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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流水》取材于“伯牙鼓琴遇知音”，有多种谱本。有琴

曲和筝曲两种，两者同名异曲，风格完全不同。 古代琴曲。

战国时已有关于高山流水的琴曲故事流传，故亦传《高山流

水》系伯牙所作。乐谱最早见于明代《神奇秘谱（朱权成书

于1425年）》，此谱之《高山》、《流水》解题有： “《高

山》、《流水》二曲，本只一曲。初志在乎高山，言仁者乐

山之意。后志在乎流水，言智者乐水之意。至唐分为两曲，

不分段数。至来分高山为四段，流水为八段。”两千多年来

，《高山》、《流水》这两首著名的古琴曲与伯牙鼓琴遇知

音的故事一起，在人民中间广泛流传。 随着明清以来琴的演

奏艺术的发展，《高山》、《流水》有了很大变化。《传奇

秘谱》本不分段，而后世琴谱多分段。明清以来多种琴谱中

以清代唐彝铭所编《天闻阁琴谱》（1876年）中所收川派琴

家张孔山改编的《流水》尤有特色，增加了以“滚、拂、绰

、注”手法作流水声的第六段，又称“七十二滚拂流水”，

以其形象鲜明，情景交融而广为流传。据琴家考证，在《天

闻阁琴谱》问世以前，所有琴谱中的《流水》都没有张孔山

演奏的第六段，全曲只八段，与《神奇秘谱》解题所说相符

，但张孔山的传谱已增为九段，后琴家多据此谱演奏。 另有

筝曲《高山流水》，音乐与琴曲迥异，同样取材于“伯牙鼓

琴遇知音”。现有多种流派谱本。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

则是浙江武林派的传谱，旋律典雅，韵味隽永，颇具“高山



之巍巍，流水之洋洋”貌。 山东派的《高山流水》是《琴韵

》、《风摆翠竹》、《夜静銮铃》、《书韵》四个小曲的联

奏，也称《四段曲》、《四段锦》。 河南派的《高山流水》

则是取自于民间《老六板》板头曲，节奏清新明快，民间艺

人常在初次见面时演奏，以示尊敬结交之意。这三者及古琴

曲《高山流水》之间毫无共同之处，都是同名异曲. NO2.广

陵散琴曲⋯⋯ 广陵散：古琴曲。又名《广陵止息》，据《战

国策》及《史记》中记载：韩国大臣严仲子与宰相侠累有宿

仇，而聂政与严仲子交好，他为严仲子而刺杀韩相，体现了

一种“士为知已者死”的情操。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

《神奇秘谱》关于此曲的标题就是源于这个故事。 东汉蔡邕

的《琴操》谈到与该曲相关的历史故事：聂政是战国时期韩

国人，其父因为韩王铸剑，违了期限，被韩王所杀。聂政为

父报仇行刺失败，但他知道韩王好乐后，遂毁容，入深山，

苦学琴艺10余年。身怀绝技返韩时，已无人相识。于是，找

机会进宫为韩王弹琴时，从琴腹内抽出匕首刺死韩王，他自

已当然也是壮烈身亡了。 近代琴家杨时百，其所编《琴学丛

书》的《琴镜》中就认为此曲源于河间杂曲《聂政剌韩王曲

》。 NO3.平沙落雁⋯⋯ 《平沙落雁》是一首古琴曲，有多种

流派传谱，其意在借鸿鸪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 平沙落雁

：古琴曲，最早刊于明代《古音正宗》（1634），又名《雁

落平沙》。自其问世以来，刊载的谱集达五十多种，有多种

流派传谱，仅1962年出版的《古琴曲集》第一集收入了六位

琴家的演奏谱，关于此曲的作者，有唐代陈立昂之说；宋代

毛敏仲、田芝翁之说，又有说是明代朱权所作。因无可靠史

料，很难证实究竟出自谁人之手。 《平沙落雁》的曲意，各



种琴谱的解题不一。《古音正宗》中说此曲：“盖取其秋高

气爽，风静沙平，云程万里，天际飞鸣。借鸿鸪之远志，写

逸士之心胸也。⋯⋯通体节奏凡三起三落。初弹似鸿雁来宾

，极云霄之缥缈，序雁行以和鸣，倏隐倏显，若往若来。其

欲落也，回环顾盼，空际盘旋；其将落也。息声斜掠，绕洲

三匝，其既落也，此呼彼应，三五成群，飞鸣宿食，得所适

情：子母随而雌雄让，亦能品焉。”这段解题对雁性的描写

极其深刻生动。全曲委婉流畅，隽永清新.⋯⋯ NO4.梅花三

弄⋯⋯ 梅花三弄：古琴曲。又名《梅花引》、《玉妃引》，

是中国传统艺术中表现梅花的佳作。《神奇秘谱》记载此曲

最早是东晋桓伊所奏的笛曲。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第二十

四南朝宋鲍照（约414～466）《梅花落》解题称，“《梅花

落》本笛中曲也”，“今其声犹有存者”。今存唐诗中亦多

有笛曲《梅花落》的描述，说明南朝至唐间，笛曲《梅花落

》较为流行。 关于《梅花三弄》的乐曲内容，历代琴谱都有

所介绍，南朝至唐的笛曲《梅花落》大都表现怨愁离绪的情

感。 明清琴曲《梅花三弄》多以梅花凌霜傲寒，高洁不屈的

节操与气质为表现内容，“桓伊出笛吹三弄梅花之调，高妙

绝伦，后人入于琴。”“梅为花之最清，琴为声之最清，以

最清之声写最清之物，宜其有凌霜音韵也”“三弄之意，则

取泛音三段，同弦异徵云尔。”（明《伯牙心法》）从这里

可看出，它首先是一首笛曲，后来才改编成古琴曲（作者究

竟何人，难以定论）。 今演奏用谱有虞山派《琴谱谐声》（

清周显祖编，1820年刻本）的琴箫合谱，其节奏较为规整，

宜于合奏；广陵派晚期的《蕉庵琴谱》（清秦淮瀚辑，1868

年刊本），其节奏较自由，曲终前的转调令人耳目一新。 此



曲结构上采用循环再现的手法，重复整段主题三次，每次重

复都采用泛音奏法，故称为《三弄》。体现了梅花洁白，傲

雪凌霜的高尚品性。1972年王建中改编成钢琴曲，音调取自

此曲，表现的主题则是毛泽东词《咏梅》。 [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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