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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7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广东省广州市
松园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非正式会晤。

循着《高山流水》悠远婉转的琴声，习近平和马克
龙来到白云厅，听千年古琴奏千年绝唱，品千年茶韵
论千年兴替。

一曲《高山流水》，悠悠流淌千年，随着“伯牙子期
觅知音”的千古佳话，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共识。它
还作为“地球之音”被刻录在一张“金色唱片”上，乘着
飞船驶向浩瀚的太空深处，在星辰大海中“投石问
路”，播散人类向宇宙的致意和问候。

从古至今、从中国走向世界、从地球到太空，这首
古曲恰如其名，绵延不息地凝聚着中华民族以诚相
知、以礼相待、以心相交的知音情结，传递出中华民族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至真善意。

古今共鸣

古琴的出现不晚于尧舜时期，距今已有 3000多
年。它是“琴棋书画”四艺之首，是“圣人治世之音，君
子养修之物”，孔子、蔡邕、嵇康、欧阳修、苏轼等先贤
都善琴通乐。4月 7日当天，古琴演奏家李蓬蓬弹奏
的古琴名为“九霄环佩”，制作于唐代，距今已 1267
年，曾是苏轼等人的藏品。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琴师伯牙与樵夫子期因琴声
不期而遇、相知相契的故事成为千古至谊的代表，文
人骚客奉为至宝，以此赋诗作画、借抒胸臆。故事经

《列子·汤问》《荀子·劝学》《吕氏春秋》《琴操》等先秦
诸子文本，尤其是明代白话小说家、戏曲家冯梦龙的
讲诉与传承，人物形象和情节不断丰富，从案牍走向
巷陌，雅俗共知、源远流长。

汉剧《听琴板琴》、京剧《马鞍山》、京韵大鼓《高山
流水》等这些优秀的传统剧目、曲目，均源于此。而冯
梦龙所著的白话小说，也早于 19世纪末便流传至海
外，有英、法、日等译本。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在 20
世纪末与作家金庸进行《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对话
时，开篇便说：“所谓‘相识满天下，知音有几人’……”
这诗句，就出自冯梦龙的小说。

琴曲《高山流水》也在不断发展演化中，逐步走向
成熟、走向辉煌。《流水》的简字谱最早见于明代朱权
所编的《神奇秘谱》。其中说，最初《高山》《流水》本为
一曲：“初，志在乎高山，言仁者乐山之意。后，志在乎
流水，言智者乐水之意。至唐分为两曲，不分段数，至
宋分《高山》为四段，《流水》为八段”。此后《流水》琴
谱虽达30多种，都基本保持着这样的结构直到清代。

根据《天闻阁琴谱》所载，清代川派琴家冯彤云传
授给张孔山的《流水》中，在原第五、六段间，增添了一
段，用滚、拂的手法模拟激流的水声，更加具象地描绘
出水流汪洋浩瀚、急湍奔流的气势，是全曲中极为突
出精彩的部分，被称为“七十二滚拂流水”。从此，《流
水》一曲极尽烟波浩渺、活泼潆洄之致，“一时艳称海
内，琴家每以不得其传为恨”。

近代，由中国著名古琴演奏家管平湖及杰出
民族乐曲演奏家卫仲乐所演绎的《流水》皆源
于此。

地球之音

“这是一首人类意识与宇宙共鸣的
冥想曲，用古琴演奏，这种乐器在耶稣降
生之前几千年就有了。自孔子时代起，

《流水》一曲就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选送这首乐曲足以代表中国。”——世界
著名作曲家、美国文学艺术院终身院士、
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原副院长周文中
这样说。

1977 年，美国旅行者号将造访外太
空，制作一张唱片传播地球人类信息的计划

孕育而生。当音乐编辑安·德鲁扬致电周文中，请其
推荐一首中国乐曲。周文中不假思索地说出上文的
那段话。

在周文中的坚持下，由管平湖弹奏的古琴曲《流
水》经所有评委一致通过，以7分钟37秒的长度，分毫
不减，成为被收录的 27首世界名曲中时值最长、却是
最早确定入选的乐曲。

