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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 鲁 藏 琴 录

家赛 西 先生 为首 的古 琴 采访 小 组 来 济 南 时 见 到 此

琴
,

认 为 我 国唐 琴 虽 有 不 少 流 传至 今
,

但 保存 得 如

此 完好 的 还 很 少 见
,

此 琴 先后 由潍 坊 市文 物 部 门 和

山 东 省博 物 馆 收 藏
,

一 九 五八年 调 去 北 京
,

现 藏 中

国历 史博 物 馆
。

另一 张 唐琴 “ 太 古遗 音 ”

是济 南 古 琴 家詹徽 秋 先

生 王 心 葵的 入 室 弟子
,

一 九 七 二 年病故 在 解 放 前

所 得
,

此琴 为 唐初 贞 观年间 制 造
,

两 肩 圆 鼓
,

合 成

满 月 形
,

属 少 见 的 “ 月琴 ” 式 样
,

色 褐 红
,

通 体 蛇 腹

龙鳞 断纹
,

多 