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辑一　琴学研究

辑
一琴

学
研
究





辑一　琴学研究

田 青
中央文史馆馆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琴与敬
———古琴的人文精神

◎田　青

２００３年，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这

个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影响的艺术形式，开始被重视，并被人们重新认识。中国的传统

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宗教音乐、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四大类，而文人音乐的代表就是古

琴。但是，随着文人阶层在中国的消失，古琴艺术也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社会遗忘。

从２００３年到今天，古琴艺术和琴人被人们遗忘、被边缘化的状况得以改观，其已经形

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圈子———主要是在大学生和白领阶层中。奇怪的是，只有短短几年

的时间，只取得了一点小小的进步，但已经开始有人嘲讽了。在北京的知识圈里最近流

传着这么一个说法，所谓京城新 “四大恶俗”———听昆曲、学古琴、喝普洱、练瑜伽。

对这种说法我颇不以为然。所谓 “俗”，一般是指普及的大众文化；所谓 “雅”，一般是

指少数知识阶层的 “精英文化”。《诗经》里有 “风”“雅”“颂”。“雅”是什么呢？是京

畿地方，就是当时首都周围知识阶层创作的东西；而 “风”是 “俗”的，是当时老百姓

中传唱的各地民歌。但实际上，“雅”和 “俗”之间并没有绝对界限，而且常常雅俗互

换，尤其是时间可以使 “俗”变成 “雅”，前朝之 “俗”常常成为后朝之 “雅”。古琴则

不同，在中国古代，它始终是文人的乐器，从来没变成过 “俗”的东西，而且始终和

“俗”处于对立的地位。古琴曾被人遗忘，但现在开始有一批青年学子热心学习，也才

不过几年时间，它能够如此迅速地变成 “恶俗”吗？我觉得有点夸张。我认为， “俗”

是大众文化，本不是什么贬义词，而前边加一个 “恶”字成为 “恶俗”，一定是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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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俗化的结果，即把商业行为置于艺术活动之上，把金钱和低级趣味结合到一起，才可

能变成一个恶俗的东西。古琴过去不是俗文化，今天不是俗文化，将来仍然不大可能变

成大众文化，更难变成真正的俗文化。因为它身上所负载的丰厚的文化内涵，包括古琴

本身的气质、性格就决定了它始终只能是小众的文化，只能是雅文化。古琴本身的人文

精神、艺术精神能够保证古琴不会变得恶俗。

讲到古琴的人文精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体会。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文化

负载最丰厚的乐器和艺术，简单地总结它的人文精神，一定会挂一漏万，一定不能够被

所有人接受。为了能更鲜明地表述我的体会，我把古琴的人文精神大胆地归纳为一个

“敬”字。徐上瀛 “二十四况”的 “静”是古琴的艺术风格，我讲的这个 “敬”是它更

内在、更深层面的精神。那么古琴和 “敬”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我把这个 “敬”字提

炼成古琴的人文精神？我想这要从中国的文化传统说起。

有 “礼乐之邦”美誉的古代中国是最重视音乐的国家。从先秦开始，儒家最强调的

两个字，一个是 “礼”，一个是 “乐”，把 “礼”和 “乐”之间的关系说得非常清楚。孔

子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从一个人的人格养成，到治理一个国家，靠的就是

“礼乐”。“礼”里面包含着国家制度，包含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尊崇的最重要的精

