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4月17日 星期三 编辑 郭剑 电话 4396827 E-mail：xccb66@163.com 新闻深三度6

核心提示

1.东汉末年的蔡邕不仅制造出“焦
尾琴”，而且创作了一首著名的琴曲，
使得魏晋到隋唐的十几位诗人纷纷为
之填词。请回答这首乐曲的名字。
（《蔡氏五弄》）五弄分别指什么？（《游
春》《渌水》《秋思》《坐愁》《幽居》）

2.《酒狂》的作者是魏晋时期的名
士，请问是哪一位？（阮籍）与之齐名的
一位名士擅弹《广陵散》。这位擅弹

《广陵散》的名士是谁？（嵇康）
3. 明末清初，有一位琴僧东渡日

本，留下了大量的琴歌，为日本的琴学
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请说出这位
琴僧的名字。（东皋禅师或蒋兴俦）他
留下的代表性琴谱是什么？（《东皋琴
谱》）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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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宋代著名诗人写的一首
诗，请问作者是谁？（苏轼）他还擅长写
词，请问他是哪个词派的代表性人

物？（豪放派）
5.“学校，所以养士也。”其中的

“士”怎么理解？（人才）儒家讲究“学而
优”则什么？（学而优则仕）

6.室内方位有东西南北，请问座次
以哪个方向为尊？（东）我国古代的宫
殿、寺庙和一般的建筑讲究的是“坐南
朝北”还是“坐北朝南”？（坐北朝南）

7.庆祝重阳节的活动多彩浪漫，一
般包括出游赏景、观赏菊花、遍插茱
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除了这些
活动外，还有一项重要的活动是什
么？（登高远眺）请背诵王维的诗《九月
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8.古琴原为五弦琴，后来周文王和
周武王分别增加了一根弦。请问，周
文王为什么增加一根弦？（为了悼念他
死去的儿子伯邑考）周武王为什么也
要增加一根弦？（鼓舞军队的士气）

成立古琴学会，举办首届弦歌大会，发行纪念封，推动古琴弦歌文化进校园

用弦歌文化把“许昌”寄往世界

2003年11月，中国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入第二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
作”。与之相伴而生的弦歌，越来越受到世人瞩
目。

4月8日以来，我市成功举办中国首届(古琴)
弦歌大会暨全国名坊琴展、“6·21”国际乐器演奏
日启动仪式。发行“6·21”国际乐器演奏日暨中国
首届（古琴）弦歌大会纪念封，使我市的文化名片
更加出彩。弘扬古琴弦歌文化，我市已在路上。

建安区弦歌吟唱技艺传承人沙闪闪（左二），天津城建大学教授、燕山国学馆
馆长薄克礼（右二），中国乐器协会器乐文化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金岩（左一），与

“6·21”国际乐器演奏日和中国首届（古琴）弦歌大会纪念封设计者外交部中国集
邮协会秘书长马小玲（右一）合影。 李新成 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
调研、普查中，传留下来的弦歌只有 3
首。”山东国风艺术院院长陈旭说，“清
末，因为西洋音乐流行等原因，会唱弦
歌的人越来越少。”

当 下 ，弦 歌 相 对 于 古 琴 ，更 加 小
众。最近几年，古琴弦歌在许昌却越
来越热。

2017 年 3 月 ，建 安 区 人 民 文 化 馆
在以往古琴文化研究的基础上，联合
许昌市古琴弦歌文化爱好者，经过调
研、搜集资料，使许昌古琴文化传播保

护 暨 教 学 中 心 落 户 建 安 区 人 民 文 化
馆。

2018 年 1 月 ，许 昌 市 古 琴 学 会 成
立。“现在，许昌市古琴学会拥有会员
300 多人。”许昌市古琴学会会长赵艳
春说，随着传统文化的振兴、文化厚重
之城建设，古琴弦歌文化在许昌已成

“燎原之势”。
现在，我市已有逸鹤斋琴馆、古今

琴院、一三琴社等 10 多家琴社，市民学
琴、唱弦歌的热情高涨。

我市成立古琴学会、古琴艺术保护中心等组织

□ 记者黄增瑞孙学涛

4 月 8 日，中国首届（古琴）弦歌大
会结束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国首届

（古琴）弦歌大会发起人之一、评委会
主任、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姜嘉锵先生
回忆，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他们前往
俄罗斯演出，一唱弦歌，立马把俄罗斯
的音乐家和观众“震”住了。“他们没有
听过如此深邃、如此有艺术魅力的歌
曲。”

