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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乐淘宝》精选了诸多文化名人，收藏界专家的散文杂篇，包括“文化收藏”、“古物收藏佳文”、
“淘宝故事记趣”、“文物收藏保护”、“珍玩品评研究”五大部分，内容精深却不乏人文情趣，是
收藏爱好者不可多得的鉴赏手册。
　　这里是古玩淘宝收藏家的天地。
在这里看收藏名家评收藏，像是沈启无的刻印小事，郑逸梅的书法、画幅，方成的“宝墨”收藏记等
；再听藏品讲故事，如“状元扇”、“金砖锁谈”、“贺兰砚”等；继而品故事叙苦乐，像是文人名
家淘宝的故事趣记，谈文物收藏保护，珍玩品评研究等。
千淘万漉虽是辛苦，但在热爱收藏的文人言里总是有乐在其中的奇妙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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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宗仁，1939年生，散文家，陕西扶风人。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迄今共出版散文、散文诗和报告文学集三十余部。
其中长篇报告文学《历史在北平拐弯》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散文《藏羚羊跪拜》等四篇散文入选中小学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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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听琴记西城秋色好，来听梓桐鸣。
渐识琴中趣，频劳弦上声。
昔贤遗古调，诸老寄高情。
效乃余音远，大河此日清。
最近听了一次优美的古琴演奏，归来写成这首小诗，我愿意把它献给北京古琴研究会的各位琴师和爱
好古琴的读者同志们，并借此表达我对古琴欣赏与研究工作的一些看法和希望。
那一天，在北京西城的一座旧式四合院里，秋光如画，琴书满屋，古琴研究会的朋友们正在举行一次
内部观摩的演奏。
在其他公开演出的场合或者在广播中听到古琴的演奏是一种味道，在这内部观摩的机会听到琴师们演
奏又是一种味道。
特别是看见许多罕见的古琴，仔细观察操琴的动作，欣赏那样悠扬的琴韵，对于我来说，兴味更不同
于寻常。
这里有不少珍贵的古琴，其中有“落霞式”的，有“联珠式”的，有“蕉叶式”的，还有许多是“仲
尼式”的。
著名的古琴在著名的琴师们手里，当然是相得益彰的了。
听到各位老琴师的古琴演奏，我觉得这是内容非常丰富的艺术享受。
在听琴的时候，人们不但欣赏了中国传统的音乐，而且欣赏了古代的诗歌和词曲，也引起了对古画的
欣赏。
你听，该会查阜西会长一边弹起唐代“落霞式”的“清英”琴，一边唱起的曲子。
这是明代万历年间杨抡的《太古遗音》中所载的曲谱。
当着激越的琴声伴着歌曲，唱到“头断膝不屈，九夏三冬节，严霜与烈日，此身挺然，若砥柱波中立
⋯⋯不慕浮云富贵，指天为证，赤胆悬日月”的时候，人们可以感觉到一个古代爱国主义者的英雄形
象活跃在琴歌声中。
这种边弹边唱的古琴演奏是宋代以后才出现的一个民间流派。
从南宋末年起，民间的古琴音乐有两大流派，其中流行于浙江一带只有曲谱没有歌词的，叫做淅派，
明代的虞山派是它的后身：另一派不但有曲谱而且有歌词，边弹边唱的，当时叫做江派。
流行于长江东段南岸的地区。
杨抡的就是属于江派的一种琴谱。
大概在群众性的演出场合中，这种有弹有唱的古琴，比较容易受到听众的欢迎。
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浙派或虞山派的古琴演奏，听起来更加突出了古琴的旋律，使人自然而然地被微妙圆通的“希
声”所吸引，那是另有一种情趣的。
该会溥雪斋副会长便是用的这个演奏方法，弹了一曲。
此曲见于清代光绪年间唐铭彝的；在此以前，徐祺在清初康熙年问编印的中也有记载。
有人说这个琴曲是宋代毛敏仲仿照古“樵歌“而作的，还有人说是唐代柳宗元所作，可见它早已流传
了。
管平湖琴师接着也弹了这个曲子。
听着听着我就想起了柳宗元的诗“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消日出不见人，欺乃一声山
水绿⋯⋯”我们的时代与柳宗元迥然不同，很难设想柳宗元当时的心情，但是这首诗的意境却十分动
人，可谓诗中有画了。
还有一个曲子，题为，由中央音乐学院古琴教授吴景略琴师演奏，给我的印象也很深。
据说有些琴谱注明此曲传自紫霞洞，可能宋代中已有此曲，它的广泛流传则是在明代嘉靖三十九年编
的出版之后。
这个琴曲赞颂了渔夫和樵夫的劳动，乐句的重叠和复奏的手法，很恰当地表现了两人对话的神情。
当我听这个曲子演奏的时候，脑子里却涌现了宋代大画家马远的和李东的等画面，我仿佛觉得这个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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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中就有踏歌的声音和卖鱼时问答的声音。
许多古琴家也喜欢写诗填词和临摹古画，看来是很有道理的。
