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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演奏之“道”

作者：刘承华  来源：拙风文化网

    演奏，在现代音乐行为中，人们已经渐渐将它等同于技巧了，至少已被技巧占去了

最为重要的位置。这种演奏观念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音乐变得越来越形式化，越来越

同人的生命感受相脱节。于是，我们常常能够在音乐会、ＣＤ或课堂上看到这样的怪现

象：演奏者的技巧是高超的、无可挑剔的，演奏的也是经典的、甚至是最为动人的曲

子，但其演奏却难以打动人，无法给人以深层次的共鸣与满足。造成这一状态的原因当

然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在现代音乐中，我们通常将演奏看成一种“技”，

即一种技巧、方法、程序，而不是将它看成一种“道”，一种生命，一种情感，一种境

界。这种演奏与生命的脱节，是音乐感染力减弱的原因所在。在这方面，传统的古琴演

奏理念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音乐的演奏当然离不开“技”。而且，你的演奏若想打动别人，获得较强的艺术感

染力，还非得具备一定复杂性和高度纯熟的“技”不可。在这方面，古琴的演奏也不例

外。但是，在古代琴家看来，“技”对于古琴演奏来说固然是必要的，却不是唯一的。

比它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如何将你所要演奏的乐曲的内涵和律动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使

曲中有我，曲即为我，进入“曲我合一”的“道”的境地。在古代琴家看来，演奏之道

高于演奏之技。要想达到这种“道”，固然离不开“技”，但又必须超越这“技”。庄

子说过：“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又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如同有“言”才能“得意”，但“得意”又必须“忘言”一样，琴乐的演奏也是由

“技”才能入“道”，但“得道”又必须“忘技”，即必须完成对“技”的超越。这种

“超越”，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技巧的超越 

    对于古琴演奏来说，技巧是必不可少的，它具有特定的重要性。正因为此，古代的

琴家十分重视它。如唐代薛易简即强调“用指轻利，取声温润”，要求“手静”（《琴

诀》）；宋代成玉磵又要求指法不可太遒劲，也不可太懦弱，鼓琴要“严毅”，手指宜

润不宜燥，弹琴最忌头动身摇，指法既要简静，又须气韵生动（《琴论》）等，都属技

巧方面的要求。明代以后，对技巧的讲究亦更加细致精微，如徐二勋《响山堂指法纪

略》专门谈了指法的禁忌。苏璟《弹琴八则》论述弹琴的具体环节，如得情、按节、调

气、炼骨、取音、明谱理、辨派等；陈幼慈《琴论》论述了如何取“韵”的问题；蒋文

勋《琴学粹言》分论左右手指法要点（如点子、轻重、手势和吟猱、绰注、上下）等，

均属技巧性的说明。这些表明，古代琴家并不轻视技巧。 

    不过，古代琴家对技巧的重视是在特定的层面上讲的，它是指操琴者在特定的习琴

阶段必得修持的事体。但作为一名高水平的琴家，或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琴乐，则又必须

在一定的时候能够超越这一阶段，消解对技巧的执着。所以，从高一层次上说，琴家们

又并不重视技巧。与技巧相比，他们更为重视的是对自身生命感觉和乐曲的情感意境的

体验和把握。例如同样是薛易简，他在提出弹琴要“用指轻利，取声温润”之后，更为

强调的则是“声韵皆有所主”，就超出了技巧的范畴；同样是成玉  ，他在对诸种技法

提出具体要求的同时，又特别强调弹琴应“以得意为主”，应“出于规矩准绳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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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攻琴如参禅”，在悟而不在力；强调弹琴人不可以“苦意思”，而应持“忘机”

