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琴丛谈》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古琴丛谈》

13位ISBN编号：9787807132097

10位ISBN编号：7807132094

出版时间：2006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作者：郭平

页数：21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古琴丛谈》

内容概要

在高山之巅聆听万壑松风，在流水之侧沉思生命与时光的涵义。秋风乍起，飞鸿掠过高爽清澈的天空
；静寂轻寒的良夜，独坐幽篁，万籁有声。晨曦微现，樵人已肩着柴禾踏着露水走下山冈；渔舟还载
着微醺的渔人随流漂荡。春花烂漫之时，有无限的希望在琴人眼中呈现；雪落空山之际，剡溪会友的
念头却在心中消解⋯⋯
　　古，距今远矣，距时尚远矣，是时间的概念，但更是心理的一种时间尺度。好古之人，爱琴之人
，不肯随波逐流，不肯相信时间可以改变永恒的美。他们固执地坚守着，心里充满悲愁，也充满欢乐
。众人以为自己是明智的，因为他们现实；好古之人也以为自己不糊涂，因为他们有固执的梦想。到
底是谁超越了生的病痛和烦恼，各有各的标准和道理。执着于古的人们，当然是迷恋被时间之浪淘洗
之后留存下来的精华，以为它们的美得到了肯定，它们已经具备了不朽的证明，想把超越依托于这种
不朽，可是这与当下的眼光不合。现在的人不爱它们，于是，古便被当下抛到了一旁，而爱古的人却
正因此而超越了时俗。

　　作为历史文化遗存，古琴堪称博大精深，美不胜收。它由历史上那些美丽的心意创造而出，并与
爱美的中国人相伴千载，成为不朽。琴积淀了那么多，却又似乎总是不言不语，从来也没见琴大声喧
哗过，没见哪个琴人籍琴而腾达过。古琴有些像磊磊山岩上的一株孤松，有些像杳然出岫的一朵孤云
，有些像不舍昼夜奔流的大河，也有些像寻常之人一张诚肯质朴的脸。它的悲恸、欢乐与盼望，都以
朴荗的方式述说，以从容的态度存在，如同无限蕴含的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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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丛谈》

书籍目录

自序良材美斫说器琴音特色  琴之“九德”弹琴的讲究琴对谁弹——说知音陶渊明与无弦琴说古琴之
“古”说古琴之“清”古琴谱的文化解说——兼说打谱古琴指法之美琴曲题材传统琴曲的音乐特征说
风格——琴的总体品格与流派风格“声多韵少”与“韵多声少”——早期琴曲与晚近琴曲手法差异说
不尽的管平湖怎样进入古琴世界——兼说琴的现代传承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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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丛谈》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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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丛谈》

精彩书评

1、买CD来听有10多年的历史，但文字的东西可能有也仅限于林妹妹的描述了。单看琴谱实在是外行
人的劫难更何况如我般不辩音律的乐盲。不过，实在是很想多了解些这个传统文人重要要素到底有怎
样的来龙去脉。在书店里第一眼就被封面上的端庄凝重的“古琴”二字定住，再看看里面的平淡近人
的目录，古色浓重且选图品格清高和文字搭配的相得益彰。这样的书是适合拿来做入门教材的，而关
于古琴，是该从最基础的工作开始，毕竟现在能跟它沾边的不是少数人，是少而又少的极少数人。很
多人爱慕它高逸清远的品格却苦于遍寻无门。如今门是找到了，便得陇望蜀的想着能够多有些小现场
的欣赏会，太奢侈了吧。
2、对古琴发生点兴趣，本来是想在网上挑一本入门书，看到封面感觉不错就买了。看了感觉挺好，
作者写得挺有见地，尤其对于人品和琴品的分析，让我欣赏和佩服。现在我很想学古琴。
3、书中有一篇写的是陶渊明与无弦琴，作者做出一番符合逻辑的推测，最终得出一个结论：陶渊明
可能是有一次喝大了，所以拿来无弦琴弹奏，看到这里我忍不住笑了。郭老师啊郭老师，我本怀着卑
微的想法，窃想，这陶渊明不会是喝醉了才这样的吧，果真你就写出来了，呵呵，看来，“英雄所见
略同”啊~~~~
4、当时是很想学古琴，于是找来一本入门读物作粗浅了解读了之后觉得很适合对古琴的形制、渊源
、文化背景和象征意义等等都有很好的介绍。对想了解古琴的人很适合。非常喜欢，精读之后送给了
同样爱书的朋友。
5、我的音乐素养，不谦虚地说，基本上为零。所以买下这本书来读，根本就是附庸风雅。纵然如此
，这本书仍是能吸引我饶有兴味地读完。首先，装祯就不错。序言里讲的故事也颇感人。对琴有详尽
的介绍，文笔亦不错，适合我这种门外汉。对琴的教育困境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也有见地。作者极为
推崇管平湖先生其人其艺，让我想进一步附庸风雅，去找管先生的琴曲来听。总之，这是一本是爱琴
之人写的爱琴之书。读完此书，将自己的QQ签名改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这种行为，基本上
，叫做YY。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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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丛谈》

章节试读

1、《古琴丛谈》的笔记-第1页

        正在初学古琴的人，买来细读，作为相关知识补充和入门，边学边看，很有收益

2、《古琴丛谈》的笔记-第193页

        仁人孤独，君子固穷，古今中外，一切高雅的艺术，深邃的精神都是孤独的

3、《古琴丛谈》的笔记-第72页

        琴的声音那么小，意思那么淡，那么深，非静听深思不能得其旨趣，谁耐烦得了！

4、《古琴丛谈》的笔记-第195页

        其次，要阅读一些基本的勤学文献。这里介绍几种：
一、宋代成玉磵的《琴论》
二、明代徐上瀛（徐青山）的《溪山琴况》
三、现代顾梅羹的《琴学备要》
四、嵇康的《琴赋》和《声无哀乐论》

（每点后都有小介绍，此处略过，看时查书：） 

5、《古琴丛谈》的笔记-第77页

        说古琴之“清”

“古”是琴的一种境界，但它还不是琴的最高境界。琴的最高境界是“清”。对“清”的讲求，不仅
在中国古代音乐领域常见，它也是其他中国艺术门类共同追求的境界，极富中国特色。

“清”要细说起来，并不简单。因为它的内涵始终有变化。在先秦时期的各家有关音乐的著述中就提
到了“清”，只不过这时的“清”还没有与审美意义相联系。它的意思，多半是声音高低之“高”。
孔子和老子都没有从“清”的角度说音乐。《庄子·天地》中有一段文字提到了“清”，且与音乐有
一些联系：

夫道，渊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得无以鸣。⋯⋯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
；无声之中，独闻和焉。

这里说的是“道”的清澈。作为无处不在的“道”，它会在所有的事物中显现。比如乐器，若不得清
澈纯净的精神，便不可能发出美好的声音。不过，这里的“清”的哲学含义明显多于审美含义，与他
提倡的“无为”、“素朴”一样，都是庄子哲学理想境界的要素。但尽管如此，它已经非常接近审美
的乐论了。后代音乐境界的“清”，也包含着人格、世界观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艺术审美总是不脱
离这些精神要素的。

《荀子·乐论》中有这样一段话：

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
仰周旋有似于四时。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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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丛谈》

相乐。

这里说得是音乐作品受天地“清明广大”之气影响，又转而以艺术的方式影响人的心志，使其“志清
”。这里面，人的作用极大，因为是人实现了这种转化。人通过音乐传达出内心与天地正气一致的精
神品质。音乐不仅有“乐心”、使“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的作用，更是一种伟大的理想，希望以音
乐的手段实现“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的大目标。

先秦时期最重要的音乐美学著作《乐记》也表达过与此相同的意思，而且将“清”与个人品质相联系
：

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
正直清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