神和相应的仪轨规章；古代的 “乐”字不仅仅指音乐，它还包含着舞蹈、文学等所有我

们现在称作艺术的内容。那么一个 “礼”，一个 “乐”起什么作用呢？用荀子的话说，

就是 “乐合同，礼别异”。但光强调 “礼”也不行，阶级过于鲜明，社会就没有包容性

和亲近感。差别之外，还得有亲和的、融合的东西，这就是 “乐”的作用。“礼”的精

神其实就是一个 “敬”字———没有 “敬”就没有 “礼”。我们知道中国古代以孝治天下，

中国人讲孝道，给父母吃穿，生病带他去医院，这是不是孝？孔子说不够。供其吃穿这

叫 “养”，和养鸡、养狗、养猪、养马是一样的。养和孝最大的区别是孝里头有敬，你

要尊敬你的父母。所以这个 “敬”字是中国古代传统理念中最重要的一个字。

“敬”字联系到一个词叫作 “敬畏”。孔子讲君子有 “三畏”——— “畏天命、畏大

人、畏圣人之言”。现在我们的社会缺的就是敬畏之心。没有敬畏之心就没有文化，没

有文化就变成动物，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我把古琴的精神也提炼为 “敬”字。那

么，古琴精神中的 “敬”有哪些内容呢？我认为古琴从五个方面体现了 “敬”：敬己，

敬人，敬天地、敬自然，敬圣贤、敬先人，敬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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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敬己

学古琴首先要敬己，用孔子的话讲，就是 “修己以敬”。那么，讲 “己”是不是个

人主义？是不是自私？是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只有尊重自

己才能尊重别人。你的初心，就是你产生道德感的基础，是决定你行为的基础。我们讲

“以人为本”，这个 “人”就包含你自己。所谓 “修己以敬”，只有修养自己才能达到这

个 “敬”字。很多人认为古琴音量太小是它的缺点，但我认为这恰恰是古琴的一个特

点。正因为古琴音量小，决定了这件乐器的特性———是直接和你的心交流的乐器，它是

最个人的乐器。

古人赋予了古琴很多内容，如 “琴者，禁

也”，弹琴是为了约束自己。 “禁”就是约束的

意思。当然后来明代的李贽说：“琴者，心也。”

“心”和 “禁”虽然不同，但都很重要。古人弹

琴不是为了娱人，而是为了和自己的心灵对话；

其次是为自然、为天地，与大自然交流；再次

是为友，三五知己，和极少数可称为 “知音”

的朋友互相欣赏。所以古琴是世界上所有乐器

中最私密的乐器。

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种乐器，只有古琴这件

乐器强调了它乐器性之外的东西，强调了它与

道德的关系，它与人格、与自然的关系。

也正是由于古琴的这个特性，才使古琴和

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精神、气节、操守连在

一起。竹林七贤的故事最能说明问题。竹林七

贤的领军人物嵇康，被司马氏判了死刑，三千

太学生赶到刑场为他送行。他临刑之前先 “顾

日影”，然后 “索琴而弹之”。弹完后，他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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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大的一件憾事：昔日袁孝尼多次想跟我学 《广陵散》， “吾每靳固之”，没教他，

“《广陵散》于今绝矣！”从此，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广陵散》成为失传文化的代名

词。

那么，嵇康最让人尊敬的是什么呢？竹林七贤最让人尊重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独

立的精神、独立的人格，这也正是古琴的精神。竹林七贤里有一个山涛 （字巨源），后

来做了很大的官，好像是吏部尚书。有一天他来看嵇康，嵇康光着膀子打铁，不理他，

还写了 《与山巨源绝交书》。能够在临死之前弹古琴，心气和平，天下唯此一人。嵇康

尊重自己，尊重自己的信念，尊重自己的人格，所以他才能在他的琴声中体现人最崇高

的精神。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不能敬己，岂能敬人？所

以古琴精神第一是要敬己。

二、敬人

第二是敬人。光尊敬自己不行，人是社会的动物，所以儒家讲 “仁者爱人”。“仁”

字单人旁一个 “二”字，两个人才有仁可谈，一个人没有仁可谈，所以 “仁者”就不仅

仅是爱己，要从爱己推广成为爱人。所以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为儒家最基本的思想。从敬己到敬人，是君子道德养成的必

