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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繁多的中国乐器中 , 琴和

筝是历史最为久远且一直绵延

不断的两种。所以 , 人们都在它们

的称谓上冠以“古”字的修饰 ,曰“古

琴”、“古筝”。至少三千多年以来 ,

古琴之雅韵 , 似汩汩清泉 , 流淌不

息 ,操缦高手 ,代有传人 ; 而古筝发

展到 20 世纪末叶 , 更普及神州 , 流

播东亚 , 成为率先走向世界的中国

乐器。故尔当今筝坛高手如云 , 各

领风骚。然而 , 活跃于当代中国乐

坛的琴筝诸家 ,往往只各专其业 ,同

时兼长琴筝者乃凤毛麟角。而河南

大学丁承运教授却是其中的佼佼

者 ,他既擅于琴 ,亦长于筝 ,更精通

乐理 , 于民族音乐理论研究方面多

有建树 , 为中原有独特个性的民族

音乐家。

一

丁承运 1944 年出生于历史文

化名城开封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

是位兼通艺文的理工专家 ; 大姐丁

云青为当代国画名家 ; 二姐丁伯苓

(已故) 曾经是中国筝坛之佼佼者。

家庭环境的熏陶 ,胞姐伯苓的引导 ,

少年丁承运很早就走上了琴筝艺术

之路。二姐开蒙以《关山月》以后 ,很

快就让承运到她的母校 ———沈阳音

乐学院 , 投拜名师川派古琴音乐家

顾梅羹先生。顾先生乃清代川派古

琴艺术大师张孔山的直系传人 , 他

指法精良 ,治学严谨 ,为当代川派琴

家的杰出代表人物。他不仅给少年

丁承运打好了坚实的琴学基础 , 还

亲授其《流水》等川派名曲。现今丁

承运演奏的《流水》在继承了“蜀声

躁急 , 若急浪奔雷”的传统风格时 ,

还能张弛有序 , 缓急有度 , 泛音清

丽 ,滚拂自然 ,皆得益于顾先生之雨

露。1969 年丁承运从湖北艺术学院

民族器乐系毕业后 , 不久即任教于

河南大学音乐系。其间 ,他利用假期

千里迢迢奔赴上海 , 向广陵派艺术

大师张子谦先生求教。张先生为广

陵派名家孙绍陶先生谪传弟子 , 犹

擅鼓《龙翔操》、《梅花三弄》等广陵

派名曲 ,琴界誉称之为“张龙翔”。承

运向张先生学琴 ,专心致志 ,夜以继

日 ,刻苦操缦 ,琴艺大进。仅十余日

功夫 , 即学会了《梅花三弄》、《龙翔

操》和《潇湘水云》,令张先生大喜过

望 ,甚为赞赏 ,欣然赋诗两首相赠 :

家学渊源颂岐黄 ,

音乐天才自擅长。

兼善筝琶何足数 ,

丝桐玄妙异寻常。

其二 :

妙手灵心技独高 ,

京津沪汉任逍遥。

只今琴界传佳话 ,

三日“梅”“龙”五日“潇”。

张先生所教宋 ·郭楚望之名曲

《潇湘水云》, 乃一代古琴艺术大师

查阜西先生的传谱 ,学会了它 ,即标

志琴艺已达到新的高度。此后 ,丁承

运又多次同当代著名琴家吴文光、

李祥霆、龚一、成公亮等互惠琴艺 ,

多有切磋 , 并逐渐形成他自己儒雅

大度、内刚外柔、意致高远、技法多

变的演奏风格。

二

丁承运的筝艺 , 直接受惠于胞

姐丁伯苓。丁伯苓是一位极富创造

性的古筝演奏家和教育家。还在读

大学三年级时 , 就曾因成功地改编

河南传统筝曲《打雁》而一鸣惊人 ,

轰动乐坛。她执教“湖艺”期间与作

曲家陈国权合作的《清江放排》也是

当代中国筝坛有影响的新创曲目。

丁承运在尽承乃姐衣钵的同时 , 于

古筝演奏也常常有经过自己思索后

的艺术表现。例如《打雁》,曾有一位

评论者这样描述过丁伯苓的演奏 :

“优美的乐曲使我眼前展开了

一幅画面 :

一个寒风习习的清晨 , 大雁横

江而过 ,猎人举枪击中一只。被击落

的大雁、凄声哀鸣 ; 受惊的雁群 , 闪

翅乱飞。翅声、鸣声 ,哄然满耳。真是

曲传指下 ,绘声绘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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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承运演奏该曲时 , 除了给人

以类似上述的感受 , 还让人增添了

几分忧思和叹息 , 尤其是其变幻莫

测的音色对比、深沉、远邃 ,更增强

了乐曲的内蕴。对于其它传统筝曲

的演奏 ,丁承运在充分体现其粗犷、

豪爽、刚健的河南派风格的同时 ,也

多有在对中州古韵追求探索后的艺

术表现。人们常常有这样的感觉 ,

听丁承运弹筝常能感受到古琴的韵

味、琴筝雅韵于丁承运的指下 ,似乎

“合二而一”了。

三

近十多年来 , 丁承运在中国民

族音乐界声誉日隆的一个重要原

因 , 乃是其在古琴打谱上的突出成

就。80 年代初 , 他在第二次全国古

琴打谱会上演奏了他打谱的《白雪》

和《神人畅》后 ,引起了琴界的热烈

反响。之后 , 其打谱的《六合游》、

《石上流泉》、《卿云歌》、《列女行》、

《八极游》等琴曲陆续面世 , 受到了

民乐界的广泛关注。1994 年春天在

北京举行的《中国古琴名琴名曲国

际鉴赏会》上 ,他弹的《神人畅》还引

起了著名画家黄胄先生的浓厚兴

趣 , 以致会后还“当面请教”。1996

年春 ,丁承运分别应香港、台湾音乐

界的邀请 , 参加了 4 月份在香港举

行的“徽弦动知音”古琴音乐会 ,和

5 月份在台北举行的两场“渔、樵、

耕、牧”古琴音乐会。他演奏自己打

谱的曲目受到了港、台同道知音的

很高评价。台湾的一位琴乐爱好者

这样写道 :