多年之后的 2018 年 7 月 11 日至 20
日，“中俄国际诗歌高峰论坛”暨“第九
届莱蒙托夫国际诗歌音乐节”的主办
方，邀请我市建安区弦歌吟唱技艺传
承人沙闪闪参加。

作为我市传承、弘扬弦歌文化的
积极倡导者，沙闪闪多次参加国内外
的文化交流活动。

沙闪闪说：“我热爱弦歌，不仅要
让弦歌文化走出国门，而且要抓住一
切 机 会 ，通 过 弦 歌 宣 传 家 乡 、推 介 家

乡。”
4 月 8 日，为隆重纪念“6·21”国际

乐器演奏日和中国首届（古琴）弦歌大
会，在外交部中国集邮协会的大力支
持下，组委会向邮政部门申请发行纪
念封。该纪念封由北京乐器学会秘书
长金岩与外交部中国集邮协会秘书长
马小玲设计，图案由汉魏故都许昌、古
琴、中国古琴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薄
克礼、建安区弦歌吟唱技艺传承人沙
闪闪构成，将古琴、弦歌与许昌的历史
文化融合。6 月 21 日，印有许昌元素的
纪念封，将被寄往全世界。

在 中 国 首 届（古 琴）弦 歌 大 会 期
间，扬州市南风古琴厂等 30 多家古琴
厂 商 、古 乐 器 厂 商 带 来 了 古 琴 、色 空
鼓、箜篌等古典乐器，让市民大开眼界
的同时，获得了可观的收益。初步统
计，交易额为 100多万元。

印有许昌元素的纪念封将被寄往全世界

4 月 10 日下午，应许昌学院音乐舞
蹈学院邀请，中国首届（古琴）弦歌大
会发起人之一、天津城建大学教授、中
国古琴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燕山国
学馆馆长薄克礼与多名弦歌专家，在
该院音乐厅举办了题为《中国古代的
弦歌与吟唱》的学术讲座和中国弦歌
名家音乐会。他们演绎的古琴弦歌浑
厚悠远、古雅动听，赢得现场 300 多名
师生的掌声。

许昌学院音乐舞蹈学院副院长杨
天宏说，艺术家的吟唱和演奏为同学
们 呈 现 了 古 典 诗 歌 原 有 的 风 骨 与 意
蕴，让同学们大开眼界。他们将着力

推动古琴弦歌艺术进校园，为传承、弘
扬这一艺术瑰宝作出努力。

姜 嘉 锵 说 ：“ 弦 歌 ，先 传 承 ，再 弘
扬。传承就要原汁原味地学，不能乱
改，要有古音、古韵、古调。弘扬要结
合历史，进行创新，活态传承。”

许 昌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教 授 张 兰 花
说：“中国首届（古琴）弦歌大会成功举
办是本届三国文化旅游周的新亮点。
我 市 汇 聚 文 化 智 力 挖 掘 古 琴 弦 歌 文
化，既是对许昌古琴弦歌史学源头地
位的高度重视，也是传承和保护许昌
传统文化的智慧彰显。希望随着古琴
弦歌文化的传播不断深入，许昌古琴

把古琴弦歌艺术打造成许昌闪亮的文化名片

弦歌的技艺传承、历史文化弘扬、社会
教化功能逐步得以强化，古琴弦歌文
化成为许昌又一个闪亮的文化品牌，
成为许昌厚重历史文化的见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高度重视
文化事业发展，弘扬和传承、发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全力建设文化厚重之
城。作为许昌第十三届三国文化旅游
周的活动内容，中国首届（古琴）弦歌
大会暨全国名坊琴展、“6·21”国际乐
器演奏日启动仪式既是我市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深入挖掘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
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
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
时代风采”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市用人
文精神增添城市魅力，用文化生活提
升城市气质，打造中原文化高地，建设
中原文化强市的具体行动。

“期待弦歌大会继续办下去，期待
弦歌在我市开花结果。”我市弦歌爱好
者石玉说。

中国首届（古琴）弦歌大会成人组文化知识部分考题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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