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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会议暨音乐会系列活动在上海音乐学院举办

[ 作者 ] 于亮 

[ 单位 ] 中国音乐学网 

[ 摘要 ] 2007年6月15日—6月17日，上海音乐学院举办了古琴研讨会暨古琴重奏独奏作品、古琴名家展演音乐会等一系列活动。2007上海音

乐学院古琴会议暨音乐会系列活动是理论与实践并重、探索与理念互为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古琴艺术活动。形式的多样、思维的多元体

现在研讨会两大的主题——其一、古琴专业教学探讨：内容、方法、古琴教材探讨；其二、古琴与其他乐器合作的前景、发展，以及所遇

到的问题等。 

[ 关键词 ] 古琴;古琴教材;乐器;韵律学;髹饰学

       2007年6月15日—6月17日，上海音乐学院举办了古琴研讨会暨古琴重奏独奏作品、古琴名家展演音乐会等一系列活动。由上海音乐学

院民族音乐系、上海音乐学院科研处主办的《古琴专业教学探讨：内容、方法、古琴教材探讨会》于2007年6月16日上午8点半在上海音乐

学院贵宾室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主任王建民教授、上海音乐学院科研处萧梅处长、上海音乐学院也是此次活动主

要策划人戴晓莲副教授、中央音乐学院李祥霆教授、著名琴家龚一先生、成公亮先生，作曲家金湘先生以及来自全国各大专业音乐院校的

古琴专业的老师和同学们。开幕式上首先由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主任王建民先生致贺词，致辞中谈到适逢上海音乐学院八十周年校

庆、民族音乐系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召开古琴研讨会有着重要的意义，并回顾了上音古琴专业的发展历程，刘景韶、顾梅羹、沈草农、张子

谦等老一辈琴家在上音任教，古琴专业除了作为主修课之外还为理论、作曲、留学生设置副修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最后预祝此次会议全

满成功。古琴专业教学研讨会由龚一先生主持，第一位发言的是刘景韶先生之子刘善教，发言题目为《刘景韶先生在上音的二十年》，从

刘景韶先生的生平、在上音工作的二十年及刘景韶先生的琴艺风格等方面进行回顾。刘景韶先生在上音任教期间在教学方面担任古琴专业

本科教学并教授附中文学课，编写古琴专业本科教学大纲、聘请各派传人作短期教学，在其他方面著有《琴学概论》、设计改良古琴扩大

音量、移植琴曲、出版发行了刘景韶古琴艺术CD光盘等等。第二位发言的是扬州的制作琴师马维衡先生，发言题目为《斫琴艺术的审美

价值》，主要从斫琴艺术的文化美、斫琴艺术的视觉美、斫琴艺术的意韵美三方面来阐述。斫琴艺术汇集了中国传统文化材料学、声学、

韵律学、髹饰学和史学。谈到了“漆黑”是生漆最本质的美学特征。第三位发言的是陕西师范学院的林蔚丽老师，发言题目为《关于高师

古琴选修课教学的思考》，就古琴在高等师范院校开设为选修课，从学生接受面、教学中练习曲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引发的

