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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弦歌艺术可彰显许昌厚重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古琴发展过程中，魏晋时期达到

一个高峰。”中国首届（古琴）弦歌大会
发起人之一、建安区弦歌吟唱技艺传
承人沙闪闪说，当时，许多操琴者如蔡
邕、蔡文姬、嵇康、阮籍等，留下了许多
动人的故事，同时创作了大量流传至
今 的 古 琴 曲 目 。 厚 重 灿 烂 的 三 国 文
化，是许昌最大的文化特色、文化资源
和文化宝库。挖掘、弘扬三国文化，古
琴弦歌成为绕不开的重要一环。

“许昌坐拥丰厚的古琴弦歌文化，
这是一笔具有巨大开发潜力的文化资
源。”孟照阳说，我市举办中国首届（古
琴）弦歌大会很成功。来自全国各地的
80 多人参与比赛，参赛选手既有儿童，
也有成年人；表演形式既有个人抚琴吟
唱，也有团队组合、助演参与；曲目方
面，既有传统古曲，也有原创新曲。

“本届（古琴）弦歌大会是目前国
内规模最大的一次弦歌盛会，不仅打
谱最多、移植曲目最多、原创最多、参
加展演人数最多、参赛曲目最多，而且
评委级别最高，有两个古诗词专家和
最具权威的弦歌专家。这开创了中国
弦歌大会的先河。”薄克礼说。

中国首届（古琴）弦歌大会发起人
之一、中国乐器协会器乐文化专业委
员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6·21”国
际乐器演奏日（中国）组委会副主任毕
可炜说，这一届大会成功举办，一定会
为古琴弦歌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弦歌，感受古
琴弦歌艺术的魅力，同时因古琴弦歌
文化而更加坚定文化自信。

张宏阳认为，传承创新许昌古琴
弦歌文化，对于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重新认识古琴弦歌艺术的魅力、挖
掘古琴弦歌文化在许昌历史中的作用
有着重要意义。

在中国首届（古琴）弦歌大会开幕
式上，孟照阳表示，全国弦歌大会暨全
国名坊琴展在许昌举办，“‘6·21’国际
乐器演奏日”活动启动仪式在许昌举
行，是许昌深厚文化底蕴的又一次呈
现，也是许昌经济发展带动下的文化
事业的又一次跃升。

“我们要把古琴弦歌艺术打造成
许昌闪亮的文化名片，使其与其他优
秀文化遗产交相辉映，成为见证许昌
厚重历史文化的标志。”孟照阳说。

关注中国首届（古琴）弦歌大会之探因

中国首届（古琴）弦歌大会
缘何在咱许昌举办？
许昌是古琴弦歌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有较好的传承弘扬基础
打造古琴弦歌文化名片，能彰显许昌厚重历史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古琴
古琴，亦称瑶琴、玉琴、七弦琴。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实物距今有2400余年，

唐宋以来历代都有古琴精品传世。现存南北朝至清代的琴谱有百余种，琴曲达
3000首，还有大量关于琴家、琴论、琴制、琴艺的文献，古琴的遗存之丰硕堪称中国
乐器之最。常见的古琴制式有伏羲式、仲尼式、连珠式、落霞式、灵机式、蕉叶式、
神农式等，主要依据琴体项、腰形制的不同而有所区分。

与许昌有渊源的古琴名曲
《遁世操》《箕山秋月》《广陵散》《酒狂》《大胡笳》《小胡笳》《胡笳十八拍》《长

清》《短清》《长侧》《短侧》《孤馆遇神》《山中思友人》《楚歌》《圮桥进履》《秋声》《渌
水》《幽居》《秋思》《坐愁》《忆故人》《风入松》《龙翔操》《秋水》

“南风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归清
弦。”4 月 8 日，在春风拂面、花红柳绿的时
节，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家斫琴名坊的负
责人和80多名参赛选手齐聚莲城，参加中
国首届（古琴）弦歌大会，咏典颂古，抚琴而
歌。

