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古代琴文化的雅俗之辨

周 麗玲

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是一個追求雅文化的階層，他們以雅為尚，對俗深為厭惡與抵制。所謂雅，

就是格調高尚，超越功利，而俗就是功利、富貴、品位低下。中國古代士人的琴文化，因此也特別

講求雅俗之辯。

一、不對俗彈

中國古代士人講究四大文化修養，這就是“琴棋書畫"。四者之中，琴是文人士大夫的最愛。古

代文人書齋的陳設，琴是必備之物，“若無古琴，新琴亦須壁懸一床。縱不善操，亦當有琴" (高灘

《燕閑清賞筆~)。

中國古代士人把琴視為文人雅文化的象徵物，稱琴為“雅琴"稱“知琴者以雅音為正"追求

“操高山流水之音于曲中，得松風夜月之趣於指下"講究“取拾無跡運動閑和，氣度溫潤" (高灘

《燕閑清賞筆~)。而所有這一切，文人認為是無法和俗人溝通的。劉長卿說:“泠冷七弦上，靜聽松

風寒。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因此，他們堅守自己的理念和文化品位，決“不對俗彈"。

這個“俗"包括俗人也包括“俗"環境。

《文會堂琴譜〉載:琴有十四宜彈: 1、過知音彈 ;2、逢可人彈 ;3、對道士彈 ;4、處高堂彈;

5、升樓閣彈 ;6、在宮觀彈 ;7、坐石上彈 ;8、登山埠彈 ;9、憩幽谷彈; 10、游水、獨彈; 11、居

舟中彈; 12、息林下彈; 13、值二氣清朗彈; 14、當風明月彈。琴有十四不彈: 1、風雪陰雨 ;2、

日月交濁 ;3、在法司 ;4、在市塵 ;5、對夷狄 ;6、對俗子 ;7、對娟妓 ;8、對商賈 ;9、醉酒後;

10、夜事後; 11、毀形異服; 12、服氣躁嗅; 13、不盟手漱口; 14、鼓動喧嚷。〈太古遺音〉載:琴

有七要。一曰:學琴者欲得風韻瀟灑，無塵俗氣，而與雅樂稱。二曰:蓄琴欲其九德具備，無收庸

材。三曰:下指沉靜，而不得暴躁。四曰:曲調雅正，不挾淫哇。五曰:不為俗奏，以站古人之高

風。六曰:聲無映奪，欲得純正。七曰:聽欲靜慮，不逐聲色。高灘的《遵生八筆﹒論琴》載:“焚

香鼓琴，惟宜香清煙細，如水沉生香之類，則清稜韻雅，若他合和豔香，不入琴供。對月鼓琴，須

在二更人靜，萬級無聲，始佳。對花，宜共岩桂、江梅、茉莉、蒼蔔、建蘭、夜合、玉蘭等花，香

清色素者為雅。臨水彈琴，須對軒窗池沼，荷香撲人，或竹邊林下，清漪芳泣，俾微風灑然，遊魚

出聲， 自多塵外風致。"焚香彈琴:“惟取香清而煙少者，若濃煙撲鼻，大敗佳興，當用水沈、蓬萊，

忌用龍混、篤耨，兒女態者。"從這些“宜彈"、“不宜彈"中，我們可以看到十足的文人對靜雅、清

雅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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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府志〉記載宋代文人文銓的一段遺事:文照名銓，善鼓琴。有琴日‘響泉，。居普照寺，所

居閣日‘妙音，。閉戶絕交，第把好風良月，焚香撫弄，雲以供佛。鄰貴慕之，隔牆作亭，宵須以聽。

銓知之，徙於北騙0 元祐間獨與主簿劉發善。發嘗邀一客同見銓。銓方操縷為泛聲，客j盧稱善。銓

即止。客不悍，去。銓顧發曰:“何得引俗人入吾座也。"鄰居的貴人為了能聽到文銓的琴聲，專門

隔牆作亭，文銓發現後馬上轉移到北臟。朋友劉發帶了一客人聽文銓彈琴，一發現這個客人不過是

個俗人，文銓馬上停止彈琴，並指責劉發:“怎麼把這樣的俗人引到我這里。"文銓對俗人幾乎是不

能容忍，這就是文人琴文化中的雅俗之辨。

二、彈奏欲雅

彈琴對於古代文人士大夫來說，並非是一般的樂曲演奏，而是要講究雅韻。白居易說:“古琴無

俗韻" ({鄧紡張徹落第詩})。這就是文人士大夫追求的音樂境界。

明末琴家徐上瀛著〈溪山琴況}，在總結前人琴學理論的基礎上，仿照司空圓的“二十四詩品"