然规律和必然取向。有许多古琴故事反映了 “敬人”的思想。大家都知道伯牙、子期

“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为什么子期听得出高山、流水，伯牙就认为他是知音？因

为子期是樵夫，属于普通的劳动大众；古琴是文人的乐器，是小众的乐器。作为一个樵

夫，子期本来是不应该懂琴的，伯牙也没有奢望他能够懂琴，但是，子期懂他，也唯有

子期懂他，所以伯牙叹为知音，以至于子期死后伯牙摔琴，终生再不弹琴。如此的决

绝，如此的激烈！这个平淡的故事中有一种震人心魄的东西。这就是古琴的精神———敬

人，对知音的一种最高的尊敬和珍惜。我的琴除了为自己，为天地，就是为知音。

在古琴文化里非常强调人和人的相知，人和人灵魂的相遇。西方有哲学家讲：“他

人就是你的地狱。”什么意思？他是极限夸大了人和人难以理解和沟通的一面。真正的、

在深层次上的相知和互相理解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么，当你遇到知音时应该怎

样呢？知音之间应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大家都知道琴曲 《梅花三弄》，它最初是首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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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据说作者是晋代的桓伊，字子野，官至大将军。当时有个文人叫王徽之，字子猷，

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 （子敬）的哥哥。有一天他坐在船上，看到大司马参

军桓伊从路上过，就招呼桓伊，说 “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伊也素闻其名，“即

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连吹了三首曲子。“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这件事情令我很诧异，也令我很敬佩。这里，一切礼俗、一切人情、一切平日存在的社

会关系都不见了，除了音乐，什么都不见了。这是真正的知音，彼此没有客套，更没有

庸俗的东西。所以不用担心古琴恶俗———古琴有这种精神，它恶俗也恶俗不到哪里去。

我所讲的第二个 “敬”字，是一种彼此之间内在的、深刻的、超越了世俗观念的尊重。

三、敬天地、敬自然

第三是敬天地、敬自然。中国传统文化里最重要的内容就是 “天人合一”。在这一

点上，中国的道家、儒家是一致的。道家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儒家也讲 “万物一体”“天人合一”。中国所谓 “三才”，就是指天、地、人这三才。天、

地、人密不可分，同时又各司其职：“天始万物，地生万物，人成万物。”所以董仲舒讲

“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同时也是古琴重要的精神。一

张典型古琴的基本长度是三尺六寸五分，代表一年的三百六十五天；琴身上有十三个取

音的徽位，代表着十二个月和一个闰月；琴身由两张木板相合而成，面板圆，底板平，

一阴一阳，象征 “天圆地方”；琴有琴额、琴项、琴肩……象征着人身，一琴之中，天、

地、人三才具足。琴的两个出音孔一方一圆，各叫 “龙池”“凤沼”；琴首垫弦的隆起叫

“岳山”，琴底拴弦的短柱叫 “雁足”；琴有七根弦，除了宫、商、角、徵、羽这五音各

与 “五行”相对应外，另有两根弦一 “文”一 “武”。小小的一张琴，仅从其形制上就

包含着古人对自然、对人生的精辟理解。

中国传统艺术中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在音乐是古琴，在形象艺术里就是文人画。古

琴和文人画都强调人和自然的贴近、人和自然的不可分。人是自然当中微小的、独立的

存在。我们把中国的古代绘画和西方的古典绘画做一个比较，就会看出两者鲜明的不

同。

西方的古典绘画是以人为母题。大卫也好，基督耶稣也好，蒙娜丽莎也好，都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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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为描绘的主要对象。那么，在西方的古典绘画里，自然存在不存在呢？存在，但是

处在非常附属的地位。大家都很熟知的著名的蒙娜丽莎 “永恒的微笑”，它的人物形象

画得神形兼备、光彩照人。但是蒙娜丽莎后面还画了山水，一般人却不会注意到，因为

它不仅是作为背景存在，而且在技法上与人物相比也相形见绌，不在一个水准上。直到

１６世纪之后，西方真正意义上的风景画才从人物画的 “背景”中独立出来。中国古代

绘画恰恰相反。魏晋之后，“山水滋生”，中国的山水诗、山水画，包括以自然为题的古

琴曲大量出现，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的主流。我们仅仅看一下古琴传世的曲目就可以感到