之心等等，就都是对琴演奏的更高境界的要求。这个更高境界，就是对自身生命感觉和

音乐情感意境的体验和把握。 

    如何才能完成对自身生命和乐曲情感意境的体验和把握？首要一点，就是必须超越

对技巧的执着，将重心放在心性感觉的培养上。只有不拘技法，注重感觉，才能使琴乐

始终贴合着人的生命，展示出洒落的生命形态。清人汪绂便曾自说其弹琴是“习而不

工，而依咏和声，颇通其意”（《立雪斋琴谱小引》）。这“通其意”即为“道”，而

“工”仅仅是“技”。欲得其“道”则须超越其“技”。《列子》所述师文学琴的故

事，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师文从师襄学琴，三年不成章。师襄让他回去。师文说：“文

非弦之不能钩，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声。内不得于心，外不应

于器，故不敢发手而动弦。”这席话表明师文是从一个更高的境界要求自己的琴艺的，

他已真正地领悟了幽深的演奏之“道”。果然，时过不久，当他再次向师襄弹琴时，情

况便完全不同，其琴艺之高妙，可与师旷媲美。很明显，这里师文的成就并非来自技巧

的训练，而是出自内心的修养所得。因此，古代琴人们都特别讲究“养心”而非“养

手”。清人祝凤喈说：“鼓琴曲而至神化者，要在于养心。”所谓“养心”，就是“先

除其浮暴粗厉之气，得其和平淡静之性，渐化其恶陋，开其愚蒙，发其智睿，始能领会

其声之所发为喜乐悲愤等情，而得其趣味耳。”（《与古斋琴谱补义》）可见，“养

心”的实质就是培养演奏者对生命、人生、社会、生活的领悟性与感受性，使之达到敏

锐而又精微的地步，其目的就在于使你能够对乐曲中的生命情感意境进行有效的捕捉与

表现。而要做到这一步，就必须“出于规矩准绳之外”，即必须完成对技巧的超越，使

心与手均获得自由。 

二、对谱本的超越 

    古琴音乐是靠口传心授和琴谱得以传承的。一般说来，古琴的演奏虽然常以口传心

授的方式进行，但谱本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就琴乐历史的微观方面说，口传心授

的作用可能更加直接明显；若就其宏观方面说，则谱本的意义无疑更加重要。正因为

此，古代琴家特别重视谱本，他们尽力搜集各种琴谱，认真勘校、编印以使传世；在习

操古人之曲时，也无不尊重谱本，以习得古人之真精神、真趣味为至高的目标。所以，

自古以来，照谱弹琴一直是习得琴曲的必由之路。 

    既然是“必由之路”，我们又如何能够“超越”？这里关键是看琴乐“演奏”的内

涵是什幺。如果仅仅将“演奏”看成是文字曲谱向音响曲调的转换，使之具有可听可闻

的旋律与节奏，那幺，照谱弹奏就够了。但是，如果将“演奏”理解为对人的生命感受

和音乐意境的音响表现，则照谱弹奏就显然不够了。由于人的生命状态和精神意境永远

是一个活的、时时可能出新的、且始终伴随着无限个性的过程，所以，演奏在本质上便

是一种具有无限可能的创造性活动，而谱本则仅仅是一套固定的、符号化了的音时和音

程体系。这是一对矛盾。是用僵硬的谱本来模压生动的感受，还是用生动的感受去激活

僵硬的谱本？古代琴家选择了后者。 

    只要稍稍翻一下琴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在历代著名琴家中，很少有人将自己拘泥

于书谱之上，很少有人纯然以“按图索骥”的方法来演奏琴曲。尽管古琴在很早就有了

记谱法，有了乐谱的流传，但是，由于时代与情境的差异以及个人经历、性格、情感方

式的不同，谱中的音乐结构同演奏者的乐感结构往往不很吻合。如果不顾这种差异，机

械地照谱弹奏，就必然导致音乐表现上的“隔”，无法使演奏达到应有的“曲我合

一”。所以，演奏家们从来不将这些乐谱当作定型的、教条的东西来对待，而是常常根

据自己的理解和体验对它加以适当的改动，在原来的乐曲中糅进自己的生命体验。宋代

琴家赵希旷就批评过“专务喝声”和“只按书谱”的做法，指出“喝声则忘古人本意，

按谱则泥辙迹而不通”（见《琴书大全》）。这种演奏中允许对原谱作即兴发挥，已成
   



为古琴音乐修习和传承的一个重要传统，是古琴美学中“演奏即创作”这一理念的产

物。 

    超越谱本的另一种形态，是指在对谱的读解和弹奏中，演奏者穿越乐谱和曲调，进

而去领略和把握乐谱之外的音乐和人生内涵。在这方面，孔子是一个典型。据《韩诗外

传》记载，孔子向师襄学琴，其中一曲学了很久，师襄认为他已经学得很好，多次劝他

再学别曲。但他总是不肯。他先说自己“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数”，继而说“已得其数

矣，未得其意”，接着说“已得其意矣，未得其人”，不久又说“已得其人矣，未得其

类”，始终不肯罢休。直到最后他终于从音乐中看到文王的人格乃至容貌，才终于罢

手。这里从“曲”到“数”，到“意”、到“人”、再到“类”，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