看上去这里说的是具有不同气质、品格的人适宜于歌不同风格的诗。细一看，却发现所谓“宽而静、
柔而正”、“广大而静、疏达而信”、“恭俭而好礼”、“正直清廉而谦”、“肆直而慈爱”、“温
良而能断”其实区别不大，基本上是同一类型的美好品质。要细微地区别这些歌者，只有从他们分别
擅长的歌诗风格来分析。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这里的“清”有着正直而脱俗的含义，因
为《诗经》中的《风》多为民间质朴的歌吟，“脱俗”之“俗”，可以看成是礼乐的秩序。因此，适
合歌唱《风》的歌者，大概是个性突出、多一些逸情逸兴的人物。这种意思在《乐记》中虽未展开细
说，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分析，对其中“清”的内涵有所了解。

从人的角度说，一言以蔽之，“清”意味着正直而脱俗。如果在先秦著述中翻检与“清”有关的言论
还比较费事的话，到了魏晋，却是随手翻看，尽皆“清”风了。

汉末以来，人物品评之风大盛。论人物风采，“清”算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准。这种品评风习延至《世
说新语》，已经由汉代带有不少社会功用意识转而倾向审美品鉴了，而原先的道德评判，被包含进了
审美品鉴之中。这时期的诗歌也好，写这一时期人物的品评文字也好，只要是说人的境界格调，似乎
不带一个“清”字就不成词语。你看：“清简”、“清伦”、“清出”、“清约”、“清壮”、“清
虚”、“清悟”、“清远”、“清真”、“清贞”、“清警”、“清静”、“清和”⋯⋯不胜枚举。
德行、言辞、形象、智力、思想等等方面，无不要与“清”挂上钩才好，否则，再如何正直、聪慧、
漂亮，究竟还是俗人一个。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是一个政治黑暗民生痛苦的时代，却如鲁迅先生指出，是一个人的自觉和文的自
觉的时代。这一个时代出了不少特立独行、才华横溢的名士。这些名士以“竹林七贤”为代表，在思
想、行为、艺术创作各方面都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而若要以一个词概括这一时代名士风貌，
则非“清”不可。

“清”是内在的、智性的品质。这种品质不仅使魏晋士人在污浊之世中清醒地保证自己的性命和精神
，使精神远离污浊，同时也以“清”清楚地超越了自己行止上的、此时人特有的疯狂。大家都熟悉竹
林名士的一些放浪形骸之举。如果说在这个特殊时期，惊世骇俗的疯狂也算是对痛苦的超越的话，那
么，内在的或是由内而外显现的“清”则是更高、更纯净、更自由辽远的超越。

五代这一时期的名士中，以琴名世的不少，阮籍、嵇康更是琴史上的一流人物。阮籍《清思赋》一文
，集中描述“清思”之美，这是一种寂然无欲却又清新生动的思想；嵇康《琴赋》一文，说琴材的生
长环境，说琴的品格琴人的品格、琴声所传达的精神，也可以一个“清”字概括。他们的乐论由琴言
说，其中“清”的概念，很明确是精神的超逸高远。他们的追求因为精神的深邃高远，所以它是哲学
的；又因为与琴与音乐有着不可或分的关联，因而又是审美的。所以

嵇康要说：“齐万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

Page 7



《古琴丛谈》

激清响以赴会，何弦歌之绸缪”；“愔愔琴德，不可测兮。体清心远，邈难极兮。良质美手，遇今世
兮。纷纶翕响，冠众艺兮。识音者希，孰能珍兮？能尽雅琴，惟至人兮。”

“清”，是邈远空明的天地精神，又是名士心灵的质地。“清琴横床，浊酒半壶”，是清琴连接了苦
难之中的人和那纯净无限之光。天地自然、道、人之“清”因琴而统一融和了。

魏晋以后，弹琴的人们说起“清”来，似乎总要与魏晋名士的品格相联系。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清
夜琴兴》诗这样写道：

月出鸟栖尽，寂然坐空林。

是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

清泠由木性，恬淡随人心。

心积和平气，木应正始音。

响余群动息，曲罢秋夜深。

正声感元化，天地清沉沉。

“正始音”，指的便是阮籍、嵇康这些魏晋名士所代表的精神。白居易这首谈琴的诗，通篇说的是“
清”的精神。他把“清”的构成说得相当全面。分析起来，“清”的精神需要符合这几方面的条件：
一是环境要清静，月出鸟栖。这样，天地精神才能显现。二是琴须是木性清泠的素琴。三是弹琴者心
境要闲静，寂然兀坐，恬淡和平。但这种恬淡和寂静不是心如槁木，而是在纯净之中遥接正始名士的
孤傲。如此才能真正地与天地正气相应合。

弹琴是一项艺术活动，需要有高明的技艺支持，否则，什么人都有可能达到“清”的境界而不一定琴
人。由琴乐谈“清”，是说由琴而达到、表现出的“清”。因此，“清”的境界能否实现，归根到底
还要看琴人究竟把琴弹成个什么样子。魏晋时以“清”论乐，对于人格精神天地精神比较重视，这与
当时人迫切于安妥精神有关，指法技艺等方面还未得到充分的重视。随着琴乐艺术的发展，音声、手
法、技艺等更纯粹的音乐问题逐渐与“清”的审美要求联系起来，这是音乐艺术、音乐作品发展到一
定水平的必然结果。唐代薛易简说：“弹琴之法必须简静，非谓人静，乃手静也。手指鼓动谓之喧，
简要轻稳谓之静。”（见《琴书大全·弹琴》）这里所谓的简静与手法单调不是一个意思，而是大气
、凝练、化繁为简的高境界。宋代范仲淹也说：

盖闻圣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大乎哉！秦作之后，礼乐失驭，于巧以相嗟乎，琴
散久矣！后之传者，妙指美声，尚，丧其大，矜其细，人以艺观焉。皇宋文明之运，宜建大雅。东宫
故谕德崔公其人也，得琴之道，志于斯，乐于斯，垂五十年。清静平和，性与琴会。著《琴笺》，而
自然之义在矣。某尝游于门下，一日请曰“琴何为是？”公曰：“清厉而静，和润而远。”某拜而退
，思而释曰：“清厉而弗静，其失也躁；和润而弗远，其失也佞。弗躁弗佞，然后君子，其中和之道
欤？”（《与唐处士书》）

弹琴以巧细相尚，炫技逞能，不仅心不“清”，手亦不“清”，因此遭到批判。但应该指出的是，高
超的技艺并不一定是清远之思的敌人，并不一定与“道”相左。而以拙劣粗陋的技巧求高蹈超拔之致
，却是自欺欺人之说。要做到“清厉而静，和润而远”，除了要有心斋坐忘的修为，除了胸襟气度的
清朗，手法技艺的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一般来说，技艺越高明，抚琴遣心才会更有分寸。这
个道理，宋代朱长文在《琴史尽美》中就说得很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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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丛谈》

昔圣人之作琴也，天地万物之声皆在乎其中矣。有天地万物之声，非妙指亦无以发，故为之参弹复徽
，攫、援、摽、拂，尽其和以穷其变，汲之而愈清，味之而无厌，非天下之敏手，孰能尽雅琴之所蕴
乎？

也就是说，琴的包括“清”在内的一切美好境界，都需要精湛技艺的支持。妙指与调心不是矛盾的。
如果有人舍本逐末地玩弄、迷恋技巧，那是他自己的、人的问题，而不是技巧本身的过错。

魏晋士人将“清”提到了一个极高的标准，它成为中国文化清流的一个基本的指标。如果说这时期的
琴乐文献积累还不够多、技艺上还没有达到巅峰的话，其后则渐渐臻至丰富。琴乐的文献渐积、技艺
日增、流派纷呈，对于许多具体的琴乐问题探讨起来就有了扎实的基础。

明代徐上瀛的《溪山琴况》是古琴美学的集大成之作。在琴史上影响甚巨。这本书仿唐代司空图《二
十四诗品》之例，概括出了二十四琴况，即：和、静、清、远、古、淡、恬、逸、雅、丽、亮、采、
洁、润、圆、坚、宏、细、溜、健、轻、重、迟、速。其中的“清”况，是对琴之“清”说得较充分
细致的文字：

