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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川泛新波，古琴奏和鸣
*

———常熟虞山古琴保护传承现状调查与思考

施 咏

( 南京艺术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常熟市虞山古琴保护传承现状的实地调查，阐释当地政府所构筑

“节”、“馆”、“室”、“社”、“场”五位一体的多元化格局的活态、立体化古琴保护体系，以及

“虞山琴社—常熟理工学院—少儿古琴社”多层面、多渠道的社会合力共建的传承体系。透

过对其琴人琴乐的观念、琴社活动、琴乐事象的描述，在田野资料展现基础上进行提升思考。
认为在当前古琴保护传承中，应该处理好学院—山林、传统—现代、民间—政府等若干对关

系。加强政府的引导作用，加速非遗保护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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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地处长江三角洲沿江开发地带，是划归苏

州市所属的县级市。常熟是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历

史悠久，自然禀赋优越，人文积淀深厚。
对于古琴演奏者而言，常熟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常熟别称“琴川”，因其穿城而过的 7 条河流，如古琴

之七弦而得名。唐宋以来，常熟就一直是中国古琴演

奏、研究的中心。明末清初，由严天池开创、徐青山拓

展了中国第一个有代表人物、代表琴谱、理论纲领和

地域特色的虞山琴派，此后几百年间，虞山琴派名家

辈出，并以其“博大平和、清微淡远”的琴风和杰出的

理论建树，影响了国内众多琴派。
作为虞山琴派发祥地的常熟，自政府到民间，近

年来在古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程中再创典范

之功。自 1984 年虞山琴社恢复活动以来，在政府和

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虞山琴派生机盎然，新枝勃发。
2001 年常熟成功举办了“全国第四届打谱会暨国际

琴学研究会”，2002 年常熟成为首批全国古琴南方考

级点之一，2004 年成立虞山古琴工作室，2004 年常熟

被联合国国际民间艺术节组织评为亚太地区“古琴

之乡”，2005 年建成“虞山派古琴艺术馆”。2007 年 5
月举办“首届中国古琴艺术节”，同年被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命名为“中国古 琴 江 南 保 护 基

地”。2011 年常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非

遗———古琴艺术重要保护地区”的称号。
通过几年的努力，常熟成为新世纪古琴遗产保护

和发展的重要基地，开创了国内首家以政府为投入主

体的古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路径，为虞山琴派

的传承和发展营造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常熟的古琴保护的理念和经验引起了国内外各

界的广泛关注，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称赞虞山古琴

艺术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美结合，可

成为当今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范例。文化部副部

长王文章则将常熟的古琴保护模式总结为是一种静

态展示与动态表演相结合的“活态保护体系”，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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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动态、生生不息的传承发展，立体化、全方位的保护

模式。
为了全面了解常熟虞山派古琴传承的现状，从

2008 至 2011 年间，笔者对常熟地区虞山琴社做了多次

实地调查，调查对象主要有琴人朱晞、王小龙、穆丽娜、
尹溧新以及常熟市文化局社文科科长茅玉芬等，获得

文字资料、采访记录 8 万余字，电子照片 110 幅，采访

录音员时长 15 小时。根据采访情况及相关文献资料

的梳理，本文先对虞山派古琴传承情况作出全面的描

述报告，再对现存问题及其解决对策作出初步的思考。

一、政府主导的保护策略

( 一) 制定保护政策

2001 年，“全国第四届古琴打谱会暨国际琴学研

讨会”取得圆满成功后，常熟市委、市政府确立了古

琴艺术在全市文化中的显要地位，实施古琴品牌战

略。2004 年中共苏州市委、市政府《“文化苏州”行动

计划》中支持常熟市争创“中国古琴之乡”，积极筹建

常熟市虞山琴派古琴艺术馆。2005 年常熟市人民政

府也出台了《常熟市“文化名市”行动计划》，逐步理

清了保护、继承、弘扬古琴艺术的基本思路和框架，提

出以“先贤精神、艺术瑰宝、古琴之乡、城市名片”来

打造特色文化品牌。2005 年，文化局制订了《虞山派

古琴艺术保护传承和发展十年规划》，明确目标要

求，分步实施，力求从内容、管理、内生机制上将常熟

打造为真正的“古琴之乡”。
该《规划》具体体现在: 加大古琴艺术历史遗存

的保护力度; 依托虞山琴派艺术馆，推出精品展，同时

搞好“活的”传承和发展，做到动静相融、动静相生;

加强艺术研究和交流; 积极扶持古琴艺术社团的交流

和发展; 加快后继人才的培养; 开展群众性古琴活动;

定期举办大型古琴专场音乐会等。这一系列措施的

实行使得常熟古琴保护工作呈现全新的面貌。
常熟市政府在古琴的活态保护体系中，还提出要

保证实现“十个有”，即逐步实现了有专设机构、有专

项经费、有工作网络、有四级名录、有专题馆所、有培

训基地、有常年展演( 示) 、有对外交流、有节庆活动、
有国家基地的活态保护体系，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与传承工作夯实了基础。
该立体化保护平台具体表现在构筑常熟市政府

