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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记
“

中国筝坛独树一帜
”

的涂永梅教授

何孝廉 南京艺术学院 音乐学院
,

江苏 南京

〔摘 要 涂永梅教授是南京艺术学院古等专业 的创始人
,

从事古筝教学
、

研 究和筝曲创作 。 多年
,

成果

丰硕
。

他指导 的学生在历次全 国性赛事中获国家一 等奖 人
,

二 等奖 人
。

他本人 三 次获优秀 园丁奖殊

荣
。

他创作 的 《金 陵怀古 》
、

《春光味 》等近 十首筝曲传奏海内外
,

发表筝乐研 究论 文数篇
。

筝乐界评 价

涂永梅教授是
“

筝乐大南京现 象
”

的莫基 人 及 领导者
。

〔关键词 〕涂永梅 古筝教学研 究创作“
‘

筝乐大南京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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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艺术学院学报‘受尸工

福建莆田
,

知名侨乡
。

今年春节年届古稀的涂

永梅教授又回家乡过年
,

为的是给九十高龄的老岳

母贺寿
。

此番回乡好生热闹
,

一邦爱乐人不分长幼
,

无论业余专业
,

凑在一块大奏
“

十番行乐
” 。

涂老

操高胡抑扬顿挫跌宕起伏
,

行云流水般十足过了一

把瘾
。

临时搭建的戏台下
,

人头攒动掌声如浪
,

父

老乡亲听那乡音的韵味早知领奏高胡是非同一般的

高手
。

果然老华侨们认出来了
, “

又是你
,

又见到

你了
”

老友相逢其乐融融
。

音乐把大家玩到了一

起
,

怎不令人开心

涂老是华侨世家
,

在莆田华侨世家比比皆是
,

解放前在海外谋生闯荡的莆田人达四五千人之多
,

仅在美国留学的子弟就有四五百人
。

谈到故乡
,

涂

老伸出
“

七
”

的手势说
“

莆田历史上出过七名状

元
,

号称
‘

文献名邦
’ ”

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

莆
田确实是个文化底蕴丰厚的滨海名城

。

式都以走唱为主
。 ”

又
“

唱腔结构属联曲体
,

曲牌

全部采自莆仙戏
,

⋯ ⋯
” , “

演奏莆仙戏曲牌时
,

旋

律加花繁多
,

气氛欢腾热烈
。 ”川涂老说

,

民间音乐

在各时期各地区常有不同演变
, “

十番行乐
”

主奏

乐器有笛有喷呐有高胡
,

莆田的高胡是桐木板蒙琴

筒而不是蛇皮
,

拉奏起来愈发热烈高亢
。 “

十番行

乐
”

也可坐在舞台上演奏
。

形式不拘一格
,

称谓各

随其便
。

这是莆田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

莆田这一

方水土养育了青年涂永梅
。

这对他 日后在音乐上特

别是筝乐艺术上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

年
,

新中国成立不久
,

国家需要高级人才
,

党和政府号召在职干部有志青年上大学继续深造
,

《人民日报 》专发了社论
。

涂永梅响应号召投考了

武汉测绘学院
。

但他又难舍音乐情结
,

同时投考了

南京艺术学院
。

考试在南艺上海考点进行
。

涂永梅

提了把二胡从福建赶到上海
,

拉了一曲刘天华的

《月夜 》
,

被二胡教育家
、

演奏家瞿安华先生相中
,

从此便踏人音乐殿堂
。

涂永梅在南艺求学期间正是
“

反右
” 、 “

大跃

进
” 、 “

社教
” 、 “

自然灾害
” ,

一波波人祸天灾的年

代
。

但他却幸运
,

他可以领到 元的工资
,

因为

他是
“

调干生
” 。

他受到院党委
、

系总支的重视栽

培
,

因为他是华侨统战对象
。

国家政策给了他专心

致志钻研民族乐器的外部条件
,

加之他案赋聪慧好

学勤奋
,

主课成绩年年优秀
。

那时候提倡
“

一专多

能
”

培养人才
,

涂永梅的第一主课是二胡
,

第二主

课才是古筝
。

第一主课先后师从瞿安华
、

甘涛两位

教授
,

由于受家乡
“

十番行乐
”