一曰“清”。语云：“弹琴不清，不如弹筝”，言失雅也。故“清”者，大雅之原本，而为声音之主
宰。地不僻则不清，琴不实则不清，弦不洁则不清，心不静则不清，气不肃则不清：皆清之至要者也
，而指上之清尤为最。指求其劲，按求其实，则清音始出；手不下徽，弹不柔懦，则清音并发；而又
挑必甲尖，弦必悬落，则清音益妙。两手如鸾凤和鸣，不染纤毫浊气；厝指如敲金戛玉，傍弦绝无客
声：此则练其清骨，以超乎诸音之上矣。

究夫曲调之清，则最忌连连弹去，亟然山涛，幽然谷应。始知弦上有亟求完，但欲热闹娱耳，不知意
趣何在，斯则流于浊矣。故欲得其清调者，必以贞、静、宏、远为度，然后按以气候，从容宛转。候
宜逗留，则将少息以俟之；候宜紧促，则用疾急以迎之。是以节奏有迟速之辨，吟猱有缓急之别。章
句必欲分明，声调愈欲疏越，皆是一度一候，以全其终曲之雅趣。试一听之，则澄然秋潭，皎然寒月
，此一种清况，真令人心骨俱冷，体气欲仙矣。

徐上瀛在规定“清”的重要条件“地不僻则不清，琴不实则不清，弦不洁则不清，心不静则不清，气
不肃则不清”、承认内心修为之于“清”的重要性之后，马上强调指出“指上之清尤为最”，表明他
所谓“清”的境界，主要还得由“妙手”获致。他所说的“清音”主要是指弹奏之下琴发出的音质。
“指求其劲，按求其实”，是说右手弹弦要有力，左手按弦要坚实。要进一步做到“清音益妙”，右
指之劲力还应“挑必甲尖，弦必悬落”。按照他的意思，出音坚实、清脆便是“清音”，手法必须简
劲。如果“傍弦挨抚”（《大还阁琴谱》语），将得来模糊浑浊之音。这段文字中有一段话值得细析
：“故欲得其清调者，必以贞、静、宏、远为度。”也就是说，“清”的内涵中还包括“贞、静、宏
、远”之意，“贞、静、宏、远”是“清”的必要补充。那么，“贞、静、宏、远”又是什么呢？在
《溪山琴况》中，“静”、“宏”、“远”都是一况，这就给了我们认识的条件。兹录于下：

一曰“静”。抚琴卜静处亦何难？独难于运指之静。然指动而求声恶乎得静？余则曰：政在声中求静
耳。声厉则知指躁，声粗则知指浊，声希则知指静。此审音之道也。盖静由中出，声自心生。苟心有
杂扰，手指物挠，以之抚琴，安能得静？惟涵养之士，淡泊宁静，心“清”中是含“静”的，而静并
非无声，徐上瀛无尘翳，指有余闲，与论希声之理，悠然可得矣。所谓希者，至静之极，通乎杳渺，
出有入无，而游神于羲皇之上者也。约其下指工夫，一在调气，一在练指。调气则神自静，练指则音
自静。如爇妙香者，含其烟而吐雾；涤岕茗者，荡其浊而泻清。取静者亦然。雪其躁气，释其竞心，
指下扫尽炎嚣，弦上恰存贞洁。故虽急而不乱，多而不繁。渊深在中，清光发外，有道之士当自得之
。

一曰“远”。远与迟似，实与迟异。迟以气用，远以神行。故气有候，则神无候。会远于候之中，则
气为之使；达远于候之外，则神为之君。至于神游气化，而意之所之玄之又玄。时为岑寂也，若游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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嵋之雪；时为流逝也，若在洞庭之波。倏缓倏速，莫不有远之微致。盖音至于远，境入希夷，非知音
未易知，而中独有悠悠不已之志。吾故曰：“求之弦中如不足，得之弦外则有余也。”

一曰“宏”。调无大度则不得古，故宏音先之。盖琴为清庙、明堂之器，声调宁不欲廓然旷远哉？然
旷远之音落落难听，遂流为江湖习派，因致古调渐违，琴风愈浇矣。若余所受则不然：其始作也，当
拓其冲和闲雅之度，而猱、绰之用必极其宏大。盖宏大则音老，音老则入古也。至使指下宽裕纯朴，
鼓荡弦中，纵指自如，而音意欣畅疏越，皆自宏大中流出。但宏大而遗细小则情未至，细小而失宏大
则其意不舒，理固相因，不可偏废。然必胸次磊落，而后合乎古调。彼局曲拘挛者未易语此。

强调说“政在声中求静耳”，声得之于指，而运指之静是“独难”得到的。指上之静，根本还在于心
、气、神之静，如若能在调气、练指两方面都下功夫的话，则指法的急缓繁简都不会妨碍“清光发外
”。至于内在的“清”究竟如何，“静”况中自有说明：“淡泊宁静，心无尘翳“至静之极，通乎杳
渺，出有人无，而游于羲皇之上者也。”前者指出琴人品格之清朗，后者则着重琴人神思之清远了。
“清”与“远”是最易发生关联的，这在魏晋乐论中便时有反映。而以“宏”说“清”，则较为独特
。但他对“宏”的基本意义的解释是“廓然旷远”，既然“宏”最终的指向是“远”，那么“宏”用
以说“清”也便是很恰当的了。值得注意的是“宏”还有声音宏大之意，包括猱、绰这些最基本的左
手指法也要求大的幅度、大的声响。如果“宏大则音老，音老则入古”的说法有点牵强或费解的话，
那么他接着的解释“至使指下宽裕纯朴，鼓荡弦中，纵指自如，而音意欣畅疏越”则比较清楚地追加
说明了“宏大”的内涵。它不仅是音量的，更是胸襟气度的，而胸次磊落、冲和闲雅的气度，当然是
“清”的一层基础或内容。

“清”是徐上瀛琴况中极重要的基本的内涵，其它各况中都多少与“清”这一品格、境界有关，如“
古”、“淡，，、“逸，，、“雅”、“丽，，、“亮，，、“洁，，、“坚”等，都无非是指明琴
应当具备的淡泊、古雅、超尘脱俗的格调境界，其中“逸”况表现得最为显著：

一曰“逸”。先正云：“以无累之神合有道之器，非有逸致者则不能也。”第其人必具超逸之品，故
自发超逸之音。本从性天流出，而亦陶冶可到。如道人弹琴，琴不清亦清。朱紫阳曰：“古乐虽不可
得而见，但诚实人弹琴，便雍容平淡。”故当先养其琴度，而次养其手指，则形神并洁，逸气渐来。
临缓则将舒缓而多韵，处急则运急而不乖，有一种安闲自如之景象，尽是潇洒不群之天趣。所为得之
心而应之手，听其音而得其人，此逸之所徵也。

把这段文字并入“清”况，应该也是非常合适的，尤其在人格气度方面，“清”、“逸”两况完全可
以相互作注。而在古汉语词汇中，“清逸”本身就是一个常用词。这是一种孤独、清奇的精神，正中
汉代王充所说：“歌曲弥妙，和者弥寡；行操益清，交者益鲜。”（《论衡讲瑞篇》但这是自我选择
的孤独，其间既有忧伤，更不乏喜悦和幸福。

琴是一门需要技艺完成的艺术，境界的实现，需要具体工作完成。“清”作为一种内在的气质和精神
境界，亦需要琴人在具体抚弹过程中完成。而且，对于与弹琴有关的各方面因素都有要求。清代王善
在其《治心斋琴学练要总义八则》中说及“清”时指出：

