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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传广陵散 清旷自高古
走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丁承运

“手挥五弦，目送归鸿……”自神农伏羲造出第一把古琴，一
个个把古琴植入民族文化的先帝圣贤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
而其独特的民族精神和审美情趣，却通过一张张琴谱、一段
段佳话，留给我们后人。
中国古琴是世界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上古时被称为“国
之乐器也”，至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2003年，中国古琴
艺术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的丁承
运先生，现为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琴会副会
长。丁承运号夷门居士，河南开封人，曾执教于河南大学,
2001年调任武汉音乐学院教授。
丁承运先生是国内外著名学者与古琴演奏家，自幼热爱中国
文化艺术，师从古琴大师顾梅羹与张子谦先生，治琴学凡50
余年，形成了其苍古遒逸，儒雅蕴藉，气象高远，一派灵机的
琴风，运指如行云流水，于中正和平中寓雄浑磅礴之气，是当
代最有成就的古琴家之一。
近日，记者在郑州有幸聆听丁承运先生聊古琴。丁承运先生
留着艺术家标志性的过耳卷发，身着月白色唐装，从内到外
都透着一种由古乐陶冶出的端严与静气。谈起和古琴相处
的时间，丁先生说,快60年了。郑州晚报记者 尚新娇

丁承运先生现为中国昆剧古
琴研究会副会长，我们的话题就从
古琴“入世”谈起。丁先生拿 2001
年和2003年相继“入世”的昆剧和
古琴来作比较：“昆剧有一定的定
式，它的传播受到时代的限制，而古
琴不同，它在历史上没有中断，一直
在伴随人们的精神生活，它的节奏
可以根据时代的审美习惯而变化，
即‘随性释乐’。所以古琴有着较强
的生命力。”

“古琴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
遗产，是全世界给予古琴的一种荣
誉，也是世界音乐文化对古琴的一
种肯定。”丁先生介绍，古琴拥有一
套独立完整的记谱体系，从明朝至
今，发现了近200部琴书谱集，记载
着3000余首不同派别的传谱。

丁先生说：“中国古琴艺术入

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学习古
琴的人明显增多了。当时能够熟
练掌握的人数也就52个，现在一个
城市恐怕也不止这个数。这些都
与保护‘非遗’有关。”

多年的教学和实践，丁承运早
已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大多在高
校教古琴，和他一样，做着传承的工
作。而作为“非遗”，古琴演出也多
次走进高校，受到大学生们的喜爱。

“很多人想学古琴，古琴有一
定的门槛吗？”丁先生笑言，“古琴
很人性化，年龄不应成为障碍。我
最大的学生68岁，只要入门，都可
以达到自娱娱人的目的。”

“学习古琴，可以了解古代相
关文化，调整呼吸，从身体到精神
都有积极的作用，可以修身理性，
返璞归真。”丁先生讲。

“在君子四艺琴棋书画中，琴占
首位，说明琴因为承载了更多的古
代文化信息而备受文人青睐。”

丁先生介绍，古琴一直活在我
们的音乐生活中，有很强的生命
力。最初魏晋名士视琴为生命，一
曲《广陵散》为嵇康的一生画上句
号，王羲之之子留下所谓“人琴俱
亡”的故事，爱琴却不会弹奏的陶
渊明吟出“即识琴中趣，何劳弦上
声”，唐代的李白、韩愈，宋代的欧
阳修和苏轼、范仲淹与琴都有不解
之缘。还有伯牙弹琴遇知音，司马
相如与卓文君借助琴来表达爱慕
之心等更为千古传颂。

对于从小即与古琴相伴左右
的丁先生来说，古琴已成为他生活
的一部分。“面对着它，往往还是几
百年前的古琴，就像是面对着天地
宇宙，拨动先贤们发明的蚕丝做成
的琴弦，发出一种苍茫淳厚的天籁
之声，立刻就会把你带入一个旷古
幽邃的境界去，体验到天地人琴合

一的和谐与自在。”
“我平日最适意的活动有二：

一为弹琴，一为书法，都是由动入
静，由静入神，手心双畅，怡然自
乐，更能从其中品味出隽永的韵致
来。大凡艺术活动多有此境，但能
引人入静而具有养生之功效者，舍
琴道与书道之外，我不知道还能否
举出第三种了。”

作为琴家，丁承运涉及的领域
比较宽，琴道、琴史、演奏等，几乎
涵盖琴学的全部领域。此外，丁先
生在诗文书画方面也有相当造诣，
这样做是为了“在做古琴文化时，
尽可能还原它原来的生态环境”。

在各种传统文化门类中自在
游走，为此他深深体悟道，“那苍老
浑厚的琴音，不就是画家笔下老辣
的笔触，而似断还连的琴韵，不就
是书法中的萦带留白吗？而文章
的波澜起伏，诗词的含蓄与韵律，
琴音都能兼而有之。”难怪丁先生
为此稽首醉心了。

丁先生出生于艺术世家，
10 岁就跟着二姐丁伯苓学古
琴，常常是在伯苓姐的琴声中
入睡。12岁那年，还为到沈阳
音乐学院读书的二姐写过一
首诗，“家姊远游学，抱筝为我
鸣，天风闻环佩，九皋孤鹤行，
伯牙尚有遇，子期何难逢，弟
虽三尺子，独解曲中情。”后
来，他拜川派古琴代表人物顾
梅羹教授为师，成为清代泛川
派古琴的第四代传人。

“我的基础还是泛川派
的。泛川派风格与我的性格
比较契合，泛川派比较刚健、
奔放，与南方的委婉、秀丽不
同，它更近于中原人的气质和

性格。”丁先生又说，纯粹弹泛
川派就会过刚，他吸收借鉴了
广陵派的多变、取音的灵活和
细腻，这样对整体风格是一种
调节与补充。

在操缦生涯中，丁承运
先生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深究
与理解，逐渐将中国文化博
大精深的精神气息贯通于琴
音中。

“中州派的传统已经中
断了。但中州恢宏的气象会
对我产生影响，”丁先生坦
言，“一个人的演奏风格，与
他的成长、知识结构、审美取
向、文化修养、个人性格都会
有所关联。”

作为中原人，丁先生高古
端严、恢宏大气的艺术气质常
常不自觉地流露出来，其出音
沉雄苍古，如棉裹铁；运指如
行云流水，举重若轻；琴风雅
正蕴藉，气象高远，形成了他
独具个性的风格。

从河南到武汉，从黄河之
畔到长江之滨，南北文化的碰
撞和融合形成了琴家丁承运
的全新境界。

《潇湘水云》《流水》《梅花
三弄》《醉渔唱晚》《忆故人》

《白雪》《神人畅》《流觞》《南
风畅》《六合游》《洞庭秋思》
等皆为丁承运先生擅弹的代
表曲目。

“把前人的误解重新释
解，断掉的东西接续上来，
将音乐史上散轶的东西重
新打通。”丁先生古琴文化
活动，可以用“继绝兴亡”来
概括。他的《中国造琴传统
抉微》《吟猱论》《清平瑟调
考辨》《古瑟调弦与旋宫法
钩沉》等受到琴界关注；打
谱 发 掘 琴 曲《神 人 畅》《白
雪》《六合游》《修禊吟》《流
觞》等 10 余首。

近年来，丁承运与夫人傅
丽娜演奏的《琴瑟和鸣》成为
乐坛上的佳话。丁承运介绍
说，瑟曾是我国古代最重要
的弹弦乐器，先秦时期与琴
齐 名 ，且 两 者 往 往 相 提 并
论。像《诗经》等古籍中就有
琴瑟合奏的大量描写，如“妻
子好合，如调琴瑟”，“琴瑟在
御，莫不静好”。“不过，上古时
代瑟的演奏方法，在唐代以后
就失传了。”

近几十年来国内考古出

土的古瑟有近百之多，主要
集中在湖北省，河南南部、
湖南等地也有发现，有明显
的楚文化特征。 丁 承 运 通
过古文献研究和对出土文
物 的 直 接 取 证 ，如 湖 北 随
县 曾 侯 乙 墓 出 土 战 国 古
瑟 、河 南 淅 川 战 国 楚 瑟 和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的西汉初期瑟提供的实物
形 制 数 据 ，还 参 考 河 南 淮
阳于庄汉墓鼓瑟陶俑的双
手弹弦姿态，最终考证出古
瑟定弦是相差半音的两组
五声音阶，可以进行较广泛
的旋宫转调。

在此基础上，丁承运与身
为武汉音乐学院副教授的妻
子傅丽娜开始研究古瑟的演
奏法，发掘古曲，并逐步与古
琴演奏相和，让《神人畅》《卿
云歌》等上古时代的乐谱得以

“复活”。
近年来，这对夫妻组合的

“琴瑟和鸣”演奏会，使得今人

能聆听琴瑟和鸣的美妙意
境。许多听过二人演奏的古
琴爱好者为这种“无言是大
道”、“大音希声”的意境所
感动。所到之处，受到听众
的热烈欢迎。在美国以及我
国台湾、香港等地均获成功，
并得到了国内外业内专家的
认同。

“从周易上讲，琴是飞龙
在天，瑟是厚德载物，两者相
合是天地交融，达到和谐极
致。”丁先生如此阐释其发掘
恢复意义，“琴瑟和鸣寓意夫
妻和美，家庭和谐也是社会和
谐的重要部分。”

有评论称，相对于民族
器乐逐渐偏离传统文化的轨
迹而单纯重视技术、文化意
识淡薄的倾向，丁承运与傅
丽娜二位先生的执着与坚
守，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
当代的“正乐”活动，他们让
古琴回归到琴学正位和文人
音乐本色。

古琴“入世”，把“遗产”交给未来 南北融合，演绎泛川派全新境界

《琴瑟和鸣》成为乐坛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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