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    名  中国历代音乐艺术故事
丛书主编　姚幸福 姜瑞云 陈国兰

本册编著  张  佳 
责任编辑  王云弟　钱彦丛  刘大伟  张超逸
美术编辑  吴书平
责任校对  付敬华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87 000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版   2015 年 5 月第 2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978-7-202-08232-4/G·3782
定    价  22.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代音乐艺术故事 / 张佳编著 .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10
　　（中华文化经典故事丛书 / 姚幸福 姜瑞云 陈国兰主编）
    ISBN 978-7-202-08232-4

    Ⅰ. ①中… Ⅱ. ①张… Ⅲ. ①音乐史—中国—通俗读物 
Ⅳ.① J609.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0778 号

编委会

       编委主任：姚幸福
编    委：姜瑞云  陈国兰  李岩清  李少杰  王  东    
          周培新  刘广臻  王书军  刘植毅  张  佳  

                 谢明光  张雪莲  赵国栋  杨莉莉



1

故
事

中
国
历
代

序 言

音乐是人类最美的言语，也是人类共同的需要。虽然因各民族地域的不

同，音乐展现了不同的形式、内容、曲趣，但人类拥有相同的听觉及情感，

对音乐艺术难以抗拒，甚至感动、追求、模仿、再创、珍藏、共享。我国的

音乐，自古以来就丰富多采，让我们一同游走这条流动不歇的历史长河，一

同踏着这份美，转扬五湖四海，传承千秋万世。

中华民族音乐的蒙昧时期早于华夏族的始祖神轩辕黄帝 2000 余年。在

距今 6700 年至 7000 余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可能就会烧制陶埙、挖制骨

哨了。这些原始的乐器以无可论证的事实告诉人们，当时的人类已经具备对

音乐的审美能力。远古的音乐文化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具有歌、舞、乐三位一

体的特点，这是我国音乐的最早形态。

西周和东周是奴隶制社会由盛转衰，封建制社会因素日趋增长的历史时

期。西周时期宫廷首先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在宴享娱乐中，不同地位的

官员按照规定有不同的地位和舞队的编制。按礼乐制度，天子的乐队有四面，

舞用“八俏”（“佾”是“列”的意思，每列八人，“八佾”就是六十四人）；

诸侯的乐队有三面（缺北面），舞用“六佾”；卿大夫的乐队有二面（缺北

面和东面），舞用“四佾”；士的乐队只有南面一队，舞用“二佾”。这种

礼乐制度实际上表明了森严的等级制度。

总结前历代史诗性质的典章乐舞，可以看到所谓“六代乐舞”，即黄帝

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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蠖》、周时的《大武》。周代还有采风制度，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

赖于此，保留下大量的民歌，经春秋时孔子的删定，形成了我国第一部诗歌

总集——《诗经》。

秦汉时开始出现“乐府”。它继承了周代的采风制度，搜集、整理、改

编民间音乐，并训练大量乐工在宴享、祭祀、朝贺等场合演奏。这些用作演

唱的歌词便被称为乐府诗。汉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诸国的歌

曲也开始传入内地。北凉时吕光将在隋唐燕乐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龟兹（今新

疆库车）乐带到内地。由此可见当时各族人民在音乐上的交流已经十分普及

了。

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勇于吸收外城文化，

加上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着的各族音乐文化的融合，终于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

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全面发展的高峰。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还表现为有一系

列音乐教育机构的出现，如教坊、梨园、大乐署、鼓吹署以及专门教习幼童

的梨园别教园。这些机构以严密的考绩，成就了一批才华出众的音乐家。文

学史上堪称一绝的唐诗在当时是可以入乐歌唱的。

宋、金、元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以市民音乐的勃兴为重要标志，较隋唐

音乐得到更为深入的发展。随着都市商品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生

活的游艺场“瓦舍”“勾栏”应运而生。诸宫调是这一时期成熟起来的大型

说唱曲种。其中歌唱占了较重的分量。承隋唐曲子词发展的遗绪，宋代词调

音乐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宋代的古琴音乐以郭楚望的代表作《潇湘水云》开

古琴流派之先河，作品表现了作者爱恋祖国山河的盎然意趣。在弓弦乐器的

发展长河中，宋代出现了“马尾胡琴”的记载。

明清社会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音乐

文化的发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点。明代的民间小曲内容丰富，虽然良莠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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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影响之广，已经达到“不问男女”“人人习之”的程度。明清时期说唱

