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琴况廿 四 则警句

一古筝家罗九香遗作

蓝介愚

前 记
徐青 山 ,

原籍东北
,

现居香港
,

为父子古琴家
,

曹著《琴况廿四 则 》
。

一九三七年仲夏之夜
,

由古弦 家

兼横笛名 手饶托生 蛋古筝家罗九香两位老先生介绍我

与徐君父 子相识
。

徐君 时居广州僻处
,

是夜十时
,

由

徐君 焚香 独 弹古琴三 曲 初 为《阳 春佩 兰李 次 为

《雄朝 飞 末为《乌夜啼 》
。

指劲音团
,

古
、

海
、

清
、

亮 其行调
,

有若洞庭之波
,

庚缓倏速 其调度
,

可

谓急而 不乱
,

多而 不繁也
。

数十年于兹
,

仍 然余音燎

烧
。

一九五九年冬
,

于 大堵极期“ 继 述文 明 ”之古代形

式建筑中
,

呜 香老久 别 重逢
。

香老弹 筝 初 为《薰风
一

曲 》
,

系表达唐 贞现之治
,

百 业兴 旺
,

欣欣向 荣 的 情
调 继 为《大风操 》

,

此乃 汉高祖统一全 中 国
、

阅兵 时

奏的 曲调
。

分慢
、

中两板 慢板表达千军万 马进入 广

场
,

排成正 方队形 中板为千军万马 通过阅 兵 台前
,

而 又玲瑞
知

整齐 末 为 独 弹《千 里 有缘 》
。

香老语我

《千里有缘 》调 格甚高
,

系老友久 别重逢
,

互吐衷曲
,

一 问一答的情调
。

时 已 更深 看表 已 次 日 另时 五 十

五分
。

连香老之嘱 必弹一 曲
,

始 可散场 余始 档 筝
,

调 为《闲鸣戏水公
,

据 古争祖师 罗咬丁 垮教 日 二诗有
“ 身等闲呜戏水滨 ”之 句 系表达绝 资 以 天地作 家 元

拘无束生 活
。

罗祖师 于广 东潮 州剧 团告老回 乡后 传

教 两 位 高足弟子 一 为 罗菊如
,

精于 乐理 一 为河育

斋 长于枝术
、

兼通理论
。

对筝调 整理
,

筝甲之研 究

等 花费三十年 的悠 长 时 间
。

曾 著 汉 乐 古 调 自

署 何育斋杜撰
。

其手稿
,

现存广 东冬阳 地 区汉 副团

古筝手蓝新德 同志处
。

蓝君 为香老赞爱的 高足 弟 子
。

《闲鸣戏水 》分慢
、

中
、

急三板 系 何 育 斋整 理

的
。

余招争时
,

由头弦
、

胡弦 名 手 罗协鸿先生 以 娜胡

伴奏
。 曲终

,

一 面 品茶
、

一 面 互提意见 我以 为香老

之 中指 欠佳 香老则 以 我长 于 右 指
,

而 短 于 左 指
。

“ 一般人都着重右指
,

其实左 指也很重要
。 ”香 老 弹 筝

用银甲
。

我说 “ 汉诗有谓
‘
十五学弹筝

,

银甲 不 曾

却
, 。

古代用 青琴线
,

用银甲弹筝 音 实 而 圈 自何

育老改为栩线之后
,

经半个世纪之实践证明
,

多以 采

用用 甲为佳
。

且物之性
,

同性相 离
,

异性相吸
。

因银
与钢

,

同为金属
。

故用银甲弹筝
,

发音轻而且浮
。

我
总觉得您老所弹之筝

,

当以 与徐青山 父子 离散前夜
,

所弹《琵琶行 》之慢
、

中两板为最佳
。

香老亦甚同意
。

且谓 盖其时既有烧托老以娜胡伴奏
,

又 多知音故也
。 ”

其次
,

又 曾谈及 古 筝
,

究竟古到何时 我说

据《东周列国志 》记载 “ 楚文王释蔡候归国
,

大排筵

席
,

为之钱行
,

席 中盛张女乐
。

有弹筝女子
,

仪容秀
丽

,

楚王指谓蔡候 曰 ‘
、

此女 色技俱胜
,

可进一筋
, 。

即命此女以 大脱送蔡候
,

蔡候一饮而尽 ”。

此 周 庄 王

十三年事也
。

最后又 曾谈及 筝调是否 可 以 加花腔问题
。

主人

罗协鸿先生 系侨户
,

耳佳 肴与美酒待客
。

是夕
,

诚如

杜诗所云 “ 主称会面难
,

一举累十筋
。

十筋亦 不 醉
,

感子故意长 。 明 日 隔 山岳
,

世事两 茫茫 ”