“满纸烟霞”：《高山》《流水》《潇湘水云》《汉宫秋月》等，在现存古琴曲目中，超过半

数的乐曲是与自然有关的。当然，中国人对自然除了敬畏之外，还有亲近，这种亲近感

自魏晋一直流传到现在。过去琴家有 “五不弹” “十四不弹”。比如打雷、暴风雨时不

弹，对夷狄不弹，对俗人不弹……现在当然不存在 “对夷狄不弹”了，我就一直建议世

界各地的孔子学院除了教中文，也要教外国人弹古琴。《红楼梦》里贾宝玉跟林黛玉请

教古琴应该怎么弹，林黛玉教导他说： “若要抚琴，必择静室高斋，或在层楼的上头，

在林石的里面，或是山巅上，或是水涯上。再遇着那天地清和的时候，风清月朗，焚香

静坐，心不外想。”又说：“若必要抚琴，先须衣冠整齐，或鹤氅，或深衣，要如古人的

像表，那才能称圣人之器，然后盥了手，焚上香。”你看古画就看得出来，弹琴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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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就是古松之下、石旁、水边。王维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

来相照”的诗，指出了最适合弹琴的地方和环境。竹林七贤也是在竹林中弹琴，这就强

调了人与自然的亲近关系。大家不要小看这一点，这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之

处———我要强调：是不同，不是优劣。西方文化强调人，这一点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启发

意义的。我们常常不能以人作为最高目的，这点要逊于西方。但是西方以人为本过分了

之后，把自然只作为人的目的物，作为人所需要的一切资源的来源，向自然大规模索

取———要石油、要矿产、要资源，最后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破坏。一般来讲，工业化的进

程，常常是破坏自然环境的过程。我们国家在工业化之后，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是迅速恶

化，人和自然的关系被破坏。中国的传统精神———这种敬自然、敬天地的思想，值得今

天的我们好好地继承。

古琴文化里讲到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有很多故事，其中最有象征意义的是伯牙跟成

连学琴的故事。据说伯牙跟成连学琴，三年不成，成连说，我只能教你弹琴的技艺，但

不能教你如何体会音乐的精神和境界。我有个老师叫方子春，在东海上，善 “移情”，

我带你去找他吧。于是，伯牙便随成连来到东海上的蓬莱岛。没想到，成连把伯牙带到

孤岛上之后，便弃他而去。伯牙一个人留在岛上，“延望无人，但闻海水汹涌，山林杳

冥，萃鸟啁啾。悄然而悲曰：先生移我情哉！”在大自然之中，伯牙独自面对大海与山

林，终日倾听 “澎湃之音”，终于悟得琴道，创作了琴曲 《水仙操》，成为一代大家。

敬天地、敬自然，把自然当成最高的老师，把与自然契合作为音乐的最高境界，甚

至把 “自然”“不自然”作为衡量艺术家艺术、技艺的重要标准，这就是古琴的精神。

四、敬圣贤、敬先人

第四，就是敬圣贤、敬先人。古琴的发明者已无从查考，但无论是伏羲制琴说、神

农制琴说，还是黄帝制琴说、舜制琴说，都把古琴的发明与传说中的圣贤联系起来。这

和 “周公制礼”的传说一样，除了彰显圣人 “制礼作乐”的悠久历史之外，更重要的是

表达出中国传统文化中 “敬圣贤”的观念。

据司马迁记载，孔子跟师襄学琴，弹了十天了，还不往前进。师襄说他弹得不错

了，“可以益矣”。但孔子说 “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就是虽然弹会全曲，但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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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全领会其内在的规律。又过了十天，孔子还在习而不进。师襄催他，他说虽然已得