和莆仙戏的滋养
,

涂永梅的高胡演奏被导师们看好
。

可涂咏梅却更钟

情于第二主课
。

第二主课当时南艺尚无 自己的师

资
,

聘请的是筝坛鲁派大师金灼南先生
。

来南艺兼

课时金先生已古稀高龄
。

涂永梅跟随金先生如饥似

渴地学习
,

获益匪浅
,

奠定了他在筝乐上发展的基

础
。

只可惜好景不长
,

金灼南先生因是地主出身不

能在高校长期任教
,

运动一来被迫卷铺盖回了山

一一﹃

一奋乐与表演版丈州,﹁刀之

半个世纪前
,

青年涂永梅从福建莆田东山工校

毕业
,

就职在福建省交通厅
,

从事海港地形测量工

作
。

他专修的是土木工程
,

是为生计
,

却更钟情于

民族器乐
,

是为兴趣
。

在东山工校他任国乐社社长
,

课余组织小乐队排演
“

十番行乐
” ,

也为家乡莆仙

戏编腔伴奏
。

涂永梅拉奏高胡担任旋律部主奏乐

手
。

莆田的
‘

十番行乐
’

是边走边奏
,

取行进之意
,

人一队
,

专为喜庆活动演出
。

莆田人生性热情奔

放
,

抗战胜利那年上街演奏的乐队竟有五百多支
,

参演乐手 多人
,

走街穿巷如过江之细
,

气势恢

弘
。

如此壮观的乐事
,

整个一个莆田狂欢节 由此

可见莆田民间音乐的普及与繁荣
。

《中国音乐词典》

年版
“

十音八乐
”

条所载的内容与涂老所

说的
“

十番行乐
”

十分相似
。

该条目写道
“

十音
以乐器演奏为主

,

并有帮唱
,

因由十人奏十件乐器

而得名
。

⋯ ⋯八乐以唱为主
,

唱奏兼备 ⋯ ⋯演奏形

校史勾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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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孝廉 一 男
,

江苏南京人
,

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院办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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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