谁知经此一别
,

即成永诀
。

为纪念亡友
,

谨将 罗

九香先生遗作《琴况廿四 则手句》寄上
。

广东蓝介愚

琴况廿 四 则警句

徐青山 琴况廿四则
,

意义精微
,

而 笔墨 冗 长 阅

者苦之
。

因集其誉句为一篇
。

一 日 和
。

散和
、

按和
、

泛和
。

复求其所以 和者

三
。 曰 弦 与指合

、

指 与音和
、

音与 义合也
。

二 曰 静
。

在调 气
,

在炼指
。

调 气则神静
,

炼指

则音静
,

故急 而 不乱
,

多而 不繁也
。

三 曰 清
。

指上之清也
。

指求其劲
,

按求其实
、

则清音 出
。

曲调之清
,

最忌连连弹去
,

‘

玉亚求完 章

句必欲分明也
。

四 曰 远
。

远 以神行
,

若 洞庭之波
,

倏缓倏速
。

求之孩 中如不足 得之弦 外则有余也
。

五 曰 古
。

融其粗率
,

‘

振其疏墉
。

下指 不 落 时调

不 事小巧
,

有遗世独 立之思也
。

六 曰 淡
。

祛邪 而存正 触俗而雅 舍媚 而 还 醇

不 着意次
,

而 淡之妙 自臻也
。

七 曰 恬
。 ’

兴到而 不 自纵 气倒 而 不 自豪 情 到

而 不 自扰 意到 而 不 自浓也
。

八 日 选
。

必具超逸之品
,

自发超 逸廷音
。

如 迈

人 弹琴 琴不 清亦清
。

故 当先养其琴度
、

次养其手指

则形 神并 洁
,

逸 气渐来
。

临缓则将舒缓而 多韵 处 急

而犹运 急而 不乖
,

有一种安 闲 自如之景 象也
。

九 日 稚
。

雅俗之辫 事在 纤微
。

喜工 柔媚 列 谷
、

落指 重浊 则俗
、

性好热 闹 则俗
、

指构局促则俗
、

取音

粗厉 则俗
、

入孩 仓促则俗
、

指 法 不 式则俗
,

气质浮躁

则俗
。

有正始 风
,

俗情悉去
,

臻于 大推 矣
。

十 日 丽
。

丽 者美也
,

于清静中发 为美音
。

丽 从

古 淡出
,

非从妖冶 出也
。

若音韵不稚
,

指 法 不隽
,

徒

以 繁音促调
,

触人之耳
,

而 不 能感人之心
。

此美也
,

非丽也
。

美与媚
,

, 若秦越
, 而辫在深微

,

审音者 当

自知之
。

十一 日 亮
。

有金石 声
,

然后可拟 一 亮字
。

故清

后取亮
,

扰水之至清者
,

得 日而益明也
。

十二 曰 采
。

清以生亮
,

亮以 生采
。

若越清亮而

求采
,

先后之功片类 盖指 下之神气
,

如古玩之有宝



释“ 宫 商角微羽 ”