超越谱本的过程。“曲”是曲调，“数”指结构，这两者尚属谱本范畴；“意”是指乐

曲的人生意蕴，已超出谱本，进入演奏者的心灵状态了；而“人”（作者的为人）和

“类”（作者的形貌）则更是需要演奏者自身的人生经验和丰富想象力才能完成的境

域。虽然孔子在各个阶段的所得都是以曲谱为根据的，但如果他始终拘泥于曲谱，放不

下谱本，他就不能够充分调动他的人生经验与想象力，将死谱读活。所以，超越谱本，

并非意味着谱本是可有可无，而只是不能拘泥于谱本。明代萧鸾说：“谱，载音之具，

微是则无所法，在善学者以迹会神，以声致趣，求之于法内，得之于法外。”（《杏庄

太音补遗序》）“法内”即为谱本，“法外”则为音乐的内涵，则为生命体验，则为

“道”。 

三、对演奏的超越 

    演奏作为一门艺术，它必得有自己独特的规范、要求和程序，必得修习者要认真、

严肃、并花费相当功夫去对待它。正因为此，古代琴家无不认真地对待演奏，甚至对演

奏提出一系列近似苛刻的要求。如明代杨表正就在他的《弹琴杂说》中对演奏的场所、

环境、准备、衣着、心境、姿势等方面提出极为具体的要求，历代琴家还常常有所谓

“五不弹”、“八不弹”、“十三不弹”之类的禁忌，以及演奏前必须完成的如宽衣、

沐浴、净手、焚香等仪式性的准备工作等等，其用意均是为了强化演奏者的“演奏”意

识，提醒演奏者在演奏上不能疏忽和懈怠。 

    但是，正如对技巧和谱本的重视只是特定阶段的要求一样，对演奏意识的强调也是

习琴者在特定阶段所必须遵循的要求。同样，与学好技法和书谱的标志是对它们的超越

一样，在演奏的更高阶段所要做的也自然是对演奏本身的超越。实际上，只有完成对演

奏的超越，才能真正做到对技法和书谱的超越。 

    那么，这必须被超越的演奏究竟是什幺？简单地说，它就是人的手与弦、心与谱的

互相关系。苏轼《题沉君琴》诗云：“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

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演奏就是演奏者全身心地体验曲中的乐感、并通过手指让它

完满地实现在琴弦上的过程。演奏的核心即在于如何处理心与谱、手与弦的关系。所有

演奏的训练都是力求使这种关系达到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境地。 

    当心与谱、手与弦的关系还需要你去处理时，即意味着你仍然在将演奏当作演奏，

因而也就意味着你的心、谱、手、弦之间尚未达到高度的默契与统一。只有当你演奏时

而又忘其为在演奏，才算达到真正的演奏境界，进入演奏之“道”。嵇康在《兄秀才公

穆入军赠诗》诗中曾描述过这一境界是：“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

玄。”这是一种何等从容自然、无拘无束的境地！在这里，有的只是心意的回旋和人宇

的交融，乐器的演奏已经不再是“演奏”，而是已经成为演奏者的生命之一部乃至全部

了。宋代白玉蟾（号海南道人）在论卢山杏溪吴唐英的弹琴艺术时，也极赞他的演奏是

“弦指相忘，声徽相化，其若无弦者。”（录自蒋文勋《琴学粹言》）清人蒋文勋对海