清者，地僻，琴实，弦紧，心专，气肃，指劲，按木，弹甲。八者能备，则月印秋江，万象澄澈矣。

话说得虽简单，实则相当讲究，相当准确而全面。“地僻”是对环境的要求；“琴实”是对乐器的要
求，琴人都是择琴而弹的，并非所有的乐器都能弹出“清音”，琴不合适内在气质，再“清”也未必
能弹出“清”音来。管平湖先生一生经眼过手的好琴可谓多矣，但弹得最多的，仅“清英”而已。“
弦紧”之说，不弹琴的人或许不容易体会，需要多说几句。古人弹琴，并没有现代乐器演奏的标准音
的概念，通常，每一张琴都有适合它的定弦，因此，弦的松紧是不一样的。一般说来，弦松一些，弹
起来也容易，心思放松；而若弦较紧，左右两手的力度都要加大，尤其右指弹弦，心、手都会比较劲
挺。心、手劲挺，心气自然接近清拔，松软则接近淳厚甚至柔腻。据管平湖先生的弟子郑珉中先生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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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管先生的“清英”琴，其弦甚紧，一般人左手按弦都会觉得抗指，可见，管先生琴格之清，与弦
紧也是有关系的。“心专”、“气肃”指的是弹琴者的心态。“心专”容易理解，“气肃”之说却是
很有些与众不同的。通常，对弹琴者心态的要求都是从容和缓，亦即“松”，而“气肃”却要求弹琴
者有严正、凛冽的心态，这与“清”的不同流俗的孤傲清高显然是一致的。“指劲”指的是右手指力
的坚实劲挺、干净利落，不可挨抚含糊、出浑浊之音。“按木”、“弹甲”分别对左右手提出要求，
与“弹欲断弦，按令人木”是一个意思。

“地僻，，、“琴实”、“弦紧”、“心专”、“气肃”、“指劲”、“按木，，、“弹甲”，寥寥
十六个字，却把弹琴得“清”的要旨概括得相当全面，如果结合更深微的综合素质，可以说便将“清
”与琴的关系完全说明白了。

“清”与“浊”相对，是艺术的一种境界和讲求，更是人格的自许和规范。它需要技术的支持，更需
要品格的支撑。这是对俗世的疏离和超越，是对功名利禄的放弃，是对自然、大道的喜好，是对美好
事物的追求，也是物我两忘的超脱。因此，它又往往与“空”相应对。这个空，不是意义的缺失，不
是全然地懈怠，而是远世俗近自然、近自我的一种平静与欢喜，是沉醉与忘却，是对最美好事物的大
牵挂，又是对既往追求的大解脱，是大彻大悟。它的空，是精神的纯净。所谓“静故了群动，空故纳
万境”，“清”与“静”、“空”紧密相关，它是以洗练、明净来表达丰富与深厚的。

中国古代艺术与思想体系关系密切，特别是儒、释、道三大体系。琴曲有空明澄澈之境，这似乎与释
禅的入定、彻悟相似，但它更近道教的归真返根。佛教说到底，是一种智慧体系，日常注重的是明心
见性的自我心理调适，通过内省，通过自我心理体验和暗示，达到空明澄澈辽阔无碍的境界。它对物
的依赖较少，对有限肉身的命运并不计较。而道教则既注重心理的自律调适，也看重肉身的价值。所
以，道教要养气养身，而这种对生命的看重，又和大自然相关联起来。道教不仅把人体看成类同于生
生不息的、无限永恒的大自然一样是一个宇宙，更“功利”地去亲近自然山水。而这样的方式，恰恰
满足了那些看轻荣名、企求自由逍遥的士大夫。依山傍水，饮酒烹茗，莳花吟诗，抚琴弄鹤。个人功
名、社会责任已被当成庸俗的背负被抛弃，大自然无有穷尽的美丽正有待士人享用。这种享受和快乐
，是需要表达的，乐中述乐，本身就是一种快乐，因为它既满足了心理，又滋养了气脉，身心双修。
容颜行止、日常经营的艺事，又成为一种高雅的生活态度和方式。何乐不为？
琴的最高境界之一，是清，这个清，应该有不同的涵义，既有儒家之清，如桓谭《新论》所说：“琴
者，禁也。古圣贤玩琴以养心，穷则独善其身，而不失其操，故谓之‘操’；达则兼善天下，无不通
畅，故谓之‘畅’。《尧畅》经逸不存，《舜操》其声清以微，《微子操》其声清以淳，《箕子操》
其声淳以激。”又有道家清洁、自由之清，佛家空明澄澈之清。不同的琴曲题材、不同性情修养的琴
人，其“清”的内涵有着不同的表现。对于以艺求道的琴人来说，我们有时是很难将他们归入哪一体
系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内涵都浑融地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中，积淀于他们的人格中，又以美的
形态，浑融、丰富地表现于他们的琴音中了。

Copy自豆友，谢谢

6、《古琴丛谈》的笔记-一

        《琅嬛记》“遇大风雪独往峨眉。酣饮，著蓑笠入深松中，听其声，连延悠扬者伐之，妙过于桐
”
桐木与杉木的优点：震动型号，容易取音；性质稳定，不易变形；不静不喧，中和雅致。
音声有九德：清圆匀静，人力或可强为，透润奇古，则出于天定。
唯木鱼、鼓腔晨夕近钟鼓，为金声所入，最好。
琴面松透为阳，琴底坚实为阴
削桐为琴，绳丝为弦。

7、《古琴丛谈》的笔记-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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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忙忙碌碌，熙来攘往，无非要顺应潮流，与众共醉，与世浮沉，大家都明白，这就是命，要
顺命，否则便得不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只能在生活的边上两手空空，满心褴褛地发呆，别人见了，以
为你莫非有病。

8、《古琴丛谈》的笔记-第193页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9、《古琴丛谈》的笔记-第103页

        浓艳悦耳，世人多喜，淡泊宁心，知者自得

10、《古琴丛谈》的笔记-第36页

        以前看到这段总怪怪的，前八十回没弹过琴的黛玉开谈琴者禁也，若真有这样见识，秋夜题帕段
子可能要被弹曲秋风词代替了吧，潇湘妃子也未弹过湘江怨，曹公似乎琴艺疏于诗书书画，续书者更
爱琴些。杨表正最后一句说的好，其人须要读书。

11、《古琴丛谈》的笔记-第194页

        艺术的高雅，精神的高拔，并不意味着高不可攀，需要由俗进入，对于尚未进入艺术殿堂的人来
说，也不意味着需要降格以引导，从一开始起，就应该将最好的艺术呈现给爱好者，这是对艺术的尊
重也是对学习者的尊重

12、《古琴丛谈》的笔记-第102页

        简字谱没有节拍原来不是古人忘记了，而是特意为之，为了方便自己打谱，即使是同样一个谱子
，也可以因为打谱不同，弹出自己的韵味来，古人制谱不规定时值、节奏，正是要求在更大的可能范
围内，让琴人自我表达认识、发挥性情