对师生双方都是莫大的

感事
。

之后
,

涂永梅改投在
“

中国南筝大师
” 、

上

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

上海歌剧院郭鹰先生门下
,

继

续学习古筝演奏
。

每周一次
,

他与别专业的同学宋

保军
、

钱方平一同从南京跑到上海各自去上专业

课
,

这是非常辛苦的求学经历
,

直至大学毕业
。

其

间
,

涂永梅还曾拜在上海音乐学院曹正先生门下求

教
。

这段生活涂老记忆犹新
,

大提琴专业的宋保军

就是后来一度任南艺音乐系主任的宋保军教授
,

也

已退休
。

而扬琴专业的钱方平已经辞世
。

当年热血

青年
,

而今古稀老人
,

涂老感叹光阴似箭
,

日月如

梭
,

自勉要留住岁月再做一些事
。

因为缺乏师资
,

涂永梅从 年起便担起了

低年级同学的古筝专业课教学
。

这在现在是万万不

行的
,

当时就这么干了
,

这给了涂永梅极大的锻炼
。

高年级的涂永梅白天既做学生又做先生
,

晚上既要

完成先生布置的作业又要为学生编写教材备课
。

常

常挑灯辛苦夜战
,

在两个角色中切换
。

那期间他还

发表了 《南海组曲》
、

《百花争艳 》两首民乐曲
。

他

又兼任校办乐器厂厂长
,

这可是院党委器重他正式

任命的
。

那器乐厂厂址在现在的南京工业大学校址

上
,

有三个车间
。

涂永梅早年学工
,

动手能力极强
,

可以带领同学们修理制作民族乐器
。

他改 弦为

弦的古筝给低年级同学使用
,

感觉挺好
。

他还担任

民乐队队长
,

后来改称民乐团
,

他是团长
。

无论队

长团长
,

他是学生的头头
,

总揽民乐团全局
,

这增

强了他的组织协调把握方向的能力
。

大学生活过得

充实丰富
。

青年涂永梅完成了他进军筝坛的先期准

备
。

校史勾沉

年涂永梅本科毕业
,

即被留校任教
。

古筝

演奏专业他一人独撑门户
。

那时候中国筝坛有山东

派
、

河南派
、

武林派
、

客家派
、

潮洲派各踞一方
,

有些派别之间你不弹我的曲目
,

我不弹你的曲目
,

「户之见颇浓
。

南京的筝乐在筝坛更无立锥之地
。

涂永梅从编写教材搜集筝谱着手
,

再研究各派的演

奏技法
、

曲目
。

只要是有价值的
,

便拿来为我所用
,

兼收并蓄
,

博采众家之长
。

南艺的古筝演奏教学渐

渐地有了起色
。

毕竟
,

涂永梅是正规艺术院校科班出身
,

他深

知理论与创作对于一个学科一个专业建设与发展的

决定性作用
。

他开始关注这方面的工作
。

文革中一

位圈内人递过来一本小册子
,

里面有宋代一种器乐

表演形式日
“

扰筝琶
”

的记载
。

涂永梅被这名称吸

引住了
,

查找了一番资料
,

苦思冥想后推断
“

扰筝

琶
”

当是
“

古筝琵琶二重奏
”

有了这个灵感
,

无

须再去作更细的考证
。

于是
,

与专业作曲家合作的
,

根据阿炳同名琵琶曲改编的筝琶二重奏 《大浪淘

沙 》 年成曲
。

当年江苏省选拔赴京参加
“

五一
”

节全国调演
,

在五十多个民族器乐节目中唯一中选

的就是它
。

这个节目由南艺阎爱华
、

黄光林合作演

奏
,

在北京演出五十余场不衰
。

这种演奏形式属涂

永梅独创
,

深受观众和专家的欢迎
。

年
,

文化

部直接通知南京艺术学院
,

令这个节目再度赴京参

加
“

五一
”

节调演
。

涂老说起这段光荣历史
,

虽隔

年之久
,

仍显出无比兴奋
。

有一次
,

登临钟山山顶
,

见周围一派紫气升腾
,

天堡城居高临下虎视南京城
,

涂永梅的想象力如入

时光隧道
,

但见千军万马攻城掠地
,

族旗猎猎
,

刀

枪林立
,

立发思古之幽情
,

遂创作出 《天京抒怀 》

一曲
。

演奏中以尼龙布条裹弦
,

左手琶奏模仿马蹄

声阵阵
,

倍增乐曲磅礴气势
。

该曲发表时更名 《金

陵怀古 》
。

那段时期是他创作高产期
,

先后有 《水

乡高歌 》
、

《赏花 》
、

《鹤鸽天 》
、

《梁祝主题随想曲 》
、

《金陵怀古 》
、

《春光咏 》等相继问世
。

其中 《金陵

怀古 》
、

《春光咏 》被列入 《中国名曲荟萃 》 上海

音乐出版社
,

筝界纷纷传奏他的曲目
。

偶然间
,

他

还发现台湾 《武则天 》一剧中
,

武则天令百花齐放

的一场戏中盗用了 《水乡高歌 》的音响资料
。

涂老

说这件事时显得很平和
,

像在古筝上划一串音
,

即

鸣即止
。

涂永梅的作品风格
,

婉约中见激扬
,

这正如他

的察性
,

平和之中蕴涵着奔突的激情
。

在筝曲创作的同时
,

涂永梅展开了古筝教学研

究
。

和其它乐器的学习一样
,

一些学生被技法所累

而忽视艺术
。

根据筝曲多从古文献中演绎创作而来

的特殊背景
,

他主张
“

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阅读能

力和理解能力
,

熟悉作品所描写的生活题材
,

理解

其主题思想
,

掌握乐思的发展等
。 “

因此
“

在古筝

的教学中不仅要教学生练指头功
,

还必须练思维

功
,

两者不可偏废
,

这对于创造理想的演奏意境
,

至关重要 涂永梅在音乐教育的共性中找到了古筝

教学的个性
。

他教导学生演奏古筝不可如李笠翁所

言
“ 口唱心不唱

” ,

口中有曲而
“

面上身上无曲
,

此

所谓无情之曲
” 。 “

所以演奏任何一首筝曲
,

演奏者

都必须充满感情
,

即使是演奏那些反映自然环境的

作品
,

如 《高山流水 》
、

《渔舟唱晚 》 ⋯ ⋯都必须移

情入景
,

着意去表现在特定环境中的人的思想感

情
。

这样的演奏
,

才能达到以情感人
,

声情并茂
”