著名科学家、金色唱片的总策划人卡尔·萨根
（Carl Sagan）希望这首琴曲能“表达我们的宇宙孤
独感，表达我们切望结束这种孤独和与宇宙中其他生
命交往的愿望。”

知音是人类共同的情感，音乐是跨时空、跨种族、
跨国界的语言。2003年 11月，中国古琴艺术成功入
选世界第二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成为
继昆曲后第二个入选的中国项目。在递交的文献片

《高山流水》中，不仅讲述了伯牙子期的知音故事，还
在结尾中这样写道：“这里发生的故事并未完结，在这
个故事中诞生的《高山流水》古琴曲，越两千年后由美
国旅行者号录入地球之音铂金唱片，于 1977年 8月
20日携带到太空，以寻觅地球人类的知音。保存期十
亿年。”

琴声在闽

福建的古琴活动可追溯至五代末年和北宋初年，
福建名人朱熹、黄道周、郑成功等都通琴乐。

朱熹与古琴的渊源很深，他的《琴律说》是当前研
究古代音律的重要学术论著；被称为“小流水”的琴曲

《碧涧流泉》，亦是他所作。与《流水》奔腾激越的气质
不同，《碧涧流泉》更带有武夷山水般蜿蜒细腻的气质
和闲适疏放的幽趣。他还将琴学视为重要的教育手
段，在漳州为官时，当地“家弦户诵之声不绝于耳”。

明代，福建古琴艺术获得长足发展。“闽派”古琴
最早见于琴人刘珠的《丝桐篇》：“近世所习琴操有三，
曰江、曰浙、曰闽”。

清晚期，浦城琴人祝凤喈名噪一时。据说，天下琴
人、名士在他与兄长搭建的“十二琴楼”相聚吟咏唱
和，进京北上的林则徐、梁章钜等都曾是座上客。祝
凤喈首创工尺谱，初学者可视谱自理。由他鉴定指
导，学生张鹤撰写的《琴学入门》，至今仍是古琴学习
的入门读物之一。2005年，浦城闽派古琴列入福建省
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入新时代，福建古琴文化传承迎来复兴。著名
琴家李禹贤入闽创办劲草琴堂，广收学生，在八闽大
地点燃古琴传承的星星之火。李禹贤先后师从张正
吟、夏一峰、刘景韶、张子谦，并私淑管平湖等多位古
琴名家，其演奏的《流水》正源自管平湖。2009年，李
禹贤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
人称号。他多次受邀出席全国和国际古琴艺术交流
会，出访东南亚诸国，在各大舞台上推广福建古琴艺
术。

斫琴家谢建东则在漳州长泰天柱山脚下建起龙人
古琴文化村，闽地琴人开启传承创新斫琴技艺之路。
他们研发出的“龙人冰弦”获国家专利。

福建省古琴协会于 2012年成立，李禹贤、成公亮
之嫡传弟子，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闽派
古琴）代表性传承人张俊波当选为会长。遥想20世纪
80年代末，17岁的他偶然听到广播剧《高山流水》中
的《流水》等琴曲，被深深吸引而步入古琴艺术殿堂，
一晃已30余载，但对《流水》的喜爱依然不变。

“《流水》极具表现力，把自然界中的流水，塑造得
具有人格和生命力。聆听时无需介绍，眼前自然会呈
现出流水的具象。”张俊波说，“琴曲还延续着抒情主
调，虚实结合、情景交融、令人沉醉。”

“‘乐’生于心，是内心的写照，琴人是在用心演奏
每一首曲子。交友亦是如此。”张俊波说，“正如同这

曲《流水》，漫漫琴音下，是志趣相投的知音间平等和
谐、开放包容的心灵相通，蕴含着中华民族的

精神气质。”
7日当天，习近平主席和马克龙总统

欣赏的那床唐琴“九霄环佩”现在的藏家
何作如先生正是福建泉州籍。

看来，福建与此曲、此琴的渊源还将
续写……

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几
千年来，《流水》已不仅是一首琴曲，是中
华民族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乐山乐水
的人文情怀、以心相交的待人准则和天
下大同的价值理念，更是人类共同的精
神渴望。现在，它寄托着中华民族的真
心与真情款款走向世界。愿觅知音谋合

作，携手共行天下大道、共创美好未来。
（朱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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