其数，但 “未得其志”。志是什么？志是精神。那么，得到了精神是不是就结束了？还

没有。一直弹到最后，始 “得其为人”。孔子终于在音乐中看到了一个面孔黑黑的、个

子高高的、两眼有神、有王者之风的人，这个人是谁呢？是文王，是孔子理想中的王

者。孔子能从这首曲子里看到古代的圣人，并且把看到圣人作为学习古琴的最终标准，

也体现了一个 “敬”字，就是敬圣贤。儒家一直有种对远古的追慕，把周代作为理想的

政治典范。中国的古琴曲里除了大量描写自然的曲子外，其次多的就是像 《文王操》

《幽兰》《思故人》 《思贤操》这种对古代圣贤表达敬仰的乐曲。我们刚才讲敬己也好，

敬人也好，但你最终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人格的典范就是儒家所讲的这些

圣贤。

敬圣贤其实是对祖先创造的尊重，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尊重。前几天我们搞古

琴进校园的活动，一个青年记者采访我，让我谈谈古琴创新的问题。我反问他：“古琴

创新的问题？古琴有创新的任务吗？古琴为什么要创新呢？”他回答说：“不创新怎么能

发展呢？”他的这个思想，其实是我们现在大部分人的思想：第一，任何领域，任何艺

术最首要的任务是创新；第二，不创新就没有办法发展。我当时很不客气，说：“你先

告诉我，古琴为什么要发展？”他说：“发展不是硬道理吗？”我说：“是，但只有创新才

能发展吗？继承不能发展吗？把已经出现中断的文化接续不是发展吗？人类有成千上万

种乐器，尽可以去创新发展，为什么不能留一个古琴，允许它去崇古呢？”他没有回答

我，因为我的这个问题超出了他的理念。我想说的是：第一，我们不要把创新当成一种

迷信，当成一种宗教。第二，在艺术领域，复古与创新同样重要。我们到日本去，会清

楚地发现日本在文化上完全是两轨制，分得清清楚楚。但凡古代的东西，就是崇古，以

不变为美，以旧为美。歌舞伎、三味线、雅乐，包括大相扑，都以不变为美，以不变为

高。

日本分得清清楚楚，“大道朝天，各走一边”。而我们不是。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发

展、都要创新。上海昆剧院演的一出新编 “昆剧”，演员被钢丝吊着满台转，在台上唱：

“我爱你，你爱我吗？”昆曲与其他戏曲最大的不同就是语言，昆剧是文言，其他传统戏

剧包括京剧都是口语。“一见皇儿跪埃尘，开言大骂无道的君。”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耳听得城外乱纷纷。”这是口语，一听就懂。但昆曲是文言：“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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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如线”，没有文学修养听不懂。昆曲如果创新，不用雅语文言，而是大白话，就不像

昆曲了。但有人会反对说：“那么昆剧怎么表现现代生活呢？”我想问的是：“我们这么

多种艺术形式，为什么都要表现现代生活呢？能不能就留一个昆剧只表现古代生活呢？”

尊古崇古，在现阶段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模式。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传统

文化已经出现断层，中华民族很多传统的优秀文化已经濒临灭绝需要保护了。古琴文化

中这种敬贤崇古的精神正是我们今天需要的一种精神。我们要尊重祖先，尊重遗产，尊

重先人的创造。我们要懂得，文化艺术和科技不同，科技永远在发展，新出现的技术会

毫不留情地全面取代过去的技术；文化艺术则不同，马克思曾经说过，文化史上常常有

后人不可企及的高峰。比如唐诗、宋词、元曲，这些都是高峰。科技崇新，但文化艺术

却可以崇古、复古，欧洲伟大的 “文艺复兴”，就是从复古开始的。所以崇古，敬先贤，

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也是古琴非常重要的文化内涵。

五、敬后人

光敬先贤，光敬古人，不够。人类文明，因因相续，果果相传，如瓜瓞绵绵，所以

还要敬后人。古今中外所有的艺术里，只有古琴有这个精神。什么叫敬后人呢？就是专

门为后人留下创作和发展的空间。这又回到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所有的特点都既是优点

又是缺点。古琴减字谱从公元７世纪的唐代产生一直流传到今天，是人类使用年代最久

远、最有效、同时也最有意义的一种乐谱。减字谱由文字谱演变而来，能准确记录音的

绝对音高，但没有记录时值，需要由琴家来 “打谱”———就是琴家根据乐谱提供的信息

结合古琴演奏的规律进行再创作。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是古琴谱的一个缺点，把古琴