13、《古琴丛谈》的笔记-第71页

        说古琴之＂古＂
我们今天说七弦琴，总要在“琴”前面加一“古”字，以免表达不明确，因为钢琴、小提琴、吉它、
筝等乐器也都是可以被称之为“琴”的。而在古代，人们对七弦琴的称呼多用“琴”这一个字，没有
人会产生误解。如果在古代诗文里有“古琴”这一提法，那此处所谓的“古琴”便不是指这种乐器的
统称，而是实指这一张年代久远的乐器。不像我们今天，一张刚做好三天的琴，我们也会称之为“古
琴”。
可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便在古代，人们说起七弦琴来，也总把它与“古老”、“陈旧”、“遥远
”等涵义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件乐器，往往越“古”的琴越好，目前存世最好的琴是唐琴，而宋、元
、明、清依“年龄”质量递减。年代久远的琴，火气小，燥气少，声音淳淡松透。但并不是说年龄越
大的琴就越好，作为物质材料，老到了一定的程度，衰朽了，火气倒是小了，但精神气也一并失去。
所以冷谦在其著名的“琴有九德”中提到“古”时就很辩证地指出：“'古’，谓淳淡中有金石韵，盖
缘桐之所产得地而然也。有淳淡声而无金石韵，则近乎浊；有金石韵而无淳淡声，则止乎清。二者备
，乃谓之'古”。这是由乐器角度说琴。作为音乐的一种境界，“古”更是每每在古人心目中作为高标
。
每回在诗文里看到古人说琴，总有一种与我们今天对古琴的感觉很相近的感觉。琴对于古人来说，好
象也是一种过去时的东西，他们一再地在诗文中感叹这种乐器不被重视、与时尚的格格不入。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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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哀叹甚至延续了至少上千年。似乎每一个时代弹琴的人表达的都不是这一时代自身的精神趣味，
而是对“古代”精神、品格、境界的追慕。
“古”从时间上看，是与“今”相对的。其内涵比较复杂。当古人叹息古韵不在时，其实并不只是简
单地对古琴音乐少有人弹少有人听的音乐趣味变化的遗憾，而是对琴道不存的悲叹，是对社会道德、
人格操守改变的不满，是对具有超越的精神品格的音乐、趣味被功利、浮薄之心取代的感伤。
唐代是个昌明繁华的时代，但正是在这一时期，似乎对古琴少有人问津的不满特别多。白居易说“人
情重今多贱古，古琴有弦人不抚。”（《五弦弹》），在他看来，古乐“融融曳曳召元气，听之不觉
心平和。”是一种享受。李白听蜀僧弹琴，“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更是形神飞越无可比拟的
体验。但是，有这种喜好的人毕竟是少数。刘长卿诗曰：“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
今人多不弹。”白居易《邓鲂张彻落第诗》：“古琴无俗韵，奏罢无人听。寒松无妖花，枝下无人行
。”《废琴》：“丝桐合为琴，中有太古声。古声淡无味，不称今人情。玉徽光彩灭，朱弦尘土生。
废弃来已久，遗音尚泠泠。不辞为君弹，纵弹人不听。何物使之然，羌笛与秦筝。”
为什么当时人对古琴音乐没有兴趣，其原因白居易自己是清楚的，古代音乐淡泊简朴，不合时人的味
口，他们喜欢的是热闹响亮的羌笛与秦筝。从诞生之日起，古琴似乎注定是寂寞的。作为一种娱乐，
每一件乐器都是时代风习的产物，是一个时代最普遍情趣的传达物。听得人多、喜欢的人多，它就有
存在、热闹的基础。唐代那么恢宏，有那么多热情要渲泄，有那么多欢乐要播撒，来来往往，喧腾繁
华。琴的声音那么小，意思那么淡那么深，非静听深思不能得其旨趣，谁耐烦得了！而羌笛和秦筝不
同，它们的音量大，嘹亮，开阔，用以传达唐人的声音、动静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战争时代，金戈铁
马，正宜关西大汉粗犷地横扫铁琵琶；倚红偎翠之地，浅吟低唱，只合细敲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
月”；移山填海，要的是震天的号子；焦虑狂躁，摇滚最好打发。人们忙忙碌碌、熙来攘往，无非要
顺应潮流、与众共醉、与世浮沉，大家都明白，这就是命，要顺命，否则便不能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只能在生活的边上两手空空、满心褴褛地发呆，别人见了，以为你莫非有病。生活是需要交换的，
有的东西也古，比如谁要是家藏一件商代的青铜鼎或宋代的汝窑瓷器，现在的好东西一定是巴不得与
您交换的。而琴的品格，是不肯与任何东西交换的，所以只能寂寞。

明朱邦《空山独往图》
题诗云:
空山独往有心期，
开遍瑶花负所思。
天阔冥鸿送孤啸，
日夕云深归去迟。
古，距今天远矣，距时尚远矣，是时间的概念，但更是心理的一种时间尺度。好古之人，爱琴之人，
不肯随波逐流，不肯相信时间可以改变永恒的美。他们固执地坚守着，心里充满悲愁，也充满欢乐。
众人以为自己是明智的，因为他们现实；好古之人也以为自己不糊涂，因为他们有固执的梦想。到底
是谁超越了生的病痛和烦恼，各有各的标准和道理。执着于古的人们，当然是迷恋被时间之浪淘洗之
后留存下来的精华，以为它们的美得到了肯定，它们已经具备了不朽的证明，想把超越依托于这种不
朽，可是这与当下的眼光不合，现在的人不爱它们，于是，古便被当下抛到了一旁，而爱古的人却正
因此而超越了时俗。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称作古呢？相对于清代，明代是“古”；相对于宋，唐代是古；相对于魏晋，汉代
是古。若要穷追下去，直要追到我们茹毛饮血的老祖宗不可。因此，“古”便有点模糊。但从古人对
“古”的追慕中，我们可以大致明白，他们的古大概是淳朴仁义的上古。对于物质生活条件相对比较
简单的古人来说，他们遇到的诱惑要比“今人”少得多，无聊情绪的消耗要少得多。春天到了，就扶
犁耕种；麦子熟了，就挥镰收取；大敌当前，便告别妻子，挺戈出征。一切做为都那么自然，欢喜便
欢喜，痛苦便痛苦，直接而纯粹，较少分裂。他们盼望的是未来，却又索取有限。
“古”的这种简单，越到后来改变得越多，成了复杂的纠缠。诱惑人们的东西越来越多，在物质和精
神的积累面前，人们对世界和自己都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和控制力。满眼五彩的事物，满耳纷乱的声
音，使得人们眼花缭乱，心绪如麻。所以老子要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老子》十三
章）。这样的五色、五音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本加厉，成了越来越汹涌的的世俗洪流。
有独立品格的琴人，不由得要怀想、追慕“古”的简单和健康，希望弹古人的谱领会古人的心怀，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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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更有人创作新曲以传达合乎古代品质的精神。他们是以精神返回“古”来对抗“今”、走向“
明天的。
在徐上瀛的《溪山琴况》中，“古”也是一况：
一曰“古”。《乐志》日：“琴有正声，有间声。其声正直和雅，合于律吕，谓之正声，此雅颂之音
，古乐之作也。其声间杂繁促，不协律吕，谓之间声，此郑卫之音，俗乐之作也。雅颂之音理，而民
正；郑卫之曲动，而心淫。然则如之何而可就正乎？必也黄钟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确乎郑卫不能入
也。”按此论，则琴固有时古之辨矣！大都声争而媚耳者，吾知其时也；音澹而会心者，吾知其古也
。而音出于声，声先败，则不可复求于音。故媚耳之声，不特为其疾速也，为其远于大雅也。会心之
音，非独为其延缓也，为其沦于俗响也。俗响不入，渊乎大雅，则其声不争，而音自古矣。然粗率疑
于古朴，疏慵疑于冲澹，似超于时，而实病于古。病于古与病于时者奚以异？必融其粗率，振其疏慵
，而后下指不落时调。其为音也，宽裕温庞，不事小巧，而古雅自见。一室之中，宛在深山邃谷，老
木寒泉，风声簌簌，令人有遗世独立之思，此能进于古者矣。
为了说明“古”，徐上瀛借用了“雅”来解释其涵义，那么什么又是“雅”呢？在“雅”况中他说过
：“遇不遇，听之也，而在我足以自况。斯真大雅之归也。”这是说，不管有没有人理解、是否得到
认可，只要能通过琴表达自我心怀，就够了。这就是“雅”。可见，古、雅就是不与时风、俗流相合
。但是，与时俱进、随波逐流者往往活得有精神，因为人气旺，热闹。而慕古者不免自绝于众人，跑
到逝去多年的古人那里进行精神的交流，除了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什么也得不到，这就不免会不思
进取，疲乏无聊。因此，徐上瀛把那种有只要顺时设教，只要有美好点儿像古其实是假古的表现指出
来，真“古”是宽裕温庞，是内在的古朴和淡泊；至于粗率和疏慵，则是没有价值、没有精神气的假
“古”，看上去与热闹的时风不一样，实则却是一路货色。
琴是艺术之一种，而艺术总是有追新立异的特质，在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方面取得突破，是艺术家最
计较、追求的事情。琴却似乎不是这样，它把“古”作为一种标准，甚至是既基本又极高的标准。结
果对琴文化造成了这样的影响：一方面它相当固执地坚守了琴的基本品质和风格，使得琴未被世俗音
乐同化；但在它保持了琴的特有风格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正是这种对“古”的执着，多少影响了
琴乐的发展。
这是琴的历史事实，不可假设，优劣亦难辨。但正是在对“古”的品质的固守之中，各个时代依然有
属于自己这个时代的琴乐，琴乐依然不断发展并蔚然成大观。慕古与追新之间构成的张力依然是艺术
发展的一种重要动力而不是阻碍。是不是可以说，艺术无论如何发展新变，内涵和形态如何丰富，有
些基本的品质依然具有重要价值，正如人的发展，不论走到什么时候，童年的清新自然都是一个重要
标准。范仲淹说：“移风易俗，岂惟前圣之所能？春诵夏弦，宁止古人之有作？若乃均和其用，调审
其音，上以象一人之德，下以悦万国之心，既顺时而设教，孰尊古而卑今？六律再推，自契伶伦之管
；五声未泯，何惭虞舜之琴？”（《范文正公集今乐犹古乐赋》）只要顺时设教，只要有美好的心愿
，只要天地之间五音不泯，春天就还会有人吟咏诗章，夏天就还会有人拨响琴弦，六律再推，艺术再
新变，有些东西应该是永恒的吧？