丁承运的《六合游》是这两场音

乐会中最令我激赏的曲子 , ⋯⋯其

曲“驾御六合之气 ,上朝九天 ,振影

银河 ,睥睨江汉”其音韵节奏“缥渺

雄浑、瑰奇莫测”,“超然物外 ,遨游

宇宙”, 大有“逍遥六合鲲鹏之志”,

丁承运弹来果真是缥渺雄浑魂奇莫

测逍遥六合 ! !

《神人畅》曲调“奇古强悍”,

⋯⋯丁承运弹来亦是“淋漓酣畅 ,动

人心魄”。

丁承运打谱的这些琴曲之所以

受到如此热烈欢迎 , 除了由于这曲

子原本就是琴之瑰宝 , 当然同丁承

运反复研究而使近其原貌的呈现是

分不开的。承运家学渊源 , 国学底

蕴丰厚 ,故打谱时能识其背景、释其

精义 ,对于新打谱之曲目 ,他决不简

单地顾名思义 ,望文生义 ,以至牵强

附会 ,而是反复推敲、寻根探源 ,必

求得其要领。所以 ,他打谱的琴曲 ,

总能令人信服地让人们感到“是那

么回事”。

四

作为执教于高等学府的音乐

家 , 丁承运弹琴弄筝均离不开经常

而缜密的理论思考。自 70 年代执教

河南大学音乐系以来 , 1981 年任讲

师 , 1986 年任副教授 , 1992 年任教

授。这职称不断晋升的过程 ,也是他

理论研究成果不断丰富的过程。80

年代以来 , 丁承运先后在《音乐研

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中国造琴

传统扶微》、《筝史钩沉》、《清 ·平 ·

瑟调考辨》、《论吟猱》、《梅花三弄考

源》、《清商三调音阶调式考索》、《朱

载 琴律研究》、《宋代琴调研究》、

《外调转弦校释》等 20 余篇论文 ,并

有多篇获省以上奖励。其中 ,《清商

三调音阶调式考索》1995 年在一等

奖空缺的情况下 , 获全国高校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丁承运从事论文写作的总体特

点是 : 史料翔实、筛选精细、思考缜

密、逻辑严谨 , 论断准确、说服力

强。所以 ,他的音乐研究论文 ,在民

族音乐理论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

重视。民族音乐理论家黄翔鹏先生

在评价其《清商三调音阶调式考索》

时说 :“处理这种难题 ,常有因其‘死

无对证’而随意大言 , 轻作结论者 ;

但丁承运却学风严谨 ,立足实地 ,每

次只作有限的论断 , 而把探索工作

视为一个科研过程来做 , 并未稍染

哗众取宠之意”。“在这些并不惊人

的结论背后却有着视野广阔、精细

筛选材料和缜密思考、慎于立论的

大量工作。”黄先生的这些评论是

中肯而公允的 , 丁承运一系列丰硕

的理论成果乃是其辛勤劳作所付出

的心血与汗水的结晶。一个貌似乎

平常的论断 ,常常是无数次“瞻前顾

后”、左思右考、反复研求的结果。

例如《朱载　琴律研究 ———兼辨古

琴律制的变迁》一文中指出 :“朱载

是琴史中第一个提出三弦为宫的

理论之人。琴律的实践经验使他超

越‘三分损益法’,发现‘以十徽为本

律之母 ,九徽为本律之子 ,寓循环无

端 ,无往不返之理’。其十二平均律

之构想 ,实孕育于琴律仲吕生黄钟 ,

黄钟逆生仲吕 , 这种圆转无端的启

示之中。”这个对中国律学界贡献

甚大的论断 , 丁承远不知推敲过多

少次。就是这篇被黄翔鹏先生视为

“第一篇可以深明琴律实践的讨论

来救正律学研究者若干外行论断的

好文章 , 丁承运先后倾注过好几年

的心血啊 ,其间甘苦恐怕只能用“文

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来表达了。

由琴筝演奏起始而步入民族音

乐之理论殿堂 , 再以理论研究之成

果指导琴筝演奏等音乐实践 , 丁承

运的民族音乐生涯已进入了一个有

其个人风格的佳美境际 ,一个“琴韵

筝声通乐理 ,乐理更赋琴筝神”的良

性循环。如今 ,丁承运的指下 ,古琴

依旧雅韵泠泠 ,古筝仍然其声铮铮。

而他对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的热情 ,

更方兴未艾。目前 ,由他主事的河南

大学东方音乐研究所 , 正在紧锣密

鼓地筹建之中。我们在乐观其成的

同时 , 更期盼丁承运有新的研究成

果奉献于世。 (责任编辑 杜庆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