南道人的这一评语亦大为赞赏，说：“非唐英指法之妙，不能凭空撰出此语。亦非海南



道人，不能道得此数语。弹琴之妙止此矣，言琴之妙亦止此矣。”显然，蒋文勋是把

“弦指相忘，声徽相化”看成是琴乐演奏的最高境界的。近代浦城派琴家祝凤喈也自述

过自己琴艺的进展，是“五年一变”，至今已有三变：“初变知其妙趣，次变得其妙

趣，三变忘其为琴之声。每一鼓至兴致神会，左右两指不自期其轻重疾徐之所以然而

然。妙非意逆，元生意外，浑然相忘其为琴声也耶！”（《与古斋琴谱补义》）宋代朱

长文在评师文琴艺之妙时亦表现出同样的意思，他说：“若师文之技，其天下之至精

乎！故君子之学于琴者，宜正心以审法，审法以察音。及其妙也，则音法可忘，而道器

冥感，其殆庶几矣。”这种“音法可忘而道器冥感”的妙境，就正是海南道人所说的

“弦指相忘，声徽相化”和祝凤喈的“忘其为琴声”、“不自期其所以然而然”的至

境。而这一境界，说白了，就是一种“非演奏”的演奏状态，亦即我们所说的对演奏的

“超越”状态。 

    这种超越的“非演奏”状态之能够得到琴家的青睐，定有它的缘由。这缘由不是别

的，正是生命状态的被激活。因为只有在这种“非演奏”的状态中，琴家才能够进入充

分的生命体验，并将它带入音乐，赋予音乐以“生气”与“活力”。明代文人张岱就曾

经将演奏的这种极境归之为有“生气”。他说：“古人弹琴，吟、猱、绰、注，得手应

心，其间勾留之巧，穿度之奇，呼应之灵，顿挫之妙，真有非指非弦、非勾非剔一样生

鲜之气，人不及知、己不及觉者。非十分纯熟，十分陶洗，十分脱化，必不能到此地

步。盖此练熟还生之法，自弹琴拨阮、蹴鞠吹箫、唱曲演戏、描画写字、作文做诗，凡

诸百项，皆藉此一口生气。得此生气者，自致清虚；失此生气者，终成渣秽。吾辈弹琴

亦惟取此一段生气已矣。”（《与何紫翔》）这里的“生气”，就是一种鲜活的生命状

态；而“练熟还生”，也正是指在演奏中通过技巧、曲谱的熟练来超越演奏本身，使演

奏回复到鲜活的生命状态。进入生命状态，纯粹操作意义上的“演奏”便自然消隐，或

者说，被超越了。这个时候，演奏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不是以演奏的面目存在了。

这样的演奏才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演奏。也是在这个时候，演奏之“道”才会向你敞

开。 

  原载《音乐与表演》2000年第2期 

共有 0 条评论 〖发表评论〗 〖到论坛讨论〗

 相关链接

 发表评论

用户名：   密码：   匿名发表：    注册新用户 gfedcb

评 论：

发表评论

关于拙风 | 联系方式 | 广告服务 | 版权声明 | 欢迎投稿 | 友情链接 | 网站设计 

版权所有：2005-2007 拙风文化网 粤ICP备06013051号

电子邮箱：wenhua13@126.com 拙风文化系列QQ群 技术支持：Thirteen Studio 

Copyright © 2005-2007

www.wenhuac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