进入新时代，古琴在许昌奏出新韵，弦
歌在曹魏故都大放异彩。中国首届（古琴）
弦歌大会不仅成为许昌第十三届三国文化
旅游周的亮点，而且成为全国媒体和世人
瞩目的焦点。

那么，中国首届（古琴）弦歌大会缘何
在许昌举办？连日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
访。

□ 记者孙学涛黄增瑞

古琴弦歌艺术与许昌渊源深厚
“作品表现与许昌三国文化有关，

加 0.5 分。”4 月 8 日，在中国首届（古琴）
弦歌大会比赛现场，许昌学院文学与
传媒学院教师、主持人黄杰介绍完评
委后，对评分标准一一作了说明。

这一评分标准，也说明了古琴弦
歌艺术与许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许昌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孟
照阳在致辞时说，古琴艺术是中华民
族的文化瑰宝，在古琴艺术发展的历
史长河中，许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据统计，目前广为流传的十大古
琴名曲中，有多首与许昌有着密不可
分的渊源，与许昌历史人物、历史事件
相关的琴曲有 50多首。

曹操踞许 25 年，外定武功，内兴文
学，治军理民，芟没夷丑，削平群雄，为
最终实现“三分归一统”奠定了基础，
并使许昌成为当时北方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也为许昌历史和古琴历史
写下了辉煌的一笔。

曹操曾用重金赎回著名文学家、
古琴家蔡文姬。传说，蔡文姬归汉途
中，节节哀声，抚琴泄情，仿胡笳之音，
创作了著名的古琴名曲《胡笳十八拍》
等，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音乐文化遗
产。

被誉为古代十大古琴名曲之一的
《广陵散》也与许昌有关。《广陵散》别
称《聂政刺韩王》。据传，聂政刺韩王
的故事就发生在许地。至今，禹州市
区还存有纪念其事迹的“聂政台”。

“古琴弦歌与许昌深厚的渊源以
及特殊的关联，决定了许昌在古琴弦
歌文化史上的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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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说。

许昌已有较好的古琴弦歌文化传承弘扬基础
“许昌有很好的古琴弦歌群众基

础，我们早有耳闻。”4 月 8 日，参加中国
首届（古琴）弦歌大会的山东淄博稷下
琴院院长曹叶文，带着 5 个少儿、1 个成
年 人 参 加 比 赛 。“ 许 昌 举 办 中 国 首 届

（古琴）弦歌大会，说明了许昌文化的
厚重和丰富。”

在许都大剧院中厅，参加名琴展
出的多为北京、江苏、河北等地的知名
斫琴坊。扬州市南风古琴厂负责人单
卫林说：“此次来许昌，我发现很多大
人 带 着 孩 子 过 来 咨 询 。 这 让 我 很 惊
讶，许昌喜欢古琴和弦歌的人真的很
多。”

前来观看演出的许昌市民石玉是
一名古琴爱好者。今年 43 岁的她，两
年前开始学琴。“古琴可以让人沉静，
于是我给孩子报了一个班。后来，我

发现上课的不仅有孩子，还有很多像
我一样四五十岁的人。我干脆也报了
一个班。”石玉说。

学习古琴的中小学生越来越多。
我市中学生彭程在 2017 年 7 月 31 日举
办的上海·中国古琴艺术周暨“弘琴杯”
古琴艺术展演活动中，完美演绎与许昌
有渊源的古琴曲《大胡笳》，获 2017第一
届“弘琴杯”古琴艺术展演少年组金奖。

据不完全统计，我市现有古琴弦
歌爱好者 3000 多人，每年开展古琴弦
歌文化活动 100多场。

“许昌已经打下了较好的古琴弦
歌文化传承弘扬基础。这是我们能够
举办中国首届（古琴）弦歌大会的有利
条件。”中国首届（古琴）弦歌大会发起
人之一、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
张宏阳说。

4月8日，中国首届（古琴）弦歌大会比赛现场，选手在进行比赛。记者 黄增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