音乐异彩纷呈，有南方的弹词、北方的鼓词、以及牌子曲、琴书、道情类等

多种说唱艺术类型。明清戏曲音乐出现了新的发展高峰。

人类的感情丰富而敏感，生活的一点一滴都会拨动我们的心弦，引发人

类最初的感动和向往，于是有了音乐。音乐成了我们最好的表达方式，音乐

里每一个跳动的音符，都把我们的内心世界张扬得淋漓尽致，活灵活现。音

乐给了我们另一个世界，一个想要多大就有多大的世界。在那里，我们可以

搁下所有的忧愁和烦恼，快乐成长，也可以享受每一个跳动的音符里所承载

的酸甜苦辣。音乐打开了人们内心的另一扇门，一个个美妙的音乐传奇也代

代流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

故
事

中
国
历
代

中 国 历 代 音 乐 故 事

【目　录】MU　LU

1\ 一、黄帝造鼓

6\ 二、百里奚听歌认妻

11\ 三、高山流水遇知音

16\ 四、拜师学琴

22\ 五、亡国之音

26\ 六、吴市吹箫

30\ 七、管仲作歌

35\ 八、鼓盆歌

40\ 九、成语中的音乐奇事

50\ 十、高渐离击筑

58\ 十一、弹琴先攻心

63\ 十二、邹忌以琴理谈治国

68\ 十三、十面埋伏

76\ 十四、李延年作《佳人曲》

81\ 十五、苏武牧羊曲

85\ 十六、凤求凰曲定终身

90\ 十七、昭君怨

96\ 十八、一舞倾城赵飞燕

102\ 十九、汉宫音乐家蔡邕

107\ 二十、音乐才女蔡文姬

114\ 二十一、诸葛亮抚琴退敌军



2

Z
H
O
N
G
G
U
O
 L

ID
A
I Y

IN
Y
U
E
 G

U
S
H
I

118\ 二十二、嵇康刑前悲奏《广陵散》

125\ 二十三、桓伊的音乐趣事

132\ 二十四、兰陵王入阵曲

138\ 二十五、万宝常遇神仙知八音

142\ 二十六、皇帝音乐家唐玄宗

149\ 二十七、唐宫第一歌手“乐圣”李龟年

153\ 二十八、惊鸿舞下的倩影

157\ 二十九、玉笛飞声说李谟

162\ 三十、白居易的音乐奇遇

169\ 三十一、小忽雷的传说

173\ 三十二、唐代民间的音乐趣事

181\ 三十三、九弦琴

185\ 三十四、姜夔音乐结良缘

190\ 三十五、凤阳花鼓与朱皇帝

195\ 三十六、音乐理论家朱载堉

201\ 三十七、汤琵琶

205\ 三十八、慈禧痴迷戏曲

209\ 三十九、琴师张春圃



1

中
华
文
化

经
典
故
事

丛 书

故
事

中
国
历
代

一、黄帝造鼓

 在喜庆的节日里，我们听到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心情便会格外舒畅。

鼓早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一种喜闻乐见的乐器，那么，你知道鼓的由来吗？

鼓可以说是中国出现最早的乐器，它是一种打击乐器，也是一种通信工

具，古时在军队中常用它来传递信息。鼓的结构比较简单，由鼓皮和鼓身两

部分组成，在坚固的、圆桶形的鼓身的一面或双面蒙上一块拉紧的膜即为鼓。

鼓皮是鼓的发音体，通常是用动物的皮革做成的，经过敲击或拍打使之振动

而发声的。中国鼓类乐器的品种非常多，其中有腰鼓、大鼓、同鼓、花盆鼓等。

 中国与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印度，同为世界上鼓的最早发源地。

中国传统的鼓多源于中原，秦汉前已有 20 余种。在古代，鼓不仅用于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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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舞，还用于打击敌人、驱除猛兽，

