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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与他并不算多的几次接触中，感受最深的是他那种超然、达观、以乐行世的人生态度。
他其实有很高超的演奏技艺，但他从来不以琴演奏家或表演艺术家自诩；他也有很深的作曲功底，但
他也绝不以‘著名’作曲家身份自居。
可是，当你听他操琴或听他的筝曲、琴曲、二胡曲时，在有意无意间，忽然感到他是在用自己的音乐
和你做心对心的交流，这是我多年前听他送给我那盘老同学帮他出版的专辑时所产生的真实感觉。
他的音乐，他的为人，常常让我想到古代那些不愿同流合污而保持文人隐士品格的前贤。
但他又不是一个拟古守旧之人。
相反，在他的音乐里，我常常听到十分活泼敏锐的现代精神。
所以，我觉得公亮兄是一位集传统文人精神格调、当代知识分子坦荡品性、音乐人平常心态于一己的
难得一见的同行好友。
”　　“您的评价正是我的感受.而且是很早以来就想写随笔的内容。
我从不讳言自己最心仪的琴家：一是公亮，一是公自。
尊公自因其家学（当然包括喜欢他弹琴）；而于公亮，则要复杂得多。
甚至曾觉得他身上总有那么一点儿悲凉，他有自己的时代性，那是中国古典和西方‘浪漫派’音乐的
共同烙印。
在当前琴界一味以古说事，作曲家一味拿琴当‘向器’的潮流面前，他的特立独行，孑然无悔，每每
让我更多的泛起‘孤竹君’的感怀。
但是，公亮师从来没有伤感，他总是悠然而见南山，自由而洒脱。
就像他喜欢放飞风筝，天地之‘一’，那种由衷的快乐，那种‘洞庭秋思’，是‘忘忧’，是‘凤翔
千仞’，是‘秋籁’。
⋯⋯在中国琴界喧闹的当下，真的不想失去他，不想仅仅凭着聆听，‘忆’此‘故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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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秋籁”，秋天的声音，大自然的声音。
　　“秋籁”琴，成于唐玄宗开元三年，距今千年。
　　成公亮先生在“秋籁居”抚琴、打谱、作曲、钻研琴理，并往返于山水、田园。
在冥思静想中，梳理大半生的琴学研究。
古代琴曲和天地自然、人生理念的关系，古琴传统与时代的关系，在弹奏和思考中纷纷显现。
　　“秋籁居”的文字与琴音，同样地深沉、淡定而圆润。
以“秋籁”琴弹奏出的旋律，等待有心人谛听。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秋籁居琴话>>

作者简介

　　成公亮，1940年8月27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1960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高中部古琴专业
；1965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作曲系；文革期间在北京中国京剧团、山东省京剧团参与
《红灯记》、《奇袭白虎团》等京剧现代戏的音乐创作；1984年调入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工作，任音
乐理论、作曲、古琴教师；1997年从南京艺术学院提前退休，在家闲居至今。

　　古琴先后师承刘景韶、张子谦先生，其演奏主要在广陵琴派传统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风格，具有
深细的人情味。
表达对大自然的感受和对人生的思考，或温润柔情，或炽烈深沉。
其修养深厚而又直接取源心灵的演奏，被认为是“内心情感的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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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流动的传统　　从诸城古琴到梅庵琴派　　大约一个半世纪前的晚清，山东诸城的古琴一
度兴盛，当时影响较大的古琴家，一位是王雩门（字冷泉），一位是王溥长（字既甫）。