构筑“节”( 中国古琴艺术节) 、“馆”( 虞山琴派古琴

艺术馆) 、“室”( 虞山琴派艺术工作室) 、“社”( 虞山

琴社、少儿古琴社) 、“场”( 一批演出研究场所) 这一

五位一体的多元化格局的构筑。分述如下:

1．“节”
常熟历来重视文化节庆传统，在各类节庆活动中

适时展示、弘扬宣传古琴文化，也成为常熟市政府古

琴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2005 年在首届尚湖国际文

化节闭幕式上举办了国际古琴名家音乐会。2007 年

5 月的“首届中国古琴艺术节”开幕式上举办了“虞山

琴韵中华情暨纪念吴景略诞辰 100 周年中国古琴名

家音乐会”，艺术节期间还举办了“首届中国古琴艺

术保护论坛”、“唐宋以来的中国名琴和与古琴相关

的中国名琴书画展”等活动。
从 2009 年起，常熟市政府为了整合资源，将文化

节做大，与中国文联相关协会、文化部携手合作，举办

综合反映江南人文艺术成就的“中国( 常熟) 江南文

化节”。节庆期间将设立包括翁同龢书法奖、严天池

音乐奖、沙家浜戏剧奖等奖项。其中，严天池音乐奖

即主要针对古琴艺术。江南文化节中仍保留包含古

琴文化节、全国青少年古琴大赛及打谱会。
“实践证明，成功的艺术节庆活动不仅是展示艺

术成果的大舞台，也有助于扩大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推动城市经济文化协调发展。同时将总结经验，

走出政府支持与社会化运作相结合的路子。”①

2．“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必须要有载体，而这一切

的核心即是 2005 年建成的“虞山派古琴艺术馆”，艺

术馆由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代著名藏书楼“脉

望馆”所 在 的 省 级 文 保 单 位 赵 用 贤 宅 辟 设 而 成。
2004 年起由市政府财政投入一千万对其进行全面修

复，2005 年 10 月建成对外开放，古琴艺术馆分 4 个

区域，分别介绍严天池、徐青山、吴景略等古琴名家，

展示当今常熟对古琴艺术传承和保护的成果，并以实

物形式展示古琴制作流程，馆内还藏有严天池所编的

《松弦馆琴谱》等琴谱。
建成后的虞山派古琴艺术馆融展览、培训教育、

演出、研究、旅游于一体，作为政府的窗口，古琴馆日

常接待大量的各类参观。此外，还立足于多渠道、多
层次培养新一代古琴艺术传人，使之成为传承、保护

和振兴虞山派古琴艺术的重要基地。此外，该馆还成

为很多学校假期社会实践和素质教育的重要场所，

2007 年被授予“常熟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称号。
3．“室”
2004 年，常熟市政府投入 15 万元，成立了非盈

利性的虞山琴派艺术工作室，由朱晞任工作室主任，

开展有关虞山派古琴艺术的保护、传承及研究工作。
这也是全国首家进入地方行政科层体系、直属地方政

府的一个行政部门的古琴艺术机构。
4．“社”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软件载体的虞山琴

社，则是这一层面的核心而在国内外琴界起着重要作

用。虞山琴社 2001 年由朱晞任社长，工作得以展开，

目前虞山琴社已经拥有了一支老、中、青、少儿 120 余

人的古琴骨干队伍。
2003 年“虞山琴社”代表中国古琴接受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考察，得到前来考察

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非遗处处长的高度评价，这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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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古琴艺术得以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的重要因素。
目前琴社活动频繁，中秋、端午、春节等传统节庆