并且是报时、报警的工具。鼓作为乐

器是从周代开始，周代有八音，鼓是

群音的首领。鼓的文化内涵博大而精

深，雄壮的鼓声紧紧伴随着人类由远

古的蛮荒一步步走向文明。 从原始的

陶鼓、土鼓、皮鼓、铜鼓，一直发展

到种类繁多的现代鼓，鼓是最为人们

喜爱和广泛应用的乐器之一。在古代

的神话传说中记载着“黄帝造鼓”的

故事，述说着鼓这种传统乐器的由来。

距今约 4600 多年前，我国黄河、

长江流域一带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黄帝是传说中最有名的一个部落首领。

有个九黎族的首领名叫蚩尤十分强悍，传说蚩尤有 81 个兄弟，他们全是猛

兽的身体，铜头铁额，吃的是沙石，凶猛无比。他们还制造刀戟弓弩各种各

样的兵器，常常带领他的部落，侵掠别的部落。

之后，蚩尤向黄帝宣战，黄帝生性爱民，不想战伐，一直想劝蚩尤休战。

可是蚩尤不听劝告，屡犯边界。黄帝不得已，叹息道：“我若失去了天下，

蚩尤掌管了天下，我的臣民就要受苦了。我若姑息蚩尤，那就是养虎为患了。

现在他不行仁义，一味侵犯，我只有惩罚不义！”于是黄帝亲自带兵出征，

与蚩尤对阵。双方在涿鹿之野摆开了战场，战争进行得很是惨烈，双方打得

天昏地暗，难分胜负。

刚开始，黄帝军队处于劣势。黄帝权衡利弊认为这样打下去不是办法，

在兵器和士气方面都是对方占优势，而我们的军队由于近期战事不断，几天

下来已经疲惫不堪、士气大落了，必须得想个鼓舞士气的办法才行。经过几

个夜不能寐的夜晚，黄帝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造一张有巨雷般声

音的大鼓，打仗时让一个大力士擂鼓，以此来鼓舞士气、震慑敌军。办法是

【花盆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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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可是这个大鼓让谁去做呢？

黄帝身边有很多能人异士，一

个名叫常先的人，发明了很多狩猎

工具。有一次，常先捕杀了一头野

牛，把剥下的牛皮随手搭在了一个

空心的木墩上。时间一长，常先便

把此事忘了。野牛皮经过长时间暴

晒后便收缩了，把空木墩裹得紧紧

的，牛皮被一个名叫贾齐的年轻人

无意中拍了一下，谁知竟发出咚咚

的响声。常先觉得这个东西有用，

便选了一棵木质较好的空心树，做

成圆形，把鹿皮和野羊皮蒙在两头，

又让仓颉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作

“鼓”。于是，黄帝便命常先去造大鼓。

常先为蒙鼓没适合的皮子而发起了愁：鹿皮和野羊皮都不结实，用劲一

敲就破了，只好改用野牛皮。然而，捕捉野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野

牛是一种异常凶猛的动物，再说野牛皮也不够宽大。这么大的鼓该用哪种野

兽的皮子做鼓皮，才能既结实耐用又足够宽大呢？想着想着，常先躺在一棵

大树下不知不觉便睡着了。九天玄女托梦给常先说：“东海有个流波山，山

里有种怪兽，叫做夔，形状如牛，身子大得出奇。还有种雷兽，整天在海里

无忧无虑，喜欢仰面躺卧，以爪击腹为乐，每拍一下肚皮，便响起一声巨雷。

你可以用夔牛皮蒙鼓，用雷兽的骨作为鼓槌，敲起来地动山摇，威力无穷。”

 常先醒来，忙把梦里的事告知黄帝。黄帝听罢，便命应龙、大鸿等人，

去擒杀夔和雷兽。众人与怪兽斗智斗勇，终于擒杀了两头猛兽。于是，黄帝

命人将夔的皮剥下来，蒙在鼓上，当做鼓皮，再将雷兽的骨头抽出来，当做

鼓槌，声震如雷。然后按常先的设计，人民们经过五十天的辛们劳作，终于

【轩辕黄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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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成夔牛大鼓 80 面，做成