提出琴藝的“二十四況"即古琴表演藝術的24個審美範疇。這二十四況是:“和、靜、清、遠、古、

滄、悟、逸、雅、麗、亮、宋、潔、潤、圓、堅、宏、細、溜、健、輕、重、遲、速"。其中有諸多

範疇都和琴的雅韻相關 如清、遠、古、淡、恬、雅等。徐上瀛對這些範疇加以論述說:

一曰

地不僻，則不清;琴不實 則不清;弦不潔，則不清;心不靜，則不清;氣不肅，則不清;皆清之

至要者也也，而指上之清尤為最O 指求其勁，按求其實，則清音始出;手不下徽，彈不柔懦，則清音

併發;而又挑必甲尖，弦必懸落，則清音益妙。兩手如驚鳳和嗚，不染纖毫濁氣。......夫曲調之清，

則最忌連連彈去，亟亟求完，但欲熱鬧娛耳，不知意趣何在，斯則流於濁矣。故欲得其清調者，必

以貞、靜、宏、遠為度，然後按以氣候，從容宛轉。候宜逗留，則將少息以俟之;候宜緊促，則用

疾急以迎之。是以節奏有遲速之辨 吟深有緩急之別 章句必欲分明 聲調愈欲疏越，皆是一度一

候，以全其終曲之雅趣。試一聽之，則澄然秋潭，餃然寒月，浩然山濤，幽然穀應，始知弦上有此

一種情況，真令人心骨俱冷，體氣欲仙矣。"

一曰“遠"。“蓋音至於遠境入希夷非知音未易知而中獨有悠悠不已之志。吾故曰:‘求之

弦中如不足，得之弦外則有餘也'。"

一曰“古"0 {樂志〉曰:“琴有正聲，有間聲。其聲正直和雅，合於律呂，謂之正聲，此雅、

頌之音，古樂之作也;其聲間雜繁促，不協律呂，謂之間聲，此鄭衛之音，俗樂之作也o ......琴固

有時古之辨矣!大都聲爭而媚耳者 吾知其時也;音淡而會心者，吾知其古也o ......其為音也，寬

裕溫廈，不事小巧，而古雅自見。一室之中，宛在深山遂穀，老木寒泉，風聲穿灰歉，令人有遺世獨

立之思，此能進于古者矣。"

一曰“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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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為音，孤高考寂，不雜絲竹伴內。清泉白石，皓月疏風，修修自得，使聽之者遊恩鏢紗，娛樂之

心不知何去，斯之謂淡。舍豔而相遇於淡者，世之高人韻士也。而淡固未易盲也，中去邪而存正，點

俗而歸雅，舍媚而還淳，不著意於淡而淡之妙自臻。夫琴之母音本自淡也，制之為操，其文情沖乎

淡也。吾調之以淡，合乎古人，不必諧於眾也。每山居深靜，林木扶蘇，清風入弦，絕去炎囂，虛

徐其韻，所出皆至音，所得皆真趣，不禁怡然吟賞，口自然雲:吾愛此情，不求不競;吾愛此味，如

雪如冰;吾愛此響 松之風而竹之雨 潤之滴而波之濤也。有蔣寐於淡之中而已矣。'

一曰“恬"。“諸聲淡則無味，琴聲淡則益有味。味者何?恬是已。味從氣出，故恬也。夫恬不

易生，淡不易到，唯操至妙來則可淡，淡至妙來則生恬，悟至女!、來則愈淡而不厭。故於興到而不白

縱，氣到而不自豪，情到而不自擾，意到而不自濃。及腕其下指也，其見君子之質，沖然有德之養，

絕無雄競柔媚態。不味而昧，貝IJ為水中之乳泉;不稜而霞，則為蕊中之蘭止。吾於此參之，恬味得

矣。"