应该提到中央音乐学院的两位青年——吴文光和李祥庭的琴箫合奏，也是十分出色的。
他们合奏了一曲《梧叶舞秋风》，并无萧索之意，而显示了青年人的精神奋发，心灵手捷，特别活泼
生动。
这个琴曲本来是清代康熙年问的古琴家庄臻凤的作品。
他刊印了一部琴谱，名为，其中也收集了他自己创作的十四支琴曲。
便是流传较广的一支曲子。
这支古曲在两个青年人演奏中，取得了新的生命；而在古琴音乐的队伍中出现了新生力量，这更是可
喜的现象。
多听这样精彩的演奏，我相信任何外行人都能够逐渐培养出对古琴的兴趣和欣赏能力。
可见古琴还是要多弹，要多听，不能当成古董摆设。
晋代陶潜只爱无弦琴，那种奇怪的心情，我们不能理解。
据《晋书·陶潜传》载：“潜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张，弦徽不具。
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日：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其实，没有弦的琴，既弹不出声音，也就不会有什么琴趣。
也许因为我是俗人，不懂得古代“高士”们的隐逸心情，我却要说：“渐识琴中趣，频劳弦上声。
”的确，我是反复听到了优美的古琴弹奏，才逐渐懂得了一些琴趣的。
当然，弹奏的效果如何，还得看弹奏者手里有没有好古琴。
值得高兴的是，现在北京古琴研究会拥有不少珍贵的古琴。
该会副会长许健同志把这些古琴的特点，给我做了介绍。
如唐代成亨二年的“清英”琴，便是一架十分精美的“落霞式”的朱漆古琴。
它的形制非常美观，满身蛇腹断纹，发音极为悦耳。
创造这架古琴的人，为它取名“清英”二字，毫不过分。
它从公元671年唐高宗李治的统治时期一直流传下来，至今一千二百多年而声色不衰。
还有一架五代的“联珠式”古琴，名日“鸣凤”，宋漆斑斓，身上也布满了蛇腹断纹，它和另一架黑
漆冰纹的五代“仲尼式”古琴在一起，好比一对姐妹琴，声韵浑圆，引人入胜。
此外，又有“蕉叶式”的古琴一架，乃是宋代琴工所制，朱漆已剥落了许多，蛇腹断纹依然可辨。
至于明代的古琴在这里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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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右三十卷者何？
赵侯德父所著书也。
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瓤、鬲、盘、匝、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
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讹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皆载之，
可谓多矣。
呜呼！
自王播、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长舆、元凯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
名虽不同，其惑一也。
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
时先君作礼部员外郎，丞相时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
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
，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蔬衣练，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
日就月将，渐益堆积。
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
能自已。
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一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
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
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
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
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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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乐淘宝》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
看藏家评收藏，听藏品讲故事，品故事叙苦乐：千淘万漉虽辛苦，一波三折总有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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