雷兽鼓槌160根。百鼓齐鸣，

据说声音能传 500 多里地，

连敲几下，能连震3800里。

黄帝命人将这些鼓搬

到战场，再让一个叫常伯的

大力士负责击鼓，布好阵

容，准备再次跟蚩尤决战。

两军对阵，黄帝下令擂起战

鼓，力大无比的常伯抡起双

臂连击了 9 通鼓，那 80 面

夔牛皮鼓一响，声音震天动

地。黄帝的兵听到鼓声勇气

倍增、勇往直前；蚩尤的兵听见鼓声丧魂失魄、纷纷败逃。不多时，蚩尤的

军队便被消灭了一半，形势急转直下，黄帝的军队无往不胜。

蚩尤眼见自己要败，便和他的81个兄弟施起神威，凶悍勇猛地杀上前来。

两军杀在一起，直杀得山摇地动，日抖星坠，难解难分。黄帝见蚩尤确实不

好对付，就令应龙喷水。

应龙张开巨口，江河般

的水流从上至下喷射而

出，蚩尤没有防备，被冲

了个人仰马翻。他也急令

风伯、雨师掀起狂风暴雨

向黄帝阵中攻去，只见地

面上洪水暴涨，波浪滔天，

情况很紧急。这时，女魃

上阵了，她施展法力，刹

【夔牛一种传说中的怪兽。外形像龙，声音如雷，仅有一足。】

【黄帝战蚩尤】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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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间从她身上放射出滚滚的热浪，她走到哪里，哪里就风停雨消，烈日当头。

风伯和雨师无计可施，慌忙败走了。黄帝率领军队追上前去，大杀一阵，蚩

尤大败而逃。

黄帝想活捉蚩尤，但是蚩尤的头跟铜铸的一样硬，他以铁石为饭，还能

在空中飞行，在悬崖峭壁上如履平地，黄帝怎么也捉不住他。追到冀州中部

时，黄帝灵感突现，命人把夔牛皮鼓使劲连擂了 9 下，这一下，蚩尤顿时魂

丧魄散，不能行走，被黄帝捉住了。黄帝命人给蚩尤戴上枷铐，把他杀了。

害怕他死后还作怪，便把他的身和首埋在了两个地方。蚩尤死后，他身上的

枷栲被取下来抛掷在荒山上，变成了一片枫树林，那每一片枫叶，都是蚩尤

枷铐上的斑斑血迹。

这便是“黄帝造鼓战蚩尤”的故事，黄帝在形势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

冷静地分析对策，命人造鼓激励士兵士气，最终反败为胜，处死了蚩尤。故

事不但使我们了解到鼓之来源的神话传说，也告诉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

要冷静沉着，用自己的智慧和信心走出困境、战胜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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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是发自人灵魂深处的声音，能抒发人的情怀；歌是上天赋予人类的礼物，

能陶冶人的性情；歌是喜庆节日里的点缀，能愉悦人的视听⋯⋯歌有时候还会

制造浪漫的惊喜，让人和久别的亲人重逢，古时候便有过这样一个美妙的故事。

公元前 7 世纪时，虞国有一个人叫百里奚。他博学多才，琴棋书画，样样

精通，尤其对古琴造诣极高，会作曲会演奏，还能作琴歌。百里奚早年贫穷困乏，

自小给人放牛，三十岁方娶妻杜氏，杜氏贤良能干，且歌声甜美，夫妻二人很

是恩爱。后来，两人生了个儿子，由于开支增多，他们的生活更加拮据。

百里奚颇有才华，面临家庭的窘迫，妻子鼓励他到外面谋求一番事业。一

天，杜氏对百里奚说：“男儿志在四方，夫君你年富力强，应该去外面闯荡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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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能成就大业。”百里奚觉得妻子说的