都有琴会，基本上每个月都有较大型活动。2001 年，

还组织成立了中国首家也是唯一的少儿古琴社———
虞山少儿古琴社。

5．“场”
“场”指的是古琴展示、展演的场所。目前，常熟

已经拥有了虞山大戏院、图书馆、博物馆、古琴馆、评
弹馆、常熟理工学院音乐厅、尚湖风景区“枕水人家”
等一批环境设施优良的古琴演出、交流的场所。

( 二) 提供资金保障

除了系列保护政策的制定，政府对古琴保护的重

视还体现在资金的保障上，政府出资投入了一千万修

补重造虞山派古琴馆，常年对外开放，并确保了相关

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财政支出。每年都要围绕古琴

保护举行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大型活动，如全国的

各大流派的打谱会，常规性活动如双休日在景区设立

的古琴演出，相关的经费也都是由政府投入。
近年，常熟市政府还持续出资用于古琴理论研

究，资助出版经费，每年都有相关论著与光盘出版。
( 三) 设立专门的保护机构

自 2005 年古琴馆开馆起，就由政府设立了专门

的古琴艺术保护机构，成立了 6 人编制全额拨款事业

单位的古琴馆，属于博物馆的一个分馆，由市文化局

主管。还成立了虞山派古琴艺术工作室，出于对古琴

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双重属性的考虑，相关部门职

能分工明确，合理明确的分工更好地保证了相关工作

开展的井然有序。

二、社会合力共建的传承体系

在常熟，除了以虞山古琴馆、琴社为中心积极培

养传人以外，还大力发展了多层面的社会办学，从大

学、大专、中专到小学的各类业余培训点，即以古琴艺

术馆为中心，打造“虞山琴社—常熟理工学院—常熟

艺校—常熟少儿古琴社”的多渠道多层次的培训体

系，以培育新一代古琴艺术传人。
1． 高校古琴教育

常熟理工学院作为常熟古琴立体保护体系里一

个重要的场域与环节，很多重要的演出都在该院的音

乐厅内举行。从 1997 起在常熟理工学院音乐系就开

始开设了古琴选修课，这也是解放后唯一在综合性大

学正式开设的古琴选修课，目前已有一百多人经过培

训，在江苏各地传承古琴。
2005 年 9 月，理工学院音乐系王小龙老师率团

参加“海上琴会·琴韵雅集”演出活动。2007 年 5
月，“和鸣———古琴艺术进大学”主题活动走进常熟

理工学院校园，与学生进行面对面交流，培养传承中

国人文精神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音”。2008

年 7 月，音乐系“暑期社会实践团”前往虞山派古琴

艺术馆举行参观调研，了解虞山派古琴的相关历史文

化知识。
另外，自 2003 年起，还在常熟艺术学校开设了古

琴大专班，七名古琴专业学生顺利开课。
2． 少儿古琴教育

1997 年，虞山琴社与常熟市文化馆联合开办少

儿古琴培训班，2001 年组织成立了中国首家少儿古

琴社———虞山少儿古琴社。数百位少年儿童接受培

训，教学成效卓然，培养出了一批出类拔萃的艺术新

苗，在全国各级比赛中获得良好成绩，还有学员以古

琴为专长考上了专业院校。少儿琴社还积极参加社

会各类大型琴事活动，2004 年夏天的“情系沙家浜”
江浙沪少儿古琴夏令营，在沙家浜芦苇荡风景区开

营，来自江苏、浙江、上海的 20 多位少儿古琴爱好者

欢聚一起，在沙家浜“春来茶馆”切磋琴艺。
2002 年 10 月 28 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非遗处处

长爱川纪子来常熟考察古琴，当时欣赏的古琴演奏

《长门怨》就是由该少儿古琴社的张何之同学担当，

精彩的演奏令其大为赞赏。
2007 年 11 月，虞山琴社还在石梅小学开办古琴

兴趣班，把孩子们的读白、书法等与古琴艺术相结合。
多年来，常熟少儿古琴培训教学卓有成效，早期的学

员有多人考上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的附中、
本科乃至研究生。2011 年，这些学有所成的学子还

回乡举办了“‘曲水流觞’2011 常熟籍古琴专业学生

汇报音乐会”向家乡人民汇报。

三、常熟古琴保护传承理念阐释

由于地域、琴人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琴社在

古琴传承推广上运用的策略与运作的方式也都会有

所不同，因此会产生多样化的古琴保护模式。而常熟

政府与琴人合力打造的活态、立体化保护的模式，则

是被全国各地文化部门以及越来越多的琴界同仁公

认的成功模式的典范之一。
虞山琴社古琴保护的理念主要体现在对传统与

现代、继承与创新、政府与民间、开放与保守、山林与

学院、专业与业余、大众与精英、“大众化”与“化大

众”，以及静态、动态与活态等几对关系的认识与思

考上。
( 一) 学院与山林

“当代琴乐传承功能主要由两类组织机构担负:

一是专业教学机构———音乐院校，另一则是业余群众

组织———古琴社团，在琴界习惯将二者分别称为‘学

院派’和‘山林派’，以从社会文化身份、文化属性等

方面对其加以区别。”②

虞山琴社现任社长朱晞 1984 年毕业于南京师范

大学物理系，师从翁瘦仓学琴，通晓诗词歌赋。按照

朱晞的个人学琴与职业经历，他应该是业余的身份，



施咏 琴川泛新波，古琴奏和鸣———常熟虞山古琴保护传承现状调查与思考

HUNDＲED SCHOOLS IN AＲTS

112

标准的山林派。但作为业余琴家的他，却又与传统的

民间琴人有着诸多的不同，在音乐观念、教学思想上

强调着专业的要求、专业的精神。与专业的学院派一

样注重演奏技巧，追求表演的舞台效果。他认为“业

余的也该当作专业的来做。古琴首先是音乐，首先要

有音准，节奏要正确，旋律要流畅。古人所说的那个

‘三五文人，自得其乐’，也是要讲音准、旋律与字句

的，如果弹出来音都不准，更谈不上旋律美了。”而像

古人陶渊明怀抚无弦琴而叹“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

音”，在朱晞看来则都是自说自话，喃喃自语，完全上

不得舞台的。
最初，虞山琴社的演出都是靠琴社中的人员( 成

人) ，清一色业余的身份，但随着社会演出活动的增

多，完全依赖业余的在水平和时间保证上都存在问

题。随着近年常州理工学院音乐系及其他院校的毕

业分配来古琴馆，在后来的演出活动朱晞就开始力求

做到形式多样化，包括一些琴歌、重奏、合奏等，并逐

渐往专业化上发展。
在古琴的教学思想上，身处山林、业余身份的朱

晞对现当代深受西方专业音乐教育观念浸染的学院

派古琴教学持质疑态度，他反对西方音乐中节奏、音
高维度的机械、固定，强调着古琴音乐节奏重音的变

换性与减字谱的开放性。

我们教学，跟中国音乐违背的传统东西

是不教的。现在学生弹出来千篇一律的，为

什么呢? 比如这个“猱”，个人的认识不一

样，有的人“猱”两拍有的人“猱”一拍，但是

固定就把人抹杀了，这个抹杀就是不符合中

国古琴谱的本意。减字谱是一个开放的记

谱，但它有一个范围、有一个条件，像大运河

一样，京杭大运河挖好了必须在这个河道里

流，这就是给你的值，但是上游流得快还是

下游流得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好

谱子基本上流的差不多，比较明确。( 朱晞

访谈记录)

但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兼具山林与学院两栖属

性的朱晞又表现出他博采两家之长而形成的灵活的

教学方法: 如既继承了传统民间器乐教学中“以曲带

功”的特点，又吸取了学院派有针对性地运用多样手

段解决某个技术技巧的方法。

我教学生又不完全是学院派的那一套，

学院派教古琴上来就是练习曲，练习曲就将

学生机械化了，但我碰到不能解决的技术性

地方，我也会用学院派的方法。甚至练习曲

有的时候会用一些，为什么呢，解决一些技

术问题。如“轮指”，三个手指要求力度均

匀，那传统的教学方法是解决不了的，我就

用学院派的方法来解决这问题。老式教法

只说中指、无名指轮流做，学院派教的是中、
无、小、中，再无、小、中、无，这样岔开做。就

能三个手指力度均匀。这是民间教古琴不

具有的方法。③

其实，从琴学渊源上来讲，现在的学院派都是源

于山林派，早期进入音乐院校从事古琴教学的一批琴

家包括虞山派的吴景略，都出自各地民间传统琴派。
这种所谓的山林与学院、业余与专业，更多的只

是一种以身份职业标识为基准的划分，并不代表、等
同于水平。特别是在中国传统音乐的领域，业余与专

业向来没有高低之分，业余的身份可以具有专业的精

神、专业的水平，山林之人也可大对学院广谏良言。
两者在音乐的理念上更多的应该互融互补共生，相互

交流促进，方可使当代琴乐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时

代特色。
( 二) 传统与现代

古琴保护的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对古琴传统的研

究工作，对此，虞山琴人做了大量的普查与资料的整

理工作。但另一方面，如果不是将古琴当作一件与现

代无缘的古代文物式的乐器，这种传承的发展保护就

必然还要揉入现代人的人生体验与新的审美感受。
特别是在当代的中国社会、文化均处在历史转型时

期，在新的文化、审美心态的变化下，琴曲的创作、欣
赏等一系列问题也已成为一个亟待探讨的新的课题。

对于古琴传承中的继承与发展创新问题，虞山琴

人在理论与实践上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有益的探

索。朱晞认为文化遗产会随着时代在变化，焕发新

生。“中国古琴经典曲目的传承，既是学习、保存的

过程，也是艺术再创造的过程……中国古琴谱论音高

而不论节奏旋律，其核心意义也在于古琴是一个开放

的系统，它的核心是不变的，而其审美将随着时代的

改变而改变。当一个优秀演奏家达到“传神”的艺术

境界，体现了当代人的心声，这就是传承，历代琴人从

孔子以降，无不遵循这个原则。”④

在古琴传承的实践层面上，朱晞也一直践行着他

的这一理念。十分强调受众为导向的艺术倾向，注重

古琴的可听性与观赏性，追求古琴表演形式的多样

性、现代性，以符合大众的现代审美情趣，适应大多数

现代听众的耳朵。
2007 年 5 月古琴艺术节开幕式上“虞山琴韵中

华情古琴名家音乐会”则是他这一音乐理念的集中

体现，整场音乐会融琴与舞、琴与歌、琴与书画、琴与

服饰多种艺术形式为一体，以全新的表现手法再现了

虞山琴派的魅力。其节目单如下表。
全场音乐会有古琴的独奏、重奏、合奏，古琴与其

他艺术门类的综合，琴歌、琴舞、琴诵、琴书、琴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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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 序号 曲名 表演形式

