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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在天津音乐学院讲授古琴课程的契机，编成一本内容全面的古琴教材。
全书从讲解乐器知识和上弦、调弦的方法开始，由浅入深，逐课传授了二十三首琴曲，不仅收录了成
先生亲自打谱和擅长演绎的传统古曲，更有其自行创作的新曲若干。
全书行文为课堂笔录的形式，有问有答，讲解文字与谱例穿插进行，充满启发性的细节。
读者可以在阅读过程中打开音响，对照讲解和分析，对琴曲进行逐句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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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成公亮，1940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1965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作曲系；1984年
调入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工作，任音乐理论、作曲、古琴教师；1997年提前退休，2011年返聘回南京
艺术学院任“琴学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作品：著作：《秋籁居琴话》（三联书店，2009年）、《袍修罗兰》（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2年即将出版）古谱解译（打谱）：《文王操》、《孤竹君》等古曲七首；论文：论文集《是曲
不知所从起--成公亮打谱集》，另有《存见明代琴谱中有纯律调弦法吗？
》《山东派古筝艺术》等论文十多篇；创作：古琴套曲《袍修罗兰》古琴独奏曲《沉思的旋律》、《
太阳》与荷兰长笛演奏家柯利斯·亨茨合作的新音乐唱片《中国梦》（即兴创作演奏作品）和古筝独
奏曲《伊犁河畔》等器乐作品；演奏：自1986年起香港《广陵琴韵》CD开始，先后出版《秋籁》（香
港）、《秋籁--文王操、孤竹君双CD合辑》（南京）、《袍修罗兰》（台湾）、《如是宁静》、《成
公亮的古琴艺术》（台湾）等古琴独奏专辑唱片七张；古琴先后师承刘景韶、张子谦先生，其演奏主
要在广陵琴派传统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风格，具有深细的人情味。
表达对大自然的感受和对人生的思考，或温润柔情，或炽烈深沉。
其修养深厚而又直接取源心灵的演奏，被认为是“内心情感的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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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如是说⋯⋯(代前言)
第一课 乐器知识·上弦
第二课上弦调弦·初学弹琴的三首小曲
第三课《归去来辞》
第四课《洞庭秋思》
第五课《龙朔操》
第六课《忆故人》
第七课《桃源春晓》
第八课《文王操》
第九课《袍修罗兰》之一：《地》
第十课《袍修罗兰》之二：《水》
第十一课《袍修罗兰》之三：《火》
第十二课《袍修罗兰》之四：《风》
第十三课《袍修罗兰》之五：《空》
第十四课《袍修罗兰》之六：《见》
第十五课《袍修罗兰》之七：《识》
第十六课《袍修罗兰》之八：《如来藏》
第十七课《凤翔千仞》
第十八课《孤竹君》
第十九课《明君》
第二十课《沉思的旋律》
第二十一课《太阳》
第二十二课《听松》
后记
附录
曲谱：
1．仙翁操
2．秋风词
3．关山月
4．忆故人
5．听松
成公亮古琴音乐CD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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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弹琴的时候，要把这张琴最好的音色、音量发挥出来，因为弹琴要表现的是音乐，
而不是表现减字谱。
一切要从音乐出发，一切要从艺术出发，出来的东西你首先得自己被感动，才能感动别人。
从大的方面讲，古琴是一件表达人思想的乐器，是抽象的。
但它的演奏法还是很具体的，你要弹琴就必须要有正确的演奏方法—左手怎么样、右手怎么样、这个
怎么弹、那个怎么按？
都是要细究的，要下工夫努力学习的，而不是说一两句大话就能解决的。
不要动不动就先把哲学的道理搬出来，如果这些弹奏技巧上具体的、细节上的关键问题不解决，就永
远表达不了它那思想内涵和深刻的文化意义。
戏曲唱腔的委婉、用字、发声的变化以及细微的腔的变化，与古琴音乐的思维方式是相通的。
戏曲音乐的诸多形态与古琴的音乐形态是相同的。
古琴的音乐不是跳出来另成一个系统，而是中国音乐系统的一个门类。
当然它有自身一定的特点，但是我们不要在强调它的某些特点的时候，忽略掉古琴音乐的基本规律。
所以我们心里要很清楚—古琴音乐是中国音乐的一个门类，中国音乐的诸多特点、特征，古琴音乐都
有，这个系统就是中国传统音乐。
 现在很多人拿到谱子，每个音都弹得很准确，但是不讲究音与音之间的逻辑——音和音之间的强弱、
长短，以及不同的音色的结合。
如果不讲究这些音与音之间的逻辑，即使弹完了一首古曲，也是“不知所云”。
如果不知所云，那肯定是没有音乐感的。
你仅是弹完了古谱里的谱字，而没有把音乐弹出来。
 弹奏动作与出来的音是一对因果关系，“什么样的动作就出来什么样的声音和音乐”。
所以我们的动作一定要对，手型要对，要放松，指关节、腕关节，和手臂的动作，要协调。
手型和弹奏动作要“自然而然地去迎合音乐要表达的音的质地和情感”。
因为手型动作是顺妥自然的，所以出来的音乐也是自然的、流畅的、动人的。
 我的演奏、打谱、创作在强弱对比的幅度上、音色对比的多样化和音乐素材的运用方面，都和传统古
琴不同。
《袍修罗兰》里面的曲子很多是“背叛”传统手法的，但这个时代结局就好一点（笑），不会有那么
多人反对，只是不喜欢不弹就是了。
 我在自己的打谱或弹奏当中，力图说明琴乐的表现力是极其丰富多样的，而不是一些人讲的只能表达
一种单一的“清微淡远”，它能够表达“清微淡远”，但并不是只能这样。
 有人认为古琴是优雅的，越轻越优雅，越轻越是真正的传统，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
轻、重是—个曲子里面都需要有的，不是从头到底都轻，也不是从头到底都重，否则音乐中就没有对
比、没有区别了。
 我常常强调要以句的感觉来弹奏，而不是一拍一拍的那种感觉和概念。
这是两个不同的出发点，最后音乐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如果一拍一拍卡着拍子弹，音乐会感觉很呆
板；但是，如果有乐句的概念，就会有一种音乐的语气。
 虽然古琴是一个单音的乐器，不能够演奏和弦，但是听起来是立体的，一会儿是泛音，一会儿是空弦
，一会儿又是按音，而且演奏后面一个音的时候，前面的余音还在振动，特别是运用空弦和按音的“
应合”，空弦的余音就比较长，这在物理上、在音乐上都起到了融合的作用，像是增加了“水分”，
使得音乐听起来不是干巴巴的，而是饱满的、立体的、多种音色组合起来的—_这就是古琴的长处和
魅力。
 要调动音乐里面一切可以调动的手段、方法，来塑造你所需要的情致。
这一切都要来自于自然而然的动作当中，而不要让人感觉到你在“处理”它，达到这种境界其实是比
较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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