很有道理，便决定启程外出开创事业，

妻子连夜为他备好了行囊。在百里奚出

游那天，家中已经揭不开锅了。但杜氏

还是一大清早起来，宰杀了家里唯一的

一只下蛋母鸡，并劈了门闩炖母鸡，煮

小米饭给丈夫饯行。并告诉他：“你在

外面要事事小心，如果有一天你富贵了，

千万不要忘了我。”说完，夫妻俩挥手

泪别。

百里奚从南阳出游求仕后，历经宋

国、齐国等国家，因为朝堂里无人，一

直也没有得到录用。多年在外一事无成，

又备加思念妻儿，百里奚便回到了家乡。

可是因为连年灾荒，自己家的房屋早已

倒塌，妻儿也不知去向。百里奚多番打听，也未打听到妻儿的下落，便无奈地

再次离开了家乡。

在齐国，百里奚陷入困境，曾一度沿街乞讨，但他并未放弃求仕生涯。在

齐国郅地，他遇见了蹇叔，两人情投意合，一番高谈阔论之后结为知己。此后，

在蹇叔的举荐下，百里奚到虞国当了个大夫。但虞国国君是个爱财如命的国君，

在收了晋国的宝玉和宝马等财物以后，就答应借道路给晋国，让晋国途径虞国

去征讨自己的邻国虢国（虢国是虞国的同姓兼同盟国）。百里奚知道此事后对

虞国国君述说唇亡齿寒的道理，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闭口不再劝谏，并对同

僚宫之奇说：“对蠢人直言相劝，无异于把珍宝丢弃在路上。” 果然，晋国灭

虢国后，把矛头指向虞国。公元前 655 年，晋国灭掉虞国，俘虏了虞国君及其

大夫百里奚。由于百里奚拒绝在晋国做官，被晋国充作奴隶，在穆姬嫁给秦穆

公时陪嫁到秦国。百里奚在去秦国的途中，逃亡到了楚国。

【百里奚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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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楚国，百里奚同样没有受到重用。楚国国君也不是慧眼识其才之人，只

是听说百里奚会养牛，就给了百里奚一个养牛的官职，白白浪费人才。一个曾

经的虞国大夫现在却在养牛，这件事很快就在四周流传开来，秦国也有所耳闻。

而且秦国国君早就听闻百里奚的才干，多年来一直想把百里奚纳入秦国，但一

直夙愿未果。刚上任的秦国新君秦穆公，名字叫任好，是一位胸怀大志的明君，

在听闻百里奚的事迹后，认为此时百里奚在楚国做俘虏，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若现在重金把他赎回秦国，他必定尽心尽力为秦国效劳。于是秦穆公把重金赎

百里奚的想法跟自己的谋臣公子絷商量。公子絷认为此计不妥，他解释道：“楚

成王肯定是不知道百里奚的才干所以才没有重用他，而是让他养牛。我们若用

重金赎他，那不就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告诉了楚成王百里奚是千载难

遇的人才，是大家争抢的对象吗”？。秦穆公琢磨了一下认为确实有道理，便问：

“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更好的办法才能得到百里奚呢？”公子絷出了一计，说：“主

公，我们可以用贵物贱买之法，也就是说我们还按一个奴隶的市价，用 5 张黑

公羊皮去换百里奚，这样在外表看来我们是等价交换，这既不会引起楚成王的

怀疑还为我们省去了银两，实在是一举两得呀！”秦穆公听完觉得此计甚好，

于是依计而行，百里奚果然很顺利地就来到了秦国。

当百里奚被押解到秦国后，让百里奚甚为感动的是秦穆公竟然亲自接见了

他并对他嘘寒问暖。百里奚说：“我是亡国之臣，又是他国俘虏，自身卑贱不

已，哪里值得国君垂询！”穆公对曰：“虞君不才，才使国亡，才致使你被俘，

楚君也不明道，没有慧眼识英雄，这些都不是你的过错。”之后，秦穆公不但

亲自解除了百里奚的奴隶身份，而且热情地与百里奚商谈，请教国家大事。他

们俩人，可谓志同道合之人，一谈论就是三天，真是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秦穆公与百里奚交谈得十分愉快，决定对百里奚委以重任，拜百里奚为秦国的

上大夫，也就是让百里奚掌握秦国的军政大权。百里奚知道后，不仅坚决推辞

秦穆公的好意，反而推荐自己的好友蹇叔来做秦国上卿。于是，秦穆公听从了

百里奚的举荐，带着重金和厚礼把蹇叔也请到了秦国，并把百里奚和蹇叔都拜

为秦国的上大夫，让他们共同管理秦国。因为百里奚是秦穆公用 5 张黑公羊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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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来的，所以世人又称百里奚为“五羖大夫”。