序 1 《和平颂》 古琴与舞蹈

第一篇章

《琴乡》

2 《忆故人》 古琴独奏

3 《渔樵问答》 古琴四重奏

4 《平沙落雁》 古琴与舞蹈

第二篇章

《琴境》

5 《红豆诗咏》 古琴与诗词

6 《阳关三叠》 琴歌

7 《流水》 古琴与书法

8 《神人畅》 古琴与服饰

第三篇章

《琴韵》

9 《梅花三弄》 古琴合奏

10 《酒狂》 古琴与钢琴

11 《潇湘水云》 古琴与人声

尾声 12 《虞山琴韵中华情》 通俗演唱

有中西乐器之王古琴与钢琴之间的对话。表演形式

推陈出新、一应齐全、丰富多彩。在琴舞中，悠扬的古

琴声中，舞蹈演员们徐徐上场，一群青春靓丽的女子

和一群手持火红灯笼走来走去的短衫男子配合着琴

乐翩翩起舞，舞台充满了灵动而绚丽的美感。琴诵表

演，一张琴、一管箫、一炉香，配上道具栏杆，在悠扬的

古琴声映衬下，古诗词的吟诵荡气回肠。琴服表演，

古朴琴音阵阵，典雅的汉服展示广袖舒展、裙带飞扬。
古琴四重奏，二胡居中而坐，洞箫一旁站立，左后方拱

桥上一位女子怀抱琵琶坐在栏杆边。一阵干冰烟雾

缭绕间朱晞抚琴的小船缓缓滑行出来。观众的注意

一下都被这些视觉因素所吸引。
这台反映古琴悠久历史、展现当代古琴演奏最高

艺术水准的晚会极具丰富的视觉效果。还将虞山大

戏院的演出舞台延伸至观众席，以层层叠叠、参次不

齐，折射着金属质感的“琴弦”结构成舞台空间，并通

过高清晰 LED 大彩屏、流动滑板、升降台等高科技手

段，力求使晚会形成既古典又现代的艺术氛围。
尽管朱晞毫不掩饰他对古琴演奏时音乐以外的

“非音乐因素”，如舞美、灯光、服装、化妆的高度重

视，但在根本上，他对于古琴传承传播中形式与内容

的关系上，他还是坚持古琴传统本质的内容必须要大

于形式，而不能一味地追求热闹。

我们用了合唱、伴唱、钢琴这些西洋的

形式，但旋律核心都还是古琴的。洋为中

用，现代因素。我们不像“十二乐坊”，我们

十之八九都还是中国的、古琴的因素。核心

的东西就保住了。
出场的不能都是老头老太，我们有漂亮

姑娘和小孩，那才吸引人。其实不用担心变

样地接受，古琴不易让现代人接受，开始只

能浅显地接受，接受之后，再谈提高。现在

的问题是，有些人家将古琴搞得太高雅让人

听不进去，还有人把它搞得太通俗，那又就

不是古琴了。其实古琴的核心必须还是古

琴，形式可以搞成现代的，让大众一听到会

触动、有所共鸣，这样才能听得下去。( 朱

晞访谈记录)

深谙接受美学的朱晞在构建着他的“古琴观众

审美心理学”，朱晞在其表面所追求的声光华美的

“现代化”古琴的背后，还是在执着地坚持着古琴的

传统特质与高雅品味。用心良苦的“花哨”都是用来

吸引观众的手段，为了可以让大众先坐得下来，听得

进去，有了共鸣，才能继续听得下去，才能谈得上古琴

在当代的传承。更何况在当代传统文人阶层消亡后，

要重构这样一个精英文化，必须也要在大众的土壤上

再来培育这个精英文化，没有群众基础则无法高端。
诚如朱晞所言:“大众的普及其实是我们过程当中一

步，不是终结目标。”
古琴传承中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高雅与通

俗之间如何恰好得当对度的把握的确是一个值得在

不断实践中深入探讨的问题。
( 三) 民间与政府

在当今的古琴非遗保护工程中，琴社、琴人与政

府之间合作关系的融洽、密切与否一直是一个较难处

理的问题。而琴社与政府之间良好协调关系的建立，

是当代琴乐保护传承理想模式建立及良性循环得以

保证的重要基础。琴人需要的是要有奉献精神，埋头

数年如一日地推广古琴，以取得有目共睹的工作成效

来争取政府对琴社活动的支持和参与; 而政府则应尽

可能地为民间的琴社、琴人提供更多的资助与机会。
但由于现实中或是由于琴人难以做到奉献在先、索取

在后( 甚至不排除有借非遗来为个人牟利者) ，抑或

是政府对非遗工作执力不当，对琴人关心不够，导致

民间琴社与政府之间怨声载道、互不买帐的不尽人意

的状况目前在不少地区并不少见。而朱晞的虞山琴

社则是当之无愧将这一问题解决较佳的典范之例。
虞山琴社在活动场所、经费等诸多方面所受到政

府的“厚重礼遇”足以让全国各地的民间琴社同行们

嗟嘘羡慕不已。朱晞对此则颇觉不公:

现在人家看到政府对我们这么好，那不

是天上掉馅饼，而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事

情做到那个份上，机会才会来。如果你什么

都没有，让你弹一曲，组织一台音乐会你搞

不成，我想没有一个政府会抬你。

的确，近些年来，虞山琴社在古琴的保护方面的

工作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从 2004 至 2008 年的完整年

度工作记录来看，特别是从 2006 年至今，琴社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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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已经密集到基本每周都有数项较大的琴务活动，

且无间断。
据琴社工作记录显示，虞山琴社的所有活动中占

第一比重的即是为配合常熟市政府的官方视察、会议

招待，接待兄弟城市的取经学习。其他还有配合政府

宣传优化投资环境的，如为日本丰田公司、日立维亚

机械株式会社考察常熟环境的参观、演出。
近年来，虞山琴社还积极与政府合作参与了和古

琴相关的文化产品的开发，全面参与建设常熟与古琴

有关的景点，使之成为常熟旅游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如 2001 年虞山琴社与市园林风景旅游管理局

合作，积极配合园林旅游各类演出，开古琴与旅游结

合之先河。2005 年在尚湖风景区设立“枕水人家”古

琴以及“沙家滨”景区的长年展示。将古琴文化与旅

游资源挂钩，琴社与政府共同研发古琴产业化之路。
在当今城市发展、竞争发展资源的过程中，开拓

当地的文化遗产以增强城市的独特品质已经成为地

方必不可少的一种政治经济手段。传统和遗产是标

明地方文明程度的显性要素，使其成为具有吸引力的

投资地的条件之一。地方努力创造构建具有鲜明地

域特色与广告性质的地方文化，以在城市地域之间的

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虞山琴社仿佛已经成为常熟

市政府行政接待处附设的特殊机构了，而逢重要宾客

必领参观的虞山古琴艺术馆则成了市政府的定点宣

传窗口。琴人们在出席各种政府大型活动上的古琴

演奏，担当的角色也已经不仅仅是“中华民族优秀文

化非物质遗产”了，更是以常熟市地方文化品牌的身

份参与地方建设。
虞山琴人不遗余力地为当地政府服务、与政府积

极合作，特别是朱晞出色的工作业绩增加了地方政府

对古琴艺术这种小团体的阶层文化转化为地方文化

资源的信心，也增加了地方对其琴社更多文化理性投

资的信心。政府的重视与地方琴社争取社会资源发

展自身的努力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两者的密切

合作之下，在客观上对虞山琴派的传承和保护做了大

量工作，创建的诸多国内第一，让常熟成为“弘扬传

统文化”的典范，同时古琴文化也增加了常熟这个县

级市的文化品味和城市竞争力，琴社与政府的这种双

赢的模式在客观上更好地将虞山派的古琴艺术在当

代发扬光大。

现在的城市竞争非常激烈，体现在经济

和文化上，我们有那么多的文化遗产，现在

就是比文化! 这个意识就是从市到下，都是

非常明晰的。政府也是借这个老祖宗留下

来的这份好东西( 古琴) 来提高常熟的文化

知名度，打造文化品牌，它是一种双赢互利。
( 常熟市文化局社文科科长茅玉芬)

现在的虞山琴社和别处的琴社不同之处在于，琴

社已经不是山林在野的身份了，而是一个具有官方正

规色彩的民间社团。虞山琴社的新一代领导人朱晞

作为山林与学院、专业与业余、编制内与编制外的两

栖人，圈内圈外、局内局外双重的身份使其兼具了双

重的视角，而成功地在民间与政府之间游走穿行，融

洽协调。朱晞颇具现代意识的发展理念使得虞山琴

社的发展方向与其他的传统琴社有着很大的区别。
对于琴社与政府合作关系成功建立的经验，以及对于

大多数地方琴社目前对此问题尚面临的诸多困惑，朱

晞有着他的一套理论:

现在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很多琴人一

搞活动就靠学生朋友帮忙。他跟我们不一

样，我们这是政府，开完协调会各负其责，那

就很好做了。比如我搞音乐会，我就要向文

化局交策划书，方案通过后由文化局来动用

相关人员，比如让剧团出舞美、灯光，理工学

院出学生，它是由政府全方位协调完成的。
( 朱晞访谈记录)

朱晞的这段言论实际正是触及了当今琴社与政

府关系如何良好合作协调之关键所在，对于琴人来

说，首先需要的是为古琴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其次

是与社会、政府沟通的能力，两者缺一不可。
毋庸讳言，当前的古琴界，特别是“非遗”申报成

功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鱼龙混杂的现象，发“文

化遗产财”埋头赚钱的，标榜门派宗师争名夺利的不

乏人在。所以，传承古琴的无私奉献之心应为根本;

其次，如何去做? 即推广的技巧，与社会、政府沟通的

能力。在古琴届有公心、热心者为数亦不寡，但能有

实效做出成绩者却少之又少。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可

能是更为实际的一个问题!