14、《古琴丛谈》的笔记-第77页

        说古琴之“清”

“古”是琴的一种境界，但它还不是琴的最高境界。琴的最高境界是“清”。对“清”的讲求，不仅
在中国古代音乐领域常见，它也是其他中国艺术门类共同追求的境界，极富中国特色。

“清”要细说起来，并不简单。因为它的内涵始终有变化。在先秦时期的各家有关音乐的著述中就提
到了“清”，只不过这时的“清”还没有与审美意义相联系。它的意思，多半是声音高低之“高”。
孔子和老子都没有从“清”的角度说音乐。《庄子·天地》中有一段文字提到了“清”，且与音乐有
一些联系：

夫道，渊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得无以鸣。⋯⋯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
；无声之中，独闻和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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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是“道”的清澈。作为无处不在的“道”，它会在所有的事物中显现。比如乐器，若不得清
澈纯净的精神，便不可能发出美好的声音。不过，这里的“清”的哲学含义明显多于审美含义，与他
提倡的“无为”、“素朴”一样，都是庄子哲学理想境界的要素。但尽管如此，它已经非常接近审美
的乐论了。后代音乐境界的“清”，也包含着人格、世界观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艺术审美总是不脱
离这些精神要素的。

《荀子·乐论》中有这样一段话：

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
仰周旋有似于四时。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
相乐。

这里说得是音乐作品受天地“清明广大”之气影响，又转而以艺术的方式影响人的心志，使其“志清
”。这里面，人的作用极大，因为是人实现了这种转化。人通过音乐传达出内心与天地正气一致的精
神品质。音乐不仅有“乐心”、使“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的作用，更是一种伟大的理想，希望以音
乐的手段实现“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的大目标。

先秦时期最重要的音乐美学著作《乐记》也表达过与此相同的意思，而且将“清”与个人品质相联系
：

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
正直清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

看上去这里说的是具有不同气质、品格的人适宜于歌不同风格的诗。细一看，却发现所谓“宽而静、
柔而正”、“广大而静、疏达而信”、“恭俭而好礼”、“正直清廉而谦”、“肆直而慈爱”、“温
良而能断”其实区别不大，基本上是同一类型的美好品质。要细微地区别这些歌者，只有从他们分别
擅长的歌诗风格来分析。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这里的“清”有着正直而脱俗的含义，因
为《诗经》中的《风》多为民间质朴的歌吟，“脱俗”之“俗”，可以看成是礼乐的秩序。因此，适
合歌唱《风》的歌者，大概是个性突出、多一些逸情逸兴的人物。这种意思在《乐记》中虽未展开细
说，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分析，对其中“清”的内涵有所了解。

从人的角度说，一言以蔽之，“清”意味着正直而脱俗。如果在先秦著述中翻检与“清”有关的言论
还比较费事的话，到了魏晋，却是随手翻看，尽皆“清”风了。

汉末以来，人物品评之风大盛。论人物风采，“清”算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准。这种品评风习延至《世
说新语》，已经由汉代带有不少社会功用意识转而倾向审美品鉴了，而原先的道德评判，被包含进了
审美品鉴之中。这时期的诗歌也好，写这一时期人物的品评文字也好，只要是说人的境界格调，似乎
不带一个“清”字就不成词语。你看：“清简”、“清伦”、“清出”、“清约”、“清壮”、“清
虚”、“清悟”、“清远”、“清真”、“清贞”、“清警”、“清静”、“清和”⋯⋯不胜枚举。
德行、言辞、形象、智力、思想等等方面，无不要与“清”挂上钩才好，否则，再如何正直、聪慧、
漂亮，究竟还是俗人一个。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是一个政治黑暗民生痛苦的时代，却如鲁迅先生指出，是一个人的自觉和文的自
觉的时代。这一个时代出了不少特立独行、才华横溢的名士。这些名士以“竹林七贤”为代表，在思
想、行为、艺术创作各方面都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而若要以一个词概括这一时代名士风貌，
则非“清”不可。

“清”是内在的、智性的品质。这种品质不仅使魏晋士人在污浊之世中清醒地保证自己的性命和精神
，使精神远离污浊，同时也以“清”清楚地超越了自己行止上的、此时人特有的疯狂。大家都熟悉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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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名士的一些放浪形骸之举。如果说在这个特殊时期，惊世骇俗的疯狂也算是对痛苦的超越的话，那
么，内在的或是由内而外显现的“清”则是更高、更纯净、更自由辽远的超越。

五代这一时期的名士中，以琴名世的不少，阮籍、嵇康更是琴史上的一流人物。阮籍《清思赋》一文
，集中描述“清思”之美，这是一种寂然无欲却又清新生动的思想；嵇康《琴赋》一文，说琴材的生
长环境，说琴的品格琴人的品格、琴声所传达的精神，也可以一个“清”字概括。他们的乐论由琴言
说，其中“清”的概念，很明确是精神的超逸高远。他们的追求因为精神的深邃高远，所以它是哲学
的；又因为与琴与音乐有着不可或分的关联，因而又是审美的。所以

嵇康要说：“齐万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

激清响以赴会，何弦歌之绸缪”；“愔愔琴德，不可测兮。体清心远，邈难极兮。良质美手，遇今世
兮。纷纶翕响，冠众艺兮。识音者希，孰能珍兮？能尽雅琴，惟至人兮。”

“清”，是邈远空明的天地精神，又是名士心灵的质地。“清琴横床，浊酒半壶”，是清琴连接了苦
难之中的人和那纯净无限之光。天地自然、道、人之“清”因琴而统一融和了。

魏晋以后，弹琴的人们说起“清”来，似乎总要与魏晋名士的品格相联系。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清
夜琴兴》诗这样写道：

月出鸟栖尽，寂然坐空林。

是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

清泠由木性，恬淡随人心。

心积和平气，木应正始音。

响余群动息，曲罢秋夜深。

正声感元化，天地清沉沉。

“正始音”，指的便是阮籍、嵇康这些魏晋名士所代表的精神。白居易这首谈琴的诗，通篇说的是“
清”的精神。他把“清”的构成说得相当全面。分析起来，“清”的精神需要符合这几方面的条件：
一是环境要清静，月出鸟栖。这样，天地精神才能显现。二是琴须是木性清泠的素琴。三是弹琴者心
境要闲静，寂然兀坐，恬淡和平。但这种恬淡和寂静不是心如槁木，而是在纯净之中遥接正始名士的
孤傲。如此才能真正地与天地正气相应合。