的境界他看到阅读和思维是学生们演奏古筝达到理

想境界必不可少的功课
。

对于技巧
,

涂永梅借用文

学家巴金的话
“

没有技巧的技巧是最高的技巧
” 。

“

最高的技巧将技术手段全融解了
,

融解到音乐的

无限情韵中
。 ”囚

在古筝教学研究上
,

他发表过 《古筝教学的智

力结构 》
、

《
“

教手
”

与
“

教心
”

—论古筝教学中

的一个辨证课题 》等论文
。

有正确的理念指导
,

涂

永梅在教学实践中成果丰硕
,

他的学生在各级各类

古筝赛事中
,

获国家级一等奖 人
,

二等奖 人
。

他

本人则三次获得过优秀园丁奖的殊荣
。

年在古

城扬州举办的
,

首届全国少儿古筝大赛
,

一等奖全



被南京选手所囊括
。

同年在四川音乐学院举办的全

国少儿民族器乐大赛古筝比赛中
,

一等奖又被南京

选手夺得
。

年为纪念阿炳诞辰 周年
,

在南

京举办的全国民族器乐邀请赛上
,

大赛设置的 个

一等奖被南艺学生获得 个
。

其他如
“

大风杯
”

古筝比赛
, “

建邺杯
”

古筝比赛
,

北京曾举办的部

分民乐乐种国际比赛
,

南艺的古筝专业学生均获奖

多多
,

令筝界刮目相看
。

台湾以梁在平为首的古筝
名家曾撰文预言 大陆民族乐器的旋风将从南艺刮

起 南艺古筝专业的崛起
,

掀起了南京及周边地区

的
“

古筝热
, ,

社会上学习古筝的人迅速增多
,

每

年南艺的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活动中
,

报考古筝的琴

手多达四五千人
。

客观上给南艺古筝专业蓄足了后

备力量
。

涂永梅十分关注筝坛的筝曲创作状况
。

综观 自

己的作品
,

横比他人的曲目
,

他感到传统与创新是

一个对立统一的大问题
,

须深入研究
。

他在 《筝乐

创作中调式的传统与创新问题 》一文中
,

把中国民

族传统调式与西洋调式诸如里底亚调式
、

弗里几亚

调式
、

多利亚调式及梅西安的人工调式等进行比较

研究
。

罗列出里姆斯基
、

柴可夫斯基
、

普契尼的作

品
,

旁征博引进行调式分析
。

还用信息论美学观点

来关照继承与创新问题
。

他写道
“

过分偏于继承
,

新的程度不足
,

信息量不足
,

人们即使能够接受
,

但是
,

总是重复前人的东西
,

就缺乏创造性贡献
,

其效用与价值就低
,

信息质量也就谈不到高 过分

偏于创新
,

新的程度过高
,

信息量过大
,

人们就难

于理解和接受
,

因而也就难于实现其 自身的价

值 ⋯ ⋯ 最佳方案在于继承与创新的相对平衡
,

或

者说
,

新与旧的相对平衡
。

我想
,

这可能应该是我

们争取掌握的一个适当的
‘

度
’ 。 ”

涂永梅敏锐地看到筝乐创作要繁荣
,

仅有筝人

创作筝曲大大不够
,

必须请作曲家助一臂之力
。

这

方面他下了一番工夫
,

靠自己的组织活动能力和影

响力
,

推动了一批作曲家参与筝曲创作
,

受到极佳

的成效
。

后来南艺作曲家王建民教授的 《莲花谣 》

和庄暇教授的《笠模引 》两首古筝独奏曲脱颖而出
。

年文化部首届全国青少年民乐大赛古筝比赛

中
,

专业组决赛的指定三首曲目其中两首即是 《莲

花谣 》和 《笠模引 》
。

从前
,

南艺向全国各地搜集

筝谱
。

现在全国各筝派向南艺索取筝谱
。

南艺古筝

专业发展如虎添翼倍增活力
。

涂老在谈话中郑重地对说
“

一个乐种要发展

繁荣
,

关键是文献 包含作品
。

小提琴
、

钢琴的

文献汗牛充栋
,

它就十分繁荣
,

管乐次之
。

中国民

族乐器三百多种
,

普及流行的就二胡
、

琵琶
、

竹笛
、

古筝等七八种
。

也是这几种乐器相对文献多
。 ”