与当地政府密切纽结成一个双赢共同体的虞山

琴社俨然已是半官方的身份属性，琴社立足于为地方

政府服务，政府又反过来为琴社提供资源。作为常熟

市的城市文化名片，虞山古琴与政府之间已经形成了

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
就在 2008 年，虞山琴社的琴务活动已经被政府

注入累计过千万资金的同时，外地某琴社还在为文化

局下拨但却迟迟未到位活动经费和一间琴社活动房

而奔波。很多外地的琴人在羡慕朱晞与政府成功链

接为一个流畅工作链之余，文人的清高出世情怀与当

代琴人立志振兴琴业的入世壮心无时不刻地在矛盾

着、斗争着。
兼具传统文人禀质与现代官员身份的两栖人朱

晞对他的琴界同仁的所有心态自是洞悉明了:

他们是想把事情做好，问题是他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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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做，我觉得各地政府应该派些人教他们

怎么做。非遗还是要政府和民间的共同投

入，离开政府、完全民间不行。问题是你怎

么和政府沟通? ( 朱晞访谈记录)

可见，当前很多地方古琴保护不力的问题的症结

并不全在政府与琴人中的任何一个单方，而在于两者

之间是否可以密切联系、有效沟通与融洽协调。所

以，在当前的非遗工作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相对于

传承人、保护项目，可能更为急需的是一批既具有较

高非遗理论水平，又具有较强社会活动、协调能力的

综合素质高的非遗保护工作的专业组织、协调者，笔

者称之为“非遗保护经纪人”。这种第三方特殊专业

人才存在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在于，古琴的中国文人音

乐属性决定了大多数的琴人、即使是生活在当代的琴

人，在思想意识、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上都会不同程度

地带有传统文人的清高、重道轻器、重理轻行的特点，

纵有满腹的经纶、满怀的热情要去保护传承古琴，而

民间个人的力量终是有限，当面临着资金、场地等问

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时，无奈之余也只剩下嗟叹、埋怨

……，更多的琴人无力( 能力、精力) 去协调处理方方

面面的庞杂琐碎的社会事务。
据粗略统计，随着目前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不断

展开与深化，非遗保护专业人才缺口达 10 万余人。
而这其中急中之最的则正是需要一批可以作为人与

政府、社会之间重要联结纽带的类似“非遗保护经纪

人”的高级专业管理型人才，这同时也是非遗保护专

业人才培养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只有当这些

“非遗保护经纪人”发挥了积极的联结、纽带、润滑作

用时，才能真正提高目前非遗保护工作实效。

四、结语

诚然，由于琴人之间对古琴基本认识的态度存有

差异，不同琴社在古琴推广上运用的策略与运作的方

式也都会有所不同，古琴保护的模式也会因此而多样

并存。常熟虞山古琴的保护模式不是惟一，但其实干

的精神，以及在古琴保护理念中对诸如传统与现代、
继承与创新、山林与学院、专业与业余政府与民间、大
众化与化 大 众、开 放 与 保 守、大 众 与 精 英 以 至“静

