们就是被

老广称为“姊妹楼”的新亚大酒店和新
华大酒店，前者曾是中华全国总工会
劳动学院旧址，后者拥有一线江景，是
典型的骑楼式建筑，当年深受华侨、港
澳商人喜爱。如今这两栋建筑都年代
感十足，但奇异的是旧楼虽旧，却从不
乏新人致敬，只要看看两栋建筑物附
近的人行天桥，就能看到不少商业外
拍的团队在取景。

走过了人民南路路口，一连三座
网红打卡点映入眼帘。最先遇到的
是南方大厦，这是我国第一家设有直
通楼顶车道的百货大楼；然后是建成
于1916年的广州邮政博览馆，以及广
州人俗称“大钟楼”的粤海关大楼。
这座中国最早兴建的新式海关建筑，
采用了欧洲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如
今钟楼内仍然安放有目前中国罕见

的、保存完好的全机械传动式立钟。

不复喧嚣 仍有烟火气守候

除了拥有无可复制的百年民国风
情，在 20世纪末期，长堤还以有名的
夜经济吸引着八方来客。只可惜随
着时代变迁，长堤酒吧街进行了整
改，到了如今，酒吧街已经人去楼空，
夜夜笙歌也归于平静。但是千万不
要以为这里就一派落寞冷清，实际上
还有各种各样的餐饮食肆，在坚守着
长堤的烟火气。

譬如说最近刚斩获米其林一星的
海鲜餐厅老店信记。30多年来，从街
面大排档到深巷内的街坊食堂，信记
始终用人情味征服老广味蕾：古旧的
装修风格，经典粤菜菜单，里面的服
务员也是亲切的阿姨大姐，不但算账
用算盘、点单靠手写，还会不时提醒
你用餐分量，不要浪费。至于他们家
的招牌菜如姜葱炒肉蟹、南乳肉、酱
爆蛏王、节瓜煲淋筒骨也是数十年如
一日出品稳定。

如果在粤海关大楼打完卡，你会
发现临江边有一座独栋的四层半小洋
房，顶层为中式四檐滴水，在长堤开阔
的观景带可谓是“遗世独立”。原来这
座建筑是“塔影楼”，因为楼房毗邻珠
江，江水倒影似塔，所以得此名。如今
这里一楼已经改造成咖啡馆，并提供
西餐简餐，走累了可以在里头坐坐，欣
赏江景之余吹吹江风，补充体力。

物转星移，时代更替，长堤曾经
的流光溢彩蜕变成今天的优雅淡然，
无损我们再度造访的兴致。这段路
承载着广州百年历史的点点滴滴，将
永远在广州人心里保有一席之地。

一方桐木，七根丝弦，自有
一番天地。在广州岭南天虹
琴馆，年过七旬的广东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岭南派）
代表性传承人区君虹以一曲清
雅高古《玉树临风》，讲述自己
对岭南派古琴的独特理解。集
古琴操缦、修复、斫制技艺于一
身的区君虹，曾总结其近半个
世纪对古琴研究与实践的心得
成果，撰写了《岭南琴韵——区
君虹古琴艺术》一书并于今年
七月正式出版，令岭南派古琴

艺术在当代的传承更加“有序、
有据、有理”。而多年来他更培
养弟子及再传弟子、学员过千
人，令古琴艺术的影响力不断
扩大。

“希望通过教学、著书等手
段，令岭南古琴艺术为更多人
所识，生生不息，创新发展。”谈
到岭南派古琴传承，区君虹深
有感触。“历来文人雅士是古琴
研习传承的主体，爱好古琴的
群体过去以男性为主，他们弹
琴论道，雅集结社，面对面的传

习必不可少。但时至今日，参
与古琴学习的人数不断增多，
年龄跨越多个层次，如今在岭
南天虹琴馆学琴的学员以知识
女性居多，学习的方式也更多
种多样。”他认为，男性与女性
在演奏古琴时各有优势，男性
的演奏刚强有力，而女性心思
细腻，能更好理解曲谱的含义，
呈现深远的意境；女性群体成
为古琴学习的中坚力量，也体
现了时代的进步。

近年，随着“古琴热”的风

潮兴起，越来越多都市人习琴、
听琴。在区君虹看来，要通晓
岭南古琴各方面的知识，需要
研习者保持长年累月的坚持与
热爱，同时对其它中国艺术能触
类旁通，才能走到古琴修习的金
字塔顶端。“但对于普通学琴者
而言，只要能领略到古琴学习的
乐趣，提高欣赏水平、达到修心
养性的效果便已足够。从普及
岭南古琴非遗文化的层面而
言 ，这 是 一 种 令 人 欣 喜 的 现
象。”区君虹说。

古筝响亮明快，二胡如泣如诉，琵
琶锋芒毕露……同为中国传统乐器，
古琴的乐声却大有不同，吟、猱、绰、注
的指法不动声色地控制琴弦，弹奏出
含蓄清远的琴声，象征翩翩君子的礼
雅之风，这也决定了古琴不适合与其
他乐器合奏，而适合在琴声中来一段
与自我心灵的对话。

从小跟随父亲区君虹研习古琴的
区宏山认为，古琴被称为“中国人的心
灵音乐”，它融合了儒释道文化“中和”

“清远”“觉照”的人文底蕴，抚者平心
而静气，听者宁静而致远，是一种优雅
静心的艺术形式。“古琴弹奏需要平和
的心境，以充满意境的曲乐调和身心
状态，将专注力集中于指尖，将所有思
绪凝聚在琴曲中，让身心处于放松、自
由的状态。”这种源自内心的平和宁静
的精神状态，正是不少都市人爱上古
琴的原因。

多年前，一曲《凤求凰》勾起了黄

淑仪对古琴的兴趣。“可能有些人第一
次听到古琴琴声，会觉得乐声低沉，节
奏缓慢，与现代乐曲风格相差甚远，但
如果你能沉下心来欣赏，会发现古琴
艺术的博大精深。”原本从事会计财务
工作的黄淑仪在慢慢接触古琴后，被
宁静、古谧的琴声打动，认为抚上一
琴，可使人入静，在潜移默化中感悟琴
曲的意境。她说：“多年的研习让我对
传统乐器的认知和欣赏水平也得到提
高。”经历了手指磨到出血的学琴历
程，如今她已成为了岭南天虹琴馆的
资深古琴教师。

沐浴、更衣、盥手、焚香……弹奏
古琴自有一套“仪式”。区宏山说：

“古人在演奏时会完成这一系列仪
式，相当于将自我与外界的烦扰隔
绝，让身心完全投入至古琴演奏中。”
如今，研习古琴者在演奏前仍常盥
手、焚香等，这也是洗涤心灵的小小
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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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君虹（右）、区宏山（左）父子
切磋琴艺与剑术 唐伟峰/摄

黄淑仪与古琴结缘

区君虹致力于岭南派古琴
的传承与发展 唐伟锋/摄

区君虹（中）向弟子们传授古琴弹奏技巧

重
游读

懂百
年
长
堤

旧
日
繁
华

转角遇到“花”

广州人俗称“大钟楼”的粤海关大楼

带
有
浓
浓
时
代
气
息
的
建
筑
物
，
成
为
游
客
打
卡
热
点

伫立在长堤边的爱群大酒店，曾经是广州的第一高楼 新华大酒店 长堤一带尽享一线江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