谱看成是不完备的乐谱。

我年轻的时候读香港音乐史家张世斌编的 《中国音乐史论述稿》，他讲到这一点时

说，不是中国人没有聪明才智创造出完备的乐谱，而是减字谱本身不是用来记谱的，是

记指法的，“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是中国人不愿意去做。他是想替我们的祖先讲话，

但是没讲到点子上。因为在那个时代，还是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大家妄自菲薄，看不

到古琴谱的优点———为后人留下充分的创作空间。西方的五线谱是定量定性的、不可改

变的。无论哪个钢琴家弹莫扎特的乐曲，任务只有一个，就是阐释莫扎特———钢琴家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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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莫扎特的阐释者、解

释者，自己的空间是极

有限的。但是古琴不

同，用古琴家吴文光教

授的话讲，什么是打谱

呢？就是在古琴之上创

造性地、再现性地重建

古人的音乐。当然，这

种创造性是以再现为前

提的———有规律，有师

承，有谱面以外规律性

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原

则上才允许有你的创造性。古琴琴谱在全世界绝无仅有，不仅仅因为它历史悠久，还因

为它创造性地为后人留下了创造的空间。所以我把中国古琴的人文精神最后归结为敬后

人。

魏晋时期的文人 “左琴右书”，只有会弹琴，能写一笔好字，才算是文人。今天情

况虽不一样了，但古琴精神和古琴艺术还是应该传承的，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最后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２００６年，温家宝同志访问日本，时称 “融冰之

旅”。当时他带了一台节目到日本去，请日本的首相和日本文化界、政治界、经济界等

的上层人物来观赏，即国事演出。我们的国事演出阵容历来都是由专业团体组成的，是

代表中国当代艺术 “最高水准”的演出。只有２００６年访日带的这台演出是 “非物质文

化遗产专场”，由中国各民族普普通通的农民、牧民艺术家组成。我是那场演出的策划

和艺术总监，从选节目到组织，一直到在舞台上呈现。我还亲自担任主持人，与日本

ＮＨＫ的主持人镰仓千秋小姐共同主持这场演出。策划的时候我就想，这台节目一定要

让日本人震撼，一定要十分精彩。我选了侗族大歌、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蒙古族长调、

泉州木偶、昆剧折子 《游园·惊梦》等，节目绝对精彩。但是作为整场演出，开台第一

个节目很重要，要抓人，要能够一下子让观众安静下来。我经过思考，大胆地决定把古

琴作为第一个节目。在日本有一些右翼人士，对中国抱着轻视甚至敌视的态度。怎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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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第一个节目就让他们安下心来，用恭敬之心来听我们这场音乐会呢？———古琴！我

在音乐会开始之后先介绍古琴。我说：“这是联合国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仅属

于中国，它属于全人类。但古琴在中国不仅仅是乐器，它是圣人之器。孔子用它来弦歌

教化人生。传说当中，诸葛亮就是用古琴在一座空城之上吓退了司马懿的八十万大军。”

日本人都知道孔子、诸葛亮。那天，琴家李祥霆带的是一张唐琴。我说： “这张琴叫

‘九霄环佩’———所有的乐器当中只有古琴每张琴都有自己的名字，和人一样。‘九霄环

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九天之上，仙女们带的玉佩相撞击发出的声音。这张琴是哪一

年制作的呢？琴里边有题字：至德丙申年。”我讲的时候，李祥霆先生就拿着这张唐琴

给大家看。至德丙申年是哪一年？公元７５６年。公元７５６年是什么概念呢？我告诉日本

听众：“这一年，中国的诗仙李白５５岁。”底下的观众 “哗！”———日本的上层没有人不

知道李白的。“杜甫４４岁”，底下又是 “哗！”就这几句话，然后听琴。底下鸦雀无声，

再对中国抱有反感的人，再右翼，面对这样古老的文化，他只有一个字，就是我今天讲

的 “敬”！请记住这个字——— “敬”。这就是中国古琴的人文精神、艺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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