王雩门宗金陵派，王溥长宗虞山派，虽然他们的琴学渊源有异，但《长门怨》、《秋风词》等独特的
诸城派琴曲都是一致的。
到十九世纪后半期，王溥长的儿子王心源的琴艺超过了他的父亲，与王雩门并称为“诸城二王”。
二十世纪初，出现了王心源的学生王露（字心葵，号雨帆），又有“诸城三王”或“琅琊三王”之说
。
这时诸城古琴的传人众多、风格别致，独有曲操也已广为流传，这是山东诸城古琴的全盛时期，其时
间当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交替的前后数十年。
　　以上这一段诸城古琴历史记录来自王心源的孙女王凤襄及孙女婿张育瑾的研究（张育瑾先生的文
章“山东诸城古琴”发表于一九五九年《音乐研究》第三期）。
随着国人对《梅庵琴谱》的祖本《龙吟馆琴谱》的发现和研究，又把前面所述山东诸城古琴的历史上
推两百年左右，即在明末或清初《龙吟馆琴谱》产生的时期，那时便有了《关山月》、《长门怨》等
山东诸城古琴独有的曲目。
　　这样我们可以得知清代山东的古琴，至少有曲阜孔兴诱氏《琴苑心传全编》中记载的地区和诸城
派古琴两个较大的中心。
　　一九一九年，在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国学大师章太炎的推荐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延请王露至北
京大学担任古乐导师。
王露是王心源最得意的古琴门生，同时他也是当时北派琵琶的代表人物，青年时期东渡日本学习西洋
音乐六年并得学士学位，回国后曾在济南大明湖畔组织德音琴社并传授琴艺，声望颇高。
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王露所写有关中国古代音乐的理论文章和辑订的部分古琴谱、琵琶谱，都发表
在一九二。
年出版的期刊《音乐杂志》上。
可惜王露在北京大学只工作了两年便病故，年仅四十四岁。
两年的时问不长，作为诸城古琴在京城以至全国的传播，影响仍然有限。
王心源这一传授系统中有王露这样出色的传人，王露和王心源的儿子王熙麟（字秀南）教出的一代琴
人中，有詹智睿（字潋秋）、李华萱、王生香、张育瑾、王凤襄多人，王心源这一传授系统在诸城当
地和省城济南的影响很大。
　　而把诸城古琴带到南方，进而流传到全国的，则是诸城古琴的另一支王冷泉传授系统的王燕卿先
生。
　　一九一七年，即王露去京城的前两年，康有为先生和王燕卿先生游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江易
园先生听王燕卿先生弹琴，“一曲既终，江先生强留焉。
”（邵大苏：《梅庵琴谱》跋）自此，即开我国古琴进入高等学府之先河，王燕卿先生的艺术生涯也
由此转机。
（注：南通严晓星先生来信提出，根据康有为年谱和其他史料考证，王燕卿任教南京高等师范的时间
应该为一九一六年。
严晓星写有“王燕卿任教南京高师时间考”一文。
）　　随着王燕卿的南下和王露的北去，山东诸城派古琴自上世纪初开始流向全国，对我国近现代琴
学的发展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王燕卿先生（名宾鲁，字燕卿）是山东诸城普桥村人，一八六六年生，一九二一年故。
关于王燕卿先生的家世，留下的文字很少，徐立孙先生在《梅庵琴谱风格》中说“王燕卿先生沉默寡
言，自高祖以次即以操缦闻于时，其家世不能尽悉”。
徐昂在《梅庵琴谱》中之“王翁宾鲁传”中提到“惜其生平不能尽详，家世阙”。
　　现今琴坛对王燕卿先生的琴学渊源和家世也只能凭这些只言片语来猜测，他出身望族，只是后来
家境败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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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燕卿在家乡没有像王露那样显赫的社会地位，也没有他的老师王冷泉那样的威望。
由于他的艺术创造性，他的大胆，他的离经叛道，使他在家乡琴坛受到排斥，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
在琴坛上隐约地感觉到。
据张育瑾先生的研究，王燕卿先生的弹奏风格来自王冷泉，王冷泉既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同族曾祖