一日“逸"。“超逸之音。本從天性流出，而亦陶冶可到。如道人彈琴 琴不清亦清。......故當

先養其琴度，而吹養其手指，則形神並潔，逸氣漸來，臨緩則將舒緩而多韻，處急則猶運急而不乖，

有一種安聞自如之景象，儘是瀟灑不群之天趣。所以得之心而應之手，聽其音而得其人，此逸之所

征也。

一曰“雅"。“古人之于詩則日風，、雅於琴則日‘大雅 o ......真雅者......修其清靜貞正，而藉

琴以明心見性，遇不過，聽之也，而在我足以自況。斯真大雅之歸也。然琴中雅俗之辨爭在纖微?

喜工柔媚則俗，落指重濁則俗，性好炎鬧則俗，指拘局促則俗，取音粗厲則俗，入弦倉卒則俗，指

法不式則俗，氣質浮躁則俗，種種俗態未易枚舉，但能體認得‘靜，、遠，、‘淡，、逸，四字，有正始風，

斯俗情悉去，臻于大雅矣。"

徐上瀛所歸納的“靜"、“遠"、“淡"、“逸"四個字，是彈奏雅琴關鍵所在，其所表達的含義，

就是演奏古琴，為的是表達自己的情懷，和他人是否理解認可毫無關係，更不與時風、俗流相合，

這就是文人演奏古琴的雅俗之辯。

三、琴材欲雅

文人之雅琴，首重琴材。宋代朱長文說:“琴有四美，一曰良質，二日善研，三日妙指，四日正

心。"琴的良質放在首位。而文人對於雅琴的良質又特別關注。大體說來，文人士大夫崇尚的“雅

琴"“歷年既久，漆光退盡，紋如梅花，暗如烏木，彈之聲不沉" (文震亨〈長物志﹒器具})。在琴

的取材上，文人更有諸多講究。

〈琴史﹒盡美》說:“吉其材者，必取於高山峻穀、回溪絕潤、盤，好隱深、 d曬崖d嘔險之地。其氣

之鐘者，至高至清矣。雷霆之所摧擊，竅雪之所飄塵，羈鶯獨鵲之所棲息，鸝黃嗚嗚之所翔嗚，其

聲之感者，至悲至苦矣;泉石之所磅薄，玉良王干之所禁集，祥雲瑞靄之所覆被，零露惠風之所長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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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物之助者，至深至厚矣;根盤摯以輸菌、枝紛郁以藏麓，曆千載猶不耀，挺百尺而見枝，其材之

成者，至良至大矣。"

趙希鵲的〈洞天清錄集〉也說:琴材須選擇生長於“空曠清幽蕭散之地"者，這樣的環境，“不

聞塵凡喧雜之聲"“金石水聲感入之"。“取以制琴 鳥得不與造化同妙"。

古琴講究“桐面梓底"但並不是“桐面梓底"的琴就是好琴，“必均合於所需之條件方為上選"

否則便與“非桐非梓"之琴無所分別。桐分四種:指桐、花桐、櫻桐、刺桐，四桐之中，以梧桐為

最。而梧桐中的上品又必是“干年以上木液已盡" “多得風日吹曝"生長于有金石水聲相感、且又

不聞塵凡喧雜之聲的清幽蕭散之地;梓分兩種:揪梓、黃心梓。二者之中，以揪梓為高，其間上乘

者“亦必須在五、七百年以上"。

穗康作〈琴賦}:“惟椅梧之所生兮托峻嶽之崇悶。披重壤以誕載兮 參辰極而高釀。含天地

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紛以獨茂兮 飛英藥於吳蒼。夕納景于虞淵兮 旦稀幹於九陽。經

千載以待價兮，寂神時而永康。"“若乃春蘭被其束，沙棠殖其西，涓于宅其陽，玉體湧其前，玄雲

蔭其上，翔鷥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降其間，揀肅肅以靜譜，密微微其清閒。夫所以經營其左

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 思願愛樂矣。"在這樣的環境中生長出來的椅梧，是最為理想的雅琴之

材。於是:“遁世之士"“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墊，援瓊枝、修峻峙，以遊乎其下。"“乃研孫枝，准

量所任，至人擴思，制為雅琴。"這就是文人製作雅琴、追求雅琴的理想。

(湖北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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