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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古琴是世界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主要由弦与木质共鸣器发音，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
历史。古琴音色纯净、清丽，散音如钟鼓之声古朴、稳重、深远，泛音清脆如笛声，走
手音更是古琴技艺之一绝，如人在低声细语，音韵悠长、醇厚、感人肺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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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琴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古琴是世界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主要由弦与木质共
鸣器发音，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二十世纪初才被称作“古琴”。关于它的创制者
有“昔伏羲作琴”“神农作琴”“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之说。
古琴艺术在中国音乐史、美学史、社会文化史、思想史等方面具有广泛影响，是中国古
代精神文化在音乐方面的主要代表之一。
在先秦时代，琴已很流行。现在常见的古琴式样，大多为魏晋之后的式样，分大、中、
小不同的形制，琴弦根数有五弦、九弦、十弦、十二弦、二十弦等多种。常见的是七弦
，所以古琴又称七弦琴。
古琴的面板用桐木制成，面板的外侧有十三粒白色小圆点，称徽，是音阶的标志。制徽
的材料可以用玉，也可用金、骨、蚌壳。古琴的弦用蚕丝制成，取其坚韧而发音纯正。
古琴音色纯净、幽雅，有三种音：散音、泛音、走手音。散音如钟鼓之声古朴、稳重、
深远，泛音像珍珠一样明亮。古琴拥有91个泛音，它还有四组相同音高的泛音，如此众
多的泛音，是世界上任何一种乐器都不能相比和不能达到的。
至于古琴的走手音，更是古琴艺术的一绝，如人声在低声细语，音韵特别悠长、深厚，
感人肺腑。 琴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古琴是世界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主要由
弦与木质共鸣器发音，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二十世纪初才被称作“古琴”。关于
它的创制者有“昔伏羲作琴”“神农作琴”“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之说。 古琴艺术
在中国音乐史、美学史、社会文化史、思想史等方面具有广泛影响，是中国古代精神文
化在音乐方面的主要代表之一。 在先秦时代，琴已很流行。现在常见的古琴式样，大多
为魏晋之后的式样，分大、中、小不同的形制，琴弦根数有五弦、九弦、十弦、十二弦
、二十弦等多种。常见的是七弦，所以古琴又称七弦琴。 古琴的面板用桐木制成，面板
的外侧有十三粒白色小圆点，称徽，是音阶的标志。制徽的材料可以用玉，也可用金、
骨、蚌壳。古琴的弦用蚕丝制成，取其坚韧而发音纯正。 古琴音色纯净、幽雅，有三种
音：散音、泛音、走手音。散音如钟鼓之声古朴、稳重、深远，泛音像珍珠一样明亮。
古琴拥有91个泛音，它还有四组相同音高的泛音，如此众多的泛音，是世界上任何一种
乐器都不能相比和不能达到的。 至于古琴的走手音，更是古琴艺术的一绝，如人声在低
声细语，音韵特别悠长、深厚，感人肺腑。 要想理解古琴音乐，就不能满足于一般悦耳
动听的音乐，而要了解儒、道、禅传统文化，达到更高的哲理性的要求。 前 言 002 要弹
好古琴，更应追求技、艺、道三者的统一，要掌握扎实的演奏技术，然后要追求古琴音
乐的艺术性，更要追求深刻的琴道。古琴音乐的“美”有声音美、形式美，包括演奏琴
曲的节奏、动作等。而古琴音乐的“远”则是追求声音之外的东西，追求“真空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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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具有无限大的选择空间。 从唐代开始，古琴有了自己专用的记谱法，用减字谱记
录而传承至今的古琴谱有150多种，保存了大量的古代音乐作品，是一座巨大而珍贵的音
乐宝库。 古琴的弹奏法、记谱法、琴史、琴律、美学等方面早已形成独立完整的体系，
被称作“琴学”，其内容精深博大，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代表，也是反映中国哲学、历史
、文学的镜子。 2003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了第二批“人类口述和非物
质遗产代表作”，中国古琴艺术与世界其他27个文化艺术表现形式获此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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