态—动态—活态”等多重关系的实践亦不失为十分

有益的探索尝试，值得引发我们更进一步深入思索。
正是由于常熟市政府各级领导的主导、支持，虞

山琴人自觉主动的努力，虞山派古琴已经公认是常熟

的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文化品牌。其建立载体、软硬件

相结合、全方位立体的保护模式，也成为其他艺术品

种争相参照借鉴的对象。“常熟市政府将古琴这种

阶层艺术建构为昭示地方特色、并具有再生产能力的

文化资源。通过对古琴的宣传，地方将古琴这种艺术

和常熟这个地名纽结在一起，成为强化地方文化认同

的共同体关系。如苏州—园林一样，常熟—古琴也是

地方政府希冀对古琴投资达到的名片效果。其次，传

统古琴文化在常熟复兴的意义还在于传统文化与地

方政府的整体设计相符合。在现阶段，国家和地方的

主导是经济建设，优秀传统文化往往能够转换为政治

经济资源，成为吸引游客的旅游资源或者吸引各种投

资的地方性文化招牌。”⑤

常熟虞山古琴的保护传承是一条朴实而富有实

效与时效的保护之路，虞山琴人们践行的是一种实干

的精神。常熟打造“古琴之乡”，虞山琴人一方面主

动地将古琴走出精英、走下殿堂，接近大众，另一方面

也在积极地培养潜在的观众，以“十年铸一剑”的实

干精神来培育年轻一代的听众，甚至定位于“从娃娃

抓起”来引导大众理解传统文化，成为一个有能力的

接受者。有观点认为: 古琴发展之关键，不是通常的

“大众化”，而应该是如何“化大众”的问题。古琴的

传播，应该是积极引导大众深入地认识古琴艺术的魅

力光彩、本质内涵，“化导”与琴有缘之“大众”，让更

多的人得到琴之大益，以真正弘扬中国古琴文化。
不论是通过“和鸣———古琴艺术进大学”的活

动，还是少儿琴社，乃至少先队的古琴专题活动。不

论是展销会、博览会，还是公园景点、街头巷尾、社区

的古琴文化活动，无不是在全方位地积极培育新一代

听众，发现听众，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并力求将

最高雅的文化也用最简单的话来告诉、传递给现代的

大众，以扩大文化遗产的普及面和受众面，使古琴文

化遗产这份宝贵的家业既能守住，又代代相传; 既

“留下来”，又“走出去”。
当然，虞山琴社也存在着忧患与不足，虽然政府

充足资金的投入保证了硬件的基础建设。但软件方

面尚有欠缺，古琴的理论研究、打谱研究，包括演出人

员尚显匮乏，演出的作品不足。虽然在少儿琴社中培

养了不少好的学生，但培育成熟后全都出去了，一代

一代的这样培训出来，全部往外走。
古琴非遗保护传承之路漫漫，在此过程中必然会

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相信富有实干笃实精神

的虞山琴人定会沿着其既往的路径克服困难，将古琴

艺术在当代发扬光大，为琴界的同仁们提供更多可供

资鉴的宝贵经验。( 下转第 125 页)

( 责任编辑: 陈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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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关系的察觉，渴望独立与自主的文化认同 ( 认知)

的意识会更加强烈; 另一方面，为在全球范围内寻求

更大的文化话语权，弱势文化也积极地自我调整以适

应( 涵化) 更强势的文化势力。这种文化的重新塑造

的理想局面，是通过文化认同( 认知) 与文化适应( 涵

化) 两种相反相成的作用力，建立一个拥有内在肌理

的新的文化整体，不过大多数的情况并不乐观。但无

论如何，“跨文化”强调的文化的交互作用，的确打开

了文化交往的更广阔的空间。
的确，云门舞集提供了新的文化语境下“跨文

化”实践的形象———这正如美国《纽约时报》的评价:

“林怀民辉煌成功地融合东西舞蹈 技 巧 与 剧 场 观

念”，又或如美国舞蹈节评委会给予林怀民“终身成

就奖”的颁奖辞:“从亚洲传统美学与文化汲取材料，

与西方舞蹈融合为一，造就惊人的绝色舞作”。在舞

蹈语言的创作和作品风格的树立上，林怀民既追随着

他所仰慕的一个个大师，却不愿在他们的身后亦步亦

趋; 同时，他有意识地融合中国古典美学的丰厚传统，

却又时时不愿屈服于传统，更不愿在仍然是西方主导

的现代舞蹈国际舞台上，卖弄“他者”的文化风情和

玩味民族性、本土性的噱头。概言之，它既不是对中

国情调的复制，也不是对西方审美的迎合，而是打通

两种文化资源和美学经验的壁垒，从而获得开阔的文

化胸怀与美学空间，奠定了其“当代最富活力与创意

的编舞家”的厚实基础。抛开成规，没有定见，从语

言到结构到风格，亦中亦西，但却又不是后现代式的

拼贴。最重要的是，打破规范，打破限制———无论它

来自于传统或是现代，来自于东方或是西方———从而

寻求一种真正的跨文化的对话，有破，也有立。
( 责任编辑: 陈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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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modern dance troupe in Taiwan，Yunmen Wuji has been well known in dance circle and even culture circle; and it be-
come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cultural phenomena in cultural globalization context． As regards to the most core language " body" in
dancing，it experiences a zigzag course from hiding body，to highlighting body，and to creating body． This frees dance from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narration，thus is good for developing its own narration． Its reference to different cultural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ountries makes Yunmen Wuji to become modern dance troupe with a distinctive aesthetic style and a strong creator＇s conception．
Its trancultural practice provides an important experience to worldwide contemporary cult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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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of Yushan Guqin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in Changs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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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up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Yushan guqin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in
this paper，we interpret the active，three － dimensional guqin protection system constructed by local government，and
a inheritance system co － established by different social circles． Through description of the conception of guqin per-
former and the music itself，guqin society activities，we think that in contemporary guqin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we should tak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y art and free art，tradition and modernity，folk and government seri-
ously，and strengthen government＇s guide function，and cultivate more and more professional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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