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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日嵘抚琴台

乐史话栏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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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历 史悠 久
,

音乐遗 产 十 分丰

富 誉有
‘

东方 音乐王 国
”

之 美称 据初

步统计
一 ,

我 国各地 的 主要戏曲就有

余种
,

各类主 要 曲艺达 余种有余

民歌
、

山歌
、

小调 等更是 不 计其数
,

故有
“ 民歌之海洋

”

称谓 我 国明代朱载开 创

的
’‘

十二 平均律
” ,

成 为人类 完整 律学 的

先河
,

影 响 了整 个世 界 乐坛 古筝 曲《高

山 流 水 》代表着人 类 文 明 送 上 宇 宙 飞

船
,

响彻 太空 达十亿年之 久
一

因而
,

音乐

文 化古迹 也遍 布神州
,

现今
,

保存 良好

的还 有

不 一 会
,

雨 过 天 晴
,

伯 牙乐 兴大 起
。

正

巧 当地隐士钟子期路过
,

闻音足 止
,

情

不 自禁地沉醉于乐曲中 伯牙抚琴志高

山
,

钟子期赞道 壮哉 巍巍乎 若高

山
二 ”

俞伯牙抚 琴志流水
,

钟子期 义 赞

道
“

美哉 荡荡乎若江河
” ,

俞伯牙听后

无限感慨地说
“

相识满天下
,

知音能几

人
”

于是
,

二人结为知 己
,

并约定次年

此 时此地再 唔
,

殊 不知届 时钟子 期病

故
,

俞伯牙 面对一 丘黄土
,

悲痛至极
,

抚

琴重 弹《高山 流水 》以 寄托哀思
,

俞伯牙

伤心 感叹地说道
“

春风满面 皆朋友 欲

觅知音难上难
”

俞伯牙痛失知 音
,

而碎

琴绝 弦
,

因 而
,

后 人将《高山 流水 》比喻

深厚友谊之象征 一位欧美的外 国朋 友

说得好
“

古琴台像一 面镜子
,

它照 见 了

当今中国朋友满天下 的盛况
,

也照 见 了

中国人 民 自古重友谊
,

爱朋友的传统美

德 ⋯ ⋯ ”

现今 全 面修葺
,

己 成 为驰 名 中

外的游览胜地
。

此 台座落在 四 川邓昧 市文君 园内

杜甫诗日 “

酒 肆人 问世 琴台 日暮 云
”

便是指此 西汉 一代辞赋大家司马 相如

弹起 琴 曲《风求 凰 》并吟唱 道
“

风 兮 风

兮嘶 故 乡 遨 游 四 海 兮求 其 凰 时 未遇

兮无 所 将 何 如 今 夕 兮升 斯 堂
· ·

一 风

兮风 兮 从我 栖 得 托孽 尾 永 为妃
”

⋯ ⋯

而引得卓文 君 的爱慕 不 久结 成美满 姻

缘 某 日
,

司 马 相如 赋 诗《子 虚 赋 》
、

《上

林赋 》等名篇 而 文 才大 露
,

被汉 武 帝 召

进皇宫重用
,

司马相 如 便逐渐对 文 君 疏

远起来
,

拟娶茂陵女 为妾 卓文 君 获此

消息后
,

悲痛欲绝
,

伤心 的弹唱起《白头

吟 》
“

愿 得一 人心 白头 不 相离 ⋯ ⋯
”

表

示对 负心 人 司马 相如的决绝 和愤抗
、

司

马 相 如 听 后
,

深感痛 悔 决心 放 弃 原来

打算
,

永不辜 负那 并生 的
“

丹青树
” ,

从

此
,

裂痕消除 和好如初
,

夫妻二人更 加

恩爱 后 人 为此建 台纪念
,

迄 今遗址 犹

存

三
、

开封古 吹台

一
、

武汉古琴台

又 名
“

伯 牙 台
” ,

座 落在
“

武汉长 江

大桥
”

近 地
,

东 对龟 山
、

北 临 月 湖
,

景 色

十分秀丽 相传 多年前的春秋战

国时期
,

楚 国音 乐 大 师俞伯 牙
,

乘舟路

经 汉 阳
,

忽遇 狂风骤雨
,

停船龟山脚下
,

传为春秋战 国时期
,

晋 国乐师师旷

奏乐的地 方
。

师旷
,

字子野
,

盲人乐师

他一 生 为人 正 直
,

博学 多才
,

有很 高 的

音乐修养
,

他 的耳 朵 特别 灵 敏
,

是晋 国

首屈一指 的音乐家 某年 晋平公铸造

了一 口 大钟
,

试钟时
,

众乐工 异 口 同声
“

音律准确
”

而 师旷却说
’‘

音 律不准
,

相差半律出
”

晋平公半信半疑
,

过 了些

日 子
,

卫 国 来 了 一 位 深 知 音 律 的 大

师
—师 涓

,

他 证实 师旷 当初 的判断

完全正 确 后来
,

梁 王 在此 建立
“

古吹

台
” ,

以 纪念这位盲人音乐家的卓越天

才

上演奏就会容易许多
,

而且可 以在相对

较短的时间里做到准确无误
。

在音键排列方面
,

键盘式手风琴右

手部分与钢琴键盘排列相同
,

两个相邻

的键均是小二度音程
。

而 巴扬手风琴两

个相邻键钮上
、

下
、

左
、

右 的排列
,

分别

是小三度
、

大二度 和 小二度音程
,

所有

键钮均在一个平面
,

手感一致
,

不像键

盘琴 白键和黑键有高低之分
。

另外
,

我

觉得 巴 扬手风琴最大的优势是在指 法

设计方面
。

右手键钮部分前三排与第 四

排
、

第二排与第五排的排列一模一样
,

二十 四个 自然大小调音阶
、

半音阶一般

只需要二
、

三
、

四指来弹奏
,

每个调都有

完全相同的三种指法任君选用
,

而且任

何一个大三
、

小三
、

七 和弦及它的转位

只需一种指法就可完成
。

特别是琶音的

演奏
,

在键盘琴上
,

加键距宽
,

且有黑白

键的高低不同
,

通常手指跨越幅度大
,

易影响速度和准确性
,

而 巴扬琴则可潇

洒 自如
,

毫不费劲地完成
。

这样
,

极大地

方便 了演奏者对各种高难度乐 曲的演

奏
,

使其有更多的注意力用在感受音乐

和表现音乐上
。

总之
,

学 习巴扬式手风琴有较好的

发展
,

巴扬式手风琴右手键钮的排列与

自由低音式手风琴键钮 的排列是一致

的
。

因此
,

在演奏的指法上左右手可 以

达到高度的协调与统一
。

近几十年来国

际上重大 的手风琴 比赛中巴 扬式 手风

琴一直都是 占了很大的优势
。

推 广 巴 扬 手风琴在我 国 已 势在必

行
。

但 巴 扬手风琴在我 国起步时间不

长
,

琴厂和师资都还在探索阶段
。

我相

信在不久的将来
,

会有越来越多的同行

关注和加盟手风琴演奏和教学的行列
,

使巴扬手风琴能够和在我国有着多年

传统的键盘手风琴一同并肩齐驱
、

共创

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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