再来看百里奚的妻子杜氏。她自百里

奚离家，便把养家的重任全担到自己肩上，

她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和甜美的歌声，勉

强可以养活儿子和自己。

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人们的生活颠

沛流离、居无定所。杜氏也到处流浪，最

后来到秦国，在这里她靠给别人洗衣服谋

生计，其中相府是她经常去洗衣的地方之

一。在一次洗衣之际，杜氏偶然从相府仆

人口中得知，这个相府的大人名叫百里奚，

是秦国国君用 5 张羊皮从楚国换来的，很

受秦君的爱戴。杜氏听闻后心里开始思忖：

这位名唤百里奚的相爷和我的夫君同名，会不会是我的夫君呢？如果真是我的

丈夫，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会记得我吗？他有没有另娶他人呢？带着一连串的

疑问，杜氏在相府洗衣期间开始处处留心，并从与相府仆人的攀谈之中得知这

位相爷的现在状况仍是独身一人，而且这位相爷的身世经历都和自己的丈夫有

很多相似之处。探寻到这样的结果，杜氏便盘算着找个合适的机会与相爷亲自

见上一面。

皇天不负有心人，机会来了。有一天，百里奚请来许多官员，打算在家中

的厅堂里举办一场小型宴会。由于百里奚平日里酷爱古琴，所以这场宴会上安

排了许多古琴节目。再加上百里奚平素里没有官架子，为人极其平和，所以普

通的平民百姓也可以一起参加。所以当天的宴会格外热闹，官民一起其乐融融，

一派和谐之象。杜氏也觉得这次机会正合适，于是自告奋勇对相府的侍从说明

了自己有自编、自弹、自唱的才能，想借此机会为相爷献上一曲，以祝酒兴。

侍从把杜氏的这番话转达给百里奚，百里奚听后心里暗想起自己的妻子也有这

样的才能，所以很想见识见识和妻子有一样才能的洗衣妇，于是应允了杜氏的

【蹇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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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杜氏款款走向大厅，在众人的关注之中，她并无胆怯而是自信又大方，熟

练地缘琴抚弦，自弹自唱道：“百里奚，五羊皮。忆别时，烹伏雌，炊扊扅，

今日富贵忘我为。百里奚，初娶我时五羊皮，临当别时烹乳鸡，今日富贵忘我为。

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溪，坟以瓦，覆以柴，舂黄黎，搤伏鸡。西入秦，

五羖皮，今日富贵忘我为⋯⋯。”　

杜氏边弹边唱，琴声和歌声相互应和，丝丝入扣，声声入心，直弹得人泪

眼婆娑。杜氏的古琴技艺极高，远非一般人所能及，她的弹奏吸引了在场的所

有人。人们纷纷对杜氏的演奏报以阵阵的掌声。百里奚也被眼前这位妇人的琴

声和歌声所吸引，沉浸在美妙的琴音和歌声里，听着这样的歌声，百里奚的脑

海里开始浮现自己多年前的

妻子。于是百里奚认真地打

量起眼前这位弹琴妇人，看

着看着，他终于从妇人那苍

老的容颜里辨认出她正是自

己分剐了多年的妻子。他自

离家就失去了妻子的一切音

讯，虽然他也曾多方打听但

一直也无结果。现在他来到

秦国，实现了当年的志愿，

完成了当年妻子对自己的期

望，仕途得意，一路春风。但他却不曾想到自己的妻子流落到秦国做起洗衣妇，

只是岁月的无情、人世的无奈，竟然将妻子的容貌改变成这般模样。他很难从

外貌上辨认出妻子，是妻子的琴声和歌声，唤起了他的记忆。面对此情此景，

百里奚内心百感交集，他赶忙起身走向杜氏身边，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下与阔别

多年的“糟糠之妻”相认。

百里奚听歌认妻的故事在秦国口口相传，人们纷纷赞扬百里奚居高位不忘

【现代戏曲演绎的“百里奚认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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