近

年的
“

古筝热
”

的确也证明了涂老的论断
。

涂永梅

研究筝学
,

思路开阔
,

起点高
,

方法新颖正确
,

善

于借鉴相邻学科甚至前卫学科的理论
,

从教学
、

科

研
、

创作诸方面全方位推进了南艺古筝专业从初创

到
“

独树一帜
”

的发展
。

年
,

中国筝坛发生了一大盛事
,

即南京艺

术学院和香港龙音制作有限公司共同主办
,

中国音

乐家协会古筝专业委员会
、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古

筝专业委员会联办的
“

年中国南京国际古筝艺

术研讨会
” 。

这次盛会的规模是中国筝坛空前的
。

参

会代表达 多人
,

港澳台地区和美
、

日
、

加
、

韩
、

新
、

蒙
、

越各国均有代表与会
。

其中台湾
“

正心筝

团
”

竟来了十多位代表
。

大会收到论文近 篇
。

筝

坛各流派大聚会
,

南艺设主会场一个分会场两个
。

论坛
、

讲座
、

报告
、

交流
,

光专场音乐会就开了四

场
。

大会专家委员会顾问郭鹰
、

高自成
、

林毛根
,

主任赵登山
,

副主任史兆元
、

陈安华
、

何宝泉
、

周

延甲
、

娜仁格日勒
、

饶宁新
、

涂永梅
、

阎俐
、

焦金

海
、

曹桂芬
、

潘妙兴
、

韩庭贵
,

秘书长王中山
。

单

从上述名单即可看出本次大会的学术含量
。

这次盛会无论会上会下
,

大家一致公认南艺古

筝专业在教学
、

演出
、

创作
、

研究上人才济济成果

累累
,

已形成团队
“

气候
” ,

堪称在中国筝坛
“

独

树一帜
” 。

这当中凝聚着涂永梅教授多年汗水心

血

年 月 日大会开幕
,

由南京艺术学院音

乐学院古筝专业师生担纲开幕式音乐会演出
,

开场

便是涂老指挥的筝群合奏《金陵怀古 》和《春光咏 》
。

舞台上涂老矫健的身手哪像是古稀老人 之后他又

主持召开了多场学术报告会
,

由他力倡召开的
“

筝

曲创作报告会
” ,

著名作曲家何占豪
、

庄暇等作了

精彩的学术报告
,

是研讨会的一个亮点
。

由于会务

的原因
,

我和赵登山先生
、

周延甲先生
、

焦金海先

生
,

王中山先生等有过多次接触
。

谈起涂永梅
,

他

们都由衷地赞叹他在南艺古筝专业发展上的巨大贡

献
,

特别是健谈的焦金海先生
,

在我们谈话中他首

次提出了筝坛的
“

南京现象
”

命题
。

到了 年江

苏省在举办《江苏省优秀民族器乐大师献爱心演奏

会
,

涂永梅教授师生古筝名曲专场音乐会 》时
,

中

国音乐家协会古筝学会发来贺信写道
“

涂永梅是

我国筝坛具有广泛影响的教育家
、

演奏家
,

他为江

苏乃至全国古筝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 。

焦金

海先生则以中国筝会副会长
、

中国音乐家协会古筝

学会副会长
、

厦门大学教授的名义发来贺信
,

信中

郑重提出
“

涂永梅教授是
‘

筝乐大南京现象
’

的

奠基人及领导者
。 ‘

筝乐大南京现象
’

集筝乐教育
、

筝曲创作
、

筝乐理论
、

古筝演奏
、

古筝制作及筝事

活动之大成
,

大大领先于全国
,

近 年来已对全国

乃至海内外古筝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相当卓越的贡

献
。 ”