阶名 由来

冯文慈

我国民族音乐理论中的五声音阶
,

历史悠久
。

在

古代
,

五个阶名叫做“ 宫商角徽 今音 羽 , 沿用

至今
,

译成简谱即
、 、 、 、 。

宫商角徽羽因何命名
,

典籍失载
。

两汉前后以来

的文献
,

对它们常加比拟而不释其本源
,

姗
‘

宫为君
,

商为臣
,

角为民
,

徽为事
,

羽为物
。 ” 乐记

·

乐 本

篇 或谐声曲解而令人怀疑
,

如“

截 扯也
,

物盛大

而繁扯也
。 ” 汉书

·

律历志上 现代音乐史论 著
作

,

似也未见其由来的解释
。

史学家郭沫若就曾经说

过
,

音阶宫
、

商
、

角
、

徽 羽的五音
, “ 其起源还不

知道
。 ” 十批判书

·

后记 》,

或推测此

五字渊源于古代歌唱谱
,

其发音之母音分别属
、

、 、 、 ,

未免渺茫无槽
,

玄谈无根
。

笔者认为
,

宫商角徽羽阶名五字
,

实出于我国古
代天文学护天官 ” 星座 之名

。
,

我国古代天文学成就卓著
,

有四方
、

四象
、

二十

八宿 的 之说
。

四方指东
、

西
、

南
、

北
,

每方有七

宿 星座
,

七宿被结合想象成为一个动物图象
,

星

空由四象二十八宿组成
,

名称如下

东方 青龙
,

包括角
、

亢 、 氏
、

房
、

心
、

尾
、

箕七

宿 ,

西方 白虎
,

包括奎
、

娄
、

胃
、

氮 毕
、

练 参七

宿 ,

南方 朱鸟
,

包括并
、

鬼
、

柳
、

星
、

张
、

其
、

转七

宿
北方 玄武 黑色的龟蛇

,

包括斗
、

牛
、

女
、

虚
、

危
、

室
、

壁七宿
。

二十八宿整体名称
,

最早记载见于战国早期曾侯
乙基出土的漆箱盖面上的《二十八宿青龙白虎图》

。

至
于五声

、

七律 七声音阶
,

包括五声 以及宫商角徽

色
。

商二周燕
,

自有暗然之光
, 不可掩抑也

。

十三曰 活
。

修指之道
,

由于严净
。

习琴学者
,

其初惟 恐 其取音之不 多
,

渐渐陶熔
,

又恐其取音过多
。

从有而 无
, 因多而寡 一尘 不 染

,

一滓不 留
,

正于至 洁

之地
。

指既修洁
,

则取音愈希 音愈希
,

则意趣愈永
。

欲修妙音者
,

先本于指
,

欲修指者
,

必 先本于 洁也
。

十 四 曰 润
。

凡弦 上取音
,

惟贵中和
。

而 中和之

妙 用
,

全于温润呈之
。

若手指任其浮操
,

则繁响 必杂
,

上 下往来
,

音节俱 不成 其美类 润者
,

纯也
,

泽也
。

左 艾其荆棘
,

右熔其基甲
。

两 手应弦
,

自臻纯泽
。

而

又务求上 下往来之 法
,

无毗阴毗阳偏至之失
。

而后知

润之为妙
,

所以达其 中和也
。

十五 曰 固
。

吟揉之妙
,

全在 图满
。

宛 转动 荡
,

无 滞无耐 不 少不 多
, 以 至恰好

,

谓之 圆
。

不独吟揉

贵圆
,

一 弹一按
,

一转一折之间
,

亦应有圆音在也
。

十六 曰 坚
。

坚之本
,

全凭 筋力
。

重如 山击
,

动

如风发
。

清响如 击金石
,

以 致用 力不 觉
,

则其 坚亦 不

可窥也
。

十七 曰 宏
。

声调欲屏然 旷远
,

揉弹之用
,

必极
其宏 大

,

宏 大则音老
,

音老则入古也
。

十八曰 细
。

音有细妙处
, 乃在节奏 间

。

始 而启

调
,

先应和缓 转 而 游衍
,

渐欲入微
。

妙在丝毫之际
,

意在幽邃之中
。

指既续密
,

音若茧抽
。

今人可会而 不

可 即
,

此 旨下之细 也
。

至章句转折时
,

尤 不可草草放

过
,

宜将一段情绪
,

缓缓拈 出
,

字字幕神
,

方知 琴音

中有无限滋味
。

玩之不竭 , 宏 细 互用 ,

此终 曲之细也
。

运指之细在慈周
,

全篇之细在神远
,

斯得细之大 旨者

矣

十九 曰 溜
。

溜者滑也
,

左指洽涩之法也
。

音有

缓急
,

指欲随应指节
,

炼至坚实
,

极其灵活
,

动 必神

速也
。

二十 日 健
。 一

为导滞之眨
。

于从容间
,

推中刚健
。

其指 右指靠弦
,

则音钝而 木
。

故 曰 挑必 甲尖
,

弦

必悬落
。

左 指 不 劲
,

则音胶而格
。

故 曰 响如金石
,

动如风发也
。

廿一 曰 轻
。

音之取轻
,

属于幽情
。

指 到音 绽
,

有一 节一 句之轻
,

有间杂高下之轻
。

皆贵于结 实中得

之也
。

廿二 曰 重
。

音之轻者属于情
,

重者由乎气
。

倘

指势太猛
,

则霉杀伐之声
,

如气盈胸睡
,

则出刚基之

调
。

当求重抵轻 出之清
,

妙在用 力 不 觉也

廿三 曰 迟
。

未按弦 时
,

当先肃其气
,

澄其心
,

缓其度
,

远其神
。

从万籁俱寂 中冷然音生也
。

廿 四 曰 速
。

指 法有重 有轻
,

如天地之有阴 阳

也
。

有迟则有速
,

如四 时之有寒署也
。

盖迟为速之纲
,

速为迟之纪
,

常相间杂而 不 离
。

故句中可迟速之节
,

段中有迟速之分
。

琴操之大体
,

固贵乎迟
,

疏疏淡淡
,

其音得中正和平者
,

是为正音
, 阳春佩兰之曲是也

。

忽然 变急
,

其音又 系最精液妙者
,

足为奇音
。

维朝 飞 ,

乌夜啼之操是也
。

所谓
·

正音备茹 而 奇音不 可偏废
,

此之谓速
。

然吾之论速者二 有小速
、

有大速
。

小 速

徽快
,

而恰有行云流水之趁 大速贵急
,

务令急而 不

乱
,

依然安 闲之景象
,

而 能泻 出冰崖 飞瀑之 声
。

总言之 则和静清远
,

古淡恬逸
,

推丽 亮采
, 洁

润 固坚
,

宏 细 溜健
,

枉重迟速也
。

习琴者
,

细 意研求
,

得其 旨趣
,

操仿乏道
,

忍过丰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