思考进行阐述。第四位发言的是琴家龚一先生，发言题目为《关于院校古琴教学的思考》，提出学以治用，主张系统、全面的教学理念，

提倡公开课、音乐会、讲座等多元形式营造学术氛围。第五位发言的是作曲家金湘先生，从作曲方面提出对古琴艺术发展的一些独到想

法。第六位发言的是四川音乐学院曾成伟副教授，发言题目为《古琴教学之我见》，提出古琴教学中的系统化、专业化及古琴基础练习的

缺乏等方面的问题。第七位发言的是天津音乐学院的李凤云副教授，发言题目《古琴教学体会和存在的问题》，谈到对古琴音乐重新认

识、音乐实践、教材的建设及完善等方面。第八位发言的是上海音乐学院戴晓莲副教授，发言题目为《上海音乐学院古琴专业教学回顾与

思考》，提出了传统文化与传统技艺的传授、古琴艺术历史沿革与打谱、现代作品的演奏、演奏风格与理解能力及创新能力如在合奏和重

奏中体现等等。第九位发言的是中央音乐学院李祥霆教授，就中央音乐学院古琴专业教学实践中问题作介绍，认为古琴艺术的特性在于其

指法。武汉音乐学院的丁承运教授从古琴进入专业音乐院校以来对古琴教学的回顾作发言，就流派艺术在音乐院校教学中传承的问题阐发

自己的观点。中国音乐学院黄梅老师介绍了中国音乐学院古琴专业的教学模式，南京艺术学院成公亮先生提出问题“打谱是什么”？引发

大家思考，西安音乐学院的李村老师就古琴演奏与乐曲创作等问题与大家交流。研讨会围绕着主题古琴专业教学中内容、方法、古琴教

材、打谱、古琴艺术传承等问题进行讨论，会议气氛热烈，与会代表各抒己见，在某些问题上或达成了共识或起到了相互借鉴的作用，达

到了会议的预期效果，此次会议的召开是全国专业院校古琴专业教学领域中的首次会议，与会代表们对会议的召开给予充分的肯定。 

2007年6月17日上午8点半，“古琴与其他乐器合作的前景、发展，以及所遇到的问题”研讨会于在上海音乐学院贵宾室召开。研讨会由上



海音乐学院戴晓莲副教授主持。首先由戴晓莲老师宣读了著名理论家赵宋光教授发来的贺词，赵教授对重奏、配器对古琴艺术、古琴演奏

的意义给予肯定，并在6月15日晚古琴重奏独奏作品音乐会中对琴曲《渔樵问答》进行琴箫重奏的编配。中央音乐学院李祥霆教授做题为

《古琴与中外乐器合作的三种类型》的发言，从即兴创作中即兴作曲的能力与演奏技巧熟练、东西方音乐碰撞、音乐治疗等方面进行阐

述。武汉音乐学院丁承运教授做题为《琴瑟和谐的文化内涵》的发言，从乐器的木料、琴弦、定弦、转调等方面，对琴瑟的历史、文化进

行梳理，提出理论与实践在琴瑟演进中的辩证等问题。中国音乐学院黄梅老师就创作曲《醉弦》中新指法的演奏及记谱方面在会中进行解

释并现场演示，对古琴演奏、曲目做新的尝试。琴家成公亮先生就他创作的作品古琴套曲《袍修罗兰》、改编曲《听松》、打谱《文王

操》等谈了自己在琴曲创作上的心得。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张旭儒教授谈到从探索声音的新来源的角度来创作古琴重奏作品，并从自己创

作的现代室内乐重奏作品《清浊》谈谈创作理念。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吕黄教授从此次音乐会改编的两首作品《流水》、《招隐》提出自

体再造的创作手法。在“渔樵问答”——古琴重奏独奏作品音乐会中，整场音乐会形式纷呈，有古琴二重奏如由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吕黄

教授据清•《天闻阁琴谱》编配的《流水》，琴箫重奏如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著名理论家赵宋光先生据清•《琴学入门》编配的琴曲《渔樵

问答》，琴与琵琶二重奏如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教师秦毅据古琴古曲编配的《醉渔唱晚》，琴与长笛二重奏如旅美作曲家周龙创作的

《溯》，琴歌如已故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古琴家王迪据陆游、唐琬作词而创作的《钗头凤》，小重奏如上海音乐学院

吕黄教授据明•《神奇秘谱》编配的琴、埙、男声、打击乐的《招隐》，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张旭儒创作的现代室内乐重奏《清

浊》。古琴独奏则汇集了明•《神奇秘谱》中的《大胡笳》、《广陵散》，清•《大还阁琴谱》中的《欸乃》以及作曲家温德青创作的《韶

乐•歌剧赌命选曲》。而“幽兰”——古琴名家展演音乐会音乐会则汇集了广陵派、、虞山派、梅庵派、浙派、蜀派等各派名家，上海浙

派古琴家姚公白先生演奏的《神奇秘谱》的《乌夜啼》、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李祥霆“天闻阁琴谱”《流水》、龚一“自远堂琴谱”《潇湘

水云》、镇江梅庵琴家刘善教“梅庵琴谱”《平沙落雁》、四川音乐学院曾成伟“神奇秘谱”《大胡笳》、常熟朱晞“琴学入门”《渔樵

问答》、天津音乐学院李凤云“西麓堂琴统”《梅梢月》、武汉音乐学院丁承运、傅丽娜“西麓堂琴统”《神人畅》、中国音乐学院《醉

弦》、上海音乐学院戴晓莲演奏的梅庵琴谱《捣衣》。 2007上海音乐学院古琴会议暨音乐会系列活动是理论与实践并重、探索与理念互

为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古琴艺术活动。形式的多样、思维的多元体现在研讨会两大的主题——（其一、古琴专业教学探讨：内容、方

法、古琴教材探讨；其二、古琴与其他乐器合作的前景、发展，以及所遇到的问题）、古琴公开课的交流理念（成公亮先生、龚一先生、

李祥霆先生、丁承运先生）、音乐会形式的多样与创新、琴家讲座的直面，在紧张又丰富的几天活动之中，我们看到了思想的碰撞，当代

琴人、琴德、琴艺之和谐，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尽显，正像此次活动总策划人、负责人戴晓莲副教授通过活动所传达的理念——根基是

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过程是古琴文化的传承乃需要长期不断地思索，探索是对创新尺度的把握，这也是举办该活动的初衷，展现了新时期

新时代琴人的深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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