弹琴是一项艺术活动，需要有高明的技艺支持，否则，什么人都有可能达到“清”的境界而不一定琴
人。由琴乐谈“清”，是说由琴而达到、表现出的“清”。因此，“清”的境界能否实现，归根到底
还要看琴人究竟把琴弹成个什么样子。魏晋时以“清”论乐，对于人格精神天地精神比较重视，这与
当时人迫切于安妥精神有关，指法技艺等方面还未得到充分的重视。随着琴乐艺术的发展，音声、手
法、技艺等更纯粹的音乐问题逐渐与“清”的审美要求联系起来，这是音乐艺术、音乐作品发展到一
定水平的必然结果。唐代薛易简说：“弹琴之法必须简静，非谓人静，乃手静也。手指鼓动谓之喧，
简要轻稳谓之静。”（见《琴书大全·弹琴》）这里所谓的简静与手法单调不是一个意思，而是大气
、凝练、化繁为简的高境界。宋代范仲淹也说：

盖闻圣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大乎哉！秦作之后，礼乐失驭，于巧以相嗟乎，琴
散久矣！后之传者，妙指美声，尚，丧其大，矜其细，人以艺观焉。皇宋文明之运，宜建大雅。东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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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谕德崔公其人也，得琴之道，志于斯，乐于斯，垂五十年。清静平和，性与琴会。著《琴笺》，而
自然之义在矣。某尝游于门下，一日请曰“琴何为是？”公曰：“清厉而静，和润而远。”某拜而退
，思而释曰：“清厉而弗静，其失也躁；和润而弗远，其失也佞。弗躁弗佞，然后君子，其中和之道
欤？”（《与唐处士书》）

弹琴以巧细相尚，炫技逞能，不仅心不“清”，手亦不“清”，因此遭到批判。但应该指出的是，高
超的技艺并不一定是清远之思的敌人，并不一定与“道”相左。而以拙劣粗陋的技巧求高蹈超拔之致
，却是自欺欺人之说。要做到“清厉而静，和润而远”，除了要有心斋坐忘的修为，除了胸襟气度的
清朗，手法技艺的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一般来说，技艺越高明，抚琴遣心才会更有分寸。这
个道理，宋代朱长文在《琴史尽美》中就说得很明白：

昔圣人之作琴也，天地万物之声皆在乎其中矣。有天地万物之声，非妙指亦无以发，故为之参弹复徽
，攫、援、摽、拂，尽其和以穷其变，汲之而愈清，味之而无厌，非天下之敏手，孰能尽雅琴之所蕴
乎？

也就是说，琴的包括“清”在内的一切美好境界，都需要精湛技艺的支持。妙指与调心不是矛盾的。
如果有人舍本逐末地玩弄、迷恋技巧，那是他自己的、人的问题，而不是技巧本身的过错。

魏晋士人将“清”提到了一个极高的标准，它成为中国文化清流的一个基本的指标。如果说这时期的
琴乐文献积累还不够多、技艺上还没有达到巅峰的话，其后则渐渐臻至丰富。琴乐的文献渐积、技艺
日增、流派纷呈，对于许多具体的琴乐问题探讨起来就有了扎实的基础。

明代徐上瀛的《溪山琴况》是古琴美学的集大成之作。在琴史上影响甚巨。这本书仿唐代司空图《二
十四诗品》之例，概括出了二十四琴况，即：和、静、清、远、古、淡、恬、逸、雅、丽、亮、采、
洁、润、圆、坚、宏、细、溜、健、轻、重、迟、速。其中的“清”况，是对琴之“清”说得较充分
细致的文字：

一曰“清”。语云：“弹琴不清，不如弹筝”，言失雅也。故“清”者，大雅之原本，而为声音之主
宰。地不僻则不清，琴不实则不清，弦不洁则不清，心不静则不清，气不肃则不清：皆清之至要者也
，而指上之清尤为最。指求其劲，按求其实，则清音始出；手不下徽，弹不柔懦，则清音并发；而又
挑必甲尖，弦必悬落，则清音益妙。两手如鸾凤和鸣，不染纤毫浊气；厝指如敲金戛玉，傍弦绝无客
声：此则练其清骨，以超乎诸音之上矣。

究夫曲调之清，则最忌连连弹去，亟然山涛，幽然谷应。始知弦上有亟求完，但欲热闹娱耳，不知意
趣何在，斯则流于浊矣。故欲得其清调者，必以贞、静、宏、远为度，然后按以气候，从容宛转。候
宜逗留，则将少息以俟之；候宜紧促，则用疾急以迎之。是以节奏有迟速之辨，吟猱有缓急之别。章
句必欲分明，声调愈欲疏越，皆是一度一候，以全其终曲之雅趣。试一听之，则澄然秋潭，皎然寒月
，此一种清况，真令人心骨俱冷，体气欲仙矣。

徐上瀛在规定“清”的重要条件“地不僻则不清，琴不实则不清，弦不洁则不清，心不静则不清，气
不肃则不清”、承认内心修为之于“清”的重要性之后，马上强调指出“指上之清尤为最”，表明他
所谓“清”的境界，主要还得由“妙手”获致。他所说的“清音”主要是指弹奏之下琴发出的音质。
“指求其劲，按求其实”，是说右手弹弦要有力，左手按弦要坚实。要进一步做到“清音益妙”，右
指之劲力还应“挑必甲尖，弦必悬落”。按照他的意思，出音坚实、清脆便是“清音”，手法必须简
劲。如果“傍弦挨抚”（《大还阁琴谱》语），将得来模糊浑浊之音。这段文字中有一段话值得细析
：“故欲得其清调者，必以贞、静、宏、远为度。”也就是说，“清”的内涵中还包括“贞、静、宏
、远”之意，“贞、静、宏、远”是“清”的必要补充。那么，“贞、静、宏、远”又是什么呢？在
《溪山琴况》中，“静”、“宏”、“远”都是一况，这就给了我们认识的条件。兹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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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丛谈》

一曰“静”。抚琴卜静处亦何难？独难于运指之静。然指动而求声恶乎得静？余则曰：政在声中求静
耳。声厉则知指躁，声粗则知指浊，声希则知指静。此审音之道也。盖静由中出，声自心生。苟心有
杂扰，手指物挠，以之抚琴，安能得静？惟涵养之士，淡泊宁静，心“清”中是含“静”的，而静并
非无声，徐上瀛无尘翳，指有余闲，与论希声之理，悠然可得矣。所谓希者，至静之极，通乎杳渺，
出有入无，而游神于羲皇之上者也。约其下指工夫，一在调气，一在练指。调气则神自静，练指则音
自静。如爇妙香者，含其烟而吐雾；涤岕茗者，荡其浊而泻清。取静者亦然。雪其躁气，释其竞心，
指下扫尽炎嚣，弦上恰存贞洁。故虽急而不乱，多而不繁。渊深在中，清光发外，有道之士当自得之
。

一曰“远”。远与迟似，实与迟异。迟以气用，远以神行。故气有候，则神无候。会远于候之中，则
气为之使；达远于候之外，则神为之君。至于神游气化，而意之所之玄之又玄。时为岑寂也，若游峨
嵋之雪；时为流逝也，若在洞庭之波。倏缓倏速，莫不有远之微致。盖音至于远，境入希夷，非知音
未易知，而中独有悠悠不已之志。吾故曰：“求之弦中如不足，得之弦外则有余也。”

一曰“宏”。调无大度则不得古，故宏音先之。盖琴为清庙、明堂之器，声调宁不欲廓然旷远哉？然
旷远之音落落难听，遂流为江湖习派，因致古调渐违，琴风愈浇矣。若余所受则不然：其始作也，当
拓其冲和闲雅之度，而猱、绰之用必极其宏大。盖宏大则音老，音老则入古也。至使指下宽裕纯朴，
鼓荡弦中，纵指自如，而音意欣畅疏越，皆自宏大中流出。但宏大而遗细小则情未至，细小而失宏大
则其意不舒，理固相因，不可偏废。然必胸次磊落，而后合乎古调。彼局曲拘挛者未易语此。