焦金海教授应是研究评价南京筝乐在中国筝

坛地位的第一位专家
。

我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专家

学者加入这一行列
。

中国筝乐史上定会为南京
、

南

京艺术学院
、

涂永梅教授留下浓重的一笔
。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工

一一叫

音乐与裹演版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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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艺术学院学报刃工工工

音乐与表演版互,,﹁,

从 年郭缉光 曹正
,

被民乐大师程午加

先生推荐进人南京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古筝起
,

有学

者把当代古筝艺术发展分成三个阶段 一
、

年代

—古筝艺术为发展奠定基础
,

二
、

年代 —第

一批高校培养的古筝人才走向社会
,

三
、

年代学

筝人数迅速增多
,

年代古筝热潮逐步形成
。
囚涂永

梅就是第二阶段当之无愧的中坚
。

他已经乎乙起了头

顶的一方天
。

在筝界他担任了中国古筝学术交流会

学术委员
,

中国古筝学会理事
。

涂老退休前一直担任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民

乐系主任
,

现在民乐专业是江苏省品牌专业
,

他为

此而感到欣慰
。

他还曾是民盟南艺主委
,

是江苏省

第七届政协委员
。

年他又被江苏省委省政府聘

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

涂老的外事活动也值得一提 年他受聘香

港古筝艺术团艺术指导
,

并于是年应邀率古筝演奏

家小组参加香港古筝艺术团成立首演音乐会
,

任指

挥兼作曲
。

年受聘加拿大卑诗中乐学院教学指

导
,

并在温哥华加艺大剧院进行多次古筝独奏
。

涂

老在海外结交了许多朋友
,

在华侨中有一定的知名

度
。

他为传播中国古筝文化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

【作者后记 】涂老现已年逾古稀
,

献身筝乐事

业 余年
,

兢兢业业
,

矢志不渝
,

老而弥坚
。

现在

古筝热了
,

社会需求大了
,

许多徒子徒孙办个古筝

学校发了
,

买了别墅买了车
。

这些涂老只要一举手

一投足即可办成
,

可他仍蜗居在长江新村那两室一

厅的小宅内搞他的教学
、

研究
。

这种有所为
,

有所

不为的大家风范令我感佩
。

他为南艺的音乐学院
、

成人教育学院带了许多本专科学生
,

孜孜不倦地教

授古筝
。

谈起弟子们
,

他如数家珍
,

说这个粗犷些
,

那个细腻些 某某有灵气欠勤奋
,

某某很勤奋又欠

灵气 某人品行端方
,

某人略欠修养
。

真正是教书

育人
,

尽心尽力
。

涂老还是享誉海内外的
“

南京乐社
”

艺术顾问
,

常常受邀参加乐社雅集
,

与阂季鸯
、

马友德
、

刘正

春
、

林克仁等民乐大师一同
,

或演出或切磋江南丝

竹音乐之真谛
。

这些乐事多是非营利性的
,

纯属老

先生们对民族音乐的执爱
。

涂老很正统
,

谈到成就总不忘当时党组织的关

心支持
。

有一次打电话叮嘱 早期创办专业时得到

了总支书记郑如同志的支持
,

中期专业建设时得到

了总支书记郑云祥同志的支持 ⋯ ⋯切记切记
。

他一

直关心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的建设与发展
,

对此

多有客观公正独到的见解
,

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

良知
。

涂老为人宽厚谦和
,

见人呵呵笑
,

偶出幽默之

语
,

令听者拍案叫绝
。

闲谈时他问
“

谁的音乐耳

朵最好
”

我一时语塞
,

他说
“

司马兹
。 ”

试想一

箭之外司马兹能听见城头诸葛亮的琴声
,

还听出了

弦外之音
,

这种耳朵直追现代声纳
。

二人皆捧腹
。

采访结束
,

我请求他奏名曲 《高山流水 》
,

涂老遂

正襟危坐
,

立现逸士高人之神韵
。

十指灵动
,

只听

琴弦铮铮
,

如大珠小珠般滚落一地音符
。

那乐曲透

露出抚筝人沉静坦荡的心志和对生活的豁达真诚

从家乡莆田木兰溪边到古城南京秦淮河畔
,

涂

永梅一生与音乐结缘
,

与古筝作伴
,

心存高远
,

志

在高山流水之间
。

衷心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

永褒艺术青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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