，又说道“不过时间不长，王冷泉死时，王燕卿先生才十几岁”。
在《梅庵琴谱》原序中，却明白保留了他琴学渊源的信息，这便是“琅琊诸城王宾鲁识”的内容，即
王燕卿先生自己留下的文字：“宾鲁，青齐下士，家近诸冯，诵读之暇，每念吾家自高祖以次，于操
缦一道，代有传人，窃不揣固陋，勉步后程。
”关于所弹琴曲的渊源，王燕卿先生接着写道：“乃于家藏书籍中搜求，复乞于伯叔兄弟，共得琴谱
全部十八种，残编六种，抄录零锦若干，昼夜研究，未能得其万一，又佐以《礼记》、《汉书》、《
来子易注》、《纪氏丛书》，推其数以穷其理，殚心竭虑，数易星霜，未得其奥妙。
嗣携琴访友，纵横于海岱之间近三十年，恒赖诸名流多方指授，自问始有进境。
”　　王燕卿先生“以操缦世其家”，琴学来自于包括王冷泉等人的家传启蒙，但他的自白中特别强
调琴学来自“携琴访友”，“赖诸名流多方指授，自问始有进境”，也就是他数十年的自学、游学和
独立思考。
早在一九一六年王燕卿于济南写的这篇序文稿中，则更为自信地表达对琴学艺术个人风格的追求和自
我的强调：　“近三十年既不以他人为法，又不以诸谱为可，凭殚心瘁虑，追本探源，无不别开生面
。
”在以往的琴谱中，我们通常只看到琴谱的撰辑者声称对师承和传统的忠诚，而王燕卿先生是明白宣
布自己走自己的路。
他还告诫“后之学者”要“勿为腐儒与诸谱所误”。
在“辩异”里，他批评那些要复古的人并不知道古人实是以创新为贵，说“古人好为新声，今人泥于
古调，虽传讹而不察”；琴学因师承、历史、地理、气候等差异，演变发展成为各个不同的多姿多彩
的艺术流派，当是“自然之势，不足为病”，对于动辄借区分流派，甚至以流派的“高下”来排斥不
同艺术风格或者掩饰自己弹琴功力粗浅的人，他驳斥说“派愈分而道愈远，口愈辩而手愈拙”。
你还是好好在琴上下功夫吧!对于琴坛上的“腐儒”，王燕卿先生就是用这么高傲的口气和藐视的眼光
，针锋相对地回应他们的抨击。
　　张育瑾先生说王冷泉的弹奏风格是绮丽缠绵，擅长轮指，重视琴曲旋律的完整和连贯，王燕卿对
他老师的弹法有所发展。
出于对琴曲表达的理念，他并不固守古谱的一种弹法，在指法的运用上作更改和调整，重视琴乐的旋
律性、音乐性，进一步发挥轮指在琴曲中的演绎和风格表达中的作用。
徐立孙先生说王燕卿先生在古琴弹奏指法方面是一个打破常规的革新家，而且先生“亦以此自豪”。
王燕卿先生认为每首琴曲有其一定的内容表达，为了达到这种理念，并且在传授时有一定的准绳，琴
谱上必须有节拍的标示，这在当时是与众不同的创举。
同样的道理，吟猱的大小，摆动的次数多少，都要服从琴曲内容表达的需要，同一种指法在不同的琴
曲之中，会有不同的处理；左手在琴面上下进复指法作一定的限制和调整，追求音乐的实际效果，避
免“徒增加不必要之摩擦音，反有损琴韵”。
对于琴曲的整体处理，王燕卿先生的弹奏重视每一曲结构的逻辑和完整，节奏紧凑，流畅无碍，决无
思路紊乱之迟疑拖沓，全曲一气呵成。
徐立孙先生最后总结他老师的风格“虽系出金陵，但得北方之气为多，加以燕卿先生独创之风格，所
以音韵宽厚，雄健之中寓有绮丽缠绵之意，刚中有柔而刚柔相济”。
　　我们至今无法直接听到王燕卿先生的弹奏，但在梅庵传人的弹奏中可以听到这种独特的琴风，我
们还可以不时听到琴曲中用大幅度的猱、大绰大注修饰旋律，有若山东民间歌曲、曲艺或者器乐音乐
演唱演奏的那种质朴的腔调，那种“土味”，这是否正是查阜西先生所说“充满着地区性的民间风格
”？
　　王燕卿先生不只是像许许多多的琴家那样仅仅对传统琴曲作一些强调自我审美意识的诠释，而是
有一种跨越传统的革新精神，他创立了一种接近民间俗乐的弹法，一种音乐形象更为鲜明的、雅俗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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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的弹法，最后导致从诸城派中脱胎出一个新的流派——“梅庵”派（后人以他授琴之所“梅庵”命
名）。
梅庵实为诸城琴派新生的一脉，而王燕卿先生是梅庵派的一代宗师。
这个流派随伴着琴坛的称道和批评（贬其为“俚俗”、“江湖派”）迅速流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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