强调说“政在声中求静耳”，声得之于指，而运指之静是“独难”得到的。指上之静，根本还在于心
、气、神之静，如若能在调气、练指两方面都下功夫的话，则指法的急缓繁简都不会妨碍“清光发外
”。至于内在的“清”究竟如何，“静”况中自有说明：“淡泊宁静，心无尘翳“至静之极，通乎杳
渺，出有人无，而游于羲皇之上者也。”前者指出琴人品格之清朗，后者则着重琴人神思之清远了。
“清”与“远”是最易发生关联的，这在魏晋乐论中便时有反映。而以“宏”说“清”，则较为独特
。但他对“宏”的基本意义的解释是“廓然旷远”，既然“宏”最终的指向是“远”，那么“宏”用
以说“清”也便是很恰当的了。值得注意的是“宏”还有声音宏大之意，包括猱、绰这些最基本的左
手指法也要求大的幅度、大的声响。如果“宏大则音老，音老则入古”的说法有点牵强或费解的话，
那么他接着的解释“至使指下宽裕纯朴，鼓荡弦中，纵指自如，而音意欣畅疏越”则比较清楚地追加
说明了“宏大”的内涵。它不仅是音量的，更是胸襟气度的，而胸次磊落、冲和闲雅的气度，当然是
“清”的一层基础或内容。

“清”是徐上瀛琴况中极重要的基本的内涵，其它各况中都多少与“清”这一品格、境界有关，如“
古”、“淡，，、“逸，，、“雅”、“丽，，、“亮，，、“洁，，、“坚”等，都无非是指明琴
应当具备的淡泊、古雅、超尘脱俗的格调境界，其中“逸”况表现得最为显著：

一曰“逸”。先正云：“以无累之神合有道之器，非有逸致者则不能也。”第其人必具超逸之品，故
自发超逸之音。本从性天流出，而亦陶冶可到。如道人弹琴，琴不清亦清。朱紫阳曰：“古乐虽不可
得而见，但诚实人弹琴，便雍容平淡。”故当先养其琴度，而次养其手指，则形神并洁，逸气渐来。
临缓则将舒缓而多韵，处急则运急而不乖，有一种安闲自如之景象，尽是潇洒不群之天趣。所为得之
心而应之手，听其音而得其人，此逸之所徵也。

把这段文字并入“清”况，应该也是非常合适的，尤其在人格气度方面，“清”、“逸”两况完全可
以相互作注。而在古汉语词汇中，“清逸”本身就是一个常用词。这是一种孤独、清奇的精神，正中
汉代王充所说：“歌曲弥妙，和者弥寡；行操益清，交者益鲜。”（《论衡讲瑞篇》但这是自我选择
的孤独，其间既有忧伤，更不乏喜悦和幸福。

琴是一门需要技艺完成的艺术，境界的实现，需要具体工作完成。“清”作为一种内在的气质和精神
境界，亦需要琴人在具体抚弹过程中完成。而且，对于与弹琴有关的各方面因素都有要求。清代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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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治心斋琴学练要总义八则》中说及“清”时指出：

清者，地僻，琴实，弦紧，心专，气肃，指劲，按木，弹甲。八者能备，则月印秋江，万象澄澈矣。

话说得虽简单，实则相当讲究，相当准确而全面。“地僻”是对环境的要求；“琴实”是对乐器的要
求，琴人都是择琴而弹的，并非所有的乐器都能弹出“清音”，琴不合适内在气质，再“清”也未必
能弹出“清”音来。管平湖先生一生经眼过手的好琴可谓多矣，但弹得最多的，仅“清英”而已。“
弦紧”之说，不弹琴的人或许不容易体会，需要多说几句。古人弹琴，并没有现代乐器演奏的标准音
的概念，通常，每一张琴都有适合它的定弦，因此，弦的松紧是不一样的。一般说来，弦松一些，弹
起来也容易，心思放松；而若弦较紧，左右两手的力度都要加大，尤其右指弹弦，心、手都会比较劲
挺。心、手劲挺，心气自然接近清拔，松软则接近淳厚甚至柔腻。据管平湖先生的弟子郑珉中先生介
绍，管先生的“清英”琴，其弦甚紧，一般人左手按弦都会觉得抗指，可见，管先生琴格之清，与弦
紧也是有关系的。“心专”、“气肃”指的是弹琴者的心态。“心专”容易理解，“气肃”之说却是
很有些与众不同的。通常，对弹琴者心态的要求都是从容和缓，亦即“松”，而“气肃”却要求弹琴
者有严正、凛冽的心态，这与“清”的不同流俗的孤傲清高显然是一致的。“指劲”指的是右手指力
的坚实劲挺、干净利落，不可挨抚含糊、出浑浊之音。“按木”、“弹甲”分别对左右手提出要求，
与“弹欲断弦，按令人木”是一个意思。

“地僻，，、“琴实”、“弦紧”、“心专”、“气肃”、“指劲”、“按木，，、“弹甲”，寥寥
十六个字，却把弹琴得“清”的要旨概括得相当全面，如果结合更深微的综合素质，可以说便将“清
”与琴的关系完全说明白了。

“清”与“浊”相对，是艺术的一种境界和讲求，更是人格的自许和规范。它需要技术的支持，更需
要品格的支撑。这是对俗世的疏离和超越，是对功名利禄的放弃，是对自然、大道的喜好，是对美好
事物的追求，也是物我两忘的超脱。因此，它又往往与“空”相应对。这个空，不是意义的缺失，不
是全然地懈怠，而是远世俗近自然、近自我的一种平静与欢喜，是沉醉与忘却，是对最美好事物的大
牵挂，又是对既往追求的大解脱，是大彻大悟。它的空，是精神的纯净。所谓“静故了群动，空故纳
万境”，“清”与“静”、“空”紧密相关，它是以洗练、明净来表达丰富与深厚的。

中国古代艺术与思想体系关系密切，特别是儒、释、道三大体系。琴曲有空明澄澈之境，这似乎与释
禅的入定、彻悟相似，但它更近道教的归真返根。佛教说到底，是一种智慧体系，日常注重的是明心
见性的自我心理调适，通过内省，通过自我心理体验和暗示，达到空明澄澈辽阔无碍的境界。它对物
的依赖较少，对有限肉身的命运并不计较。而道教则既注重心理的自律调适，也看重肉身的价值。所
以，道教要养气养身，而这种对生命的看重，又和大自然相关联起来。道教不仅把人体看成类同于生
生不息的、无限永恒的大自然一样是一个宇宙，更“功利”地去亲近自然山水。而这样的方式，恰恰
满足了那些看轻荣名、企求自由逍遥的士大夫。依山傍水，饮酒烹茗，莳花吟诗，抚琴弄鹤。个人功
名、社会责任已被当成庸俗的背负被抛弃，大自然无有穷尽的美丽正有待士人享用。这种享受和快乐
，是需要表达的，乐中述乐，本身就是一种快乐，因为它既满足了心理，又滋养了气脉，身心双修。
容颜行止、日常经营的艺事，又成为一种高雅的生活态度和方式。何乐不为？
琴的最高境界之一，是清，这个清，应该有不同的涵义，既有儒家之清，如桓谭《新论》所说：“琴
者，禁也。古圣贤玩琴以养心，穷则独善其身，而不失其操，故谓之‘操’；达则兼善天下，无不通
畅，故谓之‘畅’。《尧畅》经逸不存，《舜操》其声清以微，《微子操》其声清以淳，《箕子操》
其声淳以激。”又有道家清洁、自由之清，佛家空明澄澈之清。不同的琴曲题材、不同性情修养的琴
人，其“清”的内涵有着不同的表现。对于以艺求道的琴人来说，我们有时是很难将他们归入哪一体
系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内涵都浑融地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中，积淀于他们的人格中，又以美的
形态，浑融、丰富地表现于他们的琴音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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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的艺术家，讲究综合文化素养......琴产生、存在、发展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大到自然
山水的状况，世界观的内涵，社会关系的情形、时空的感觉，小到具体生活的情状，一间茅舍，一杯
清泉松枝煮出的茶，一只喝茶用的兔毫盏，岩边的一棵古松，窗前的一本芭蕉，一架线装的古书，一
方润笔发墨的旧砚，一张俊逸的黄花梨画案，远处传来微雨中的一二声惊鸿，如铁的梅枝上落就的一
层白雪...可以说，事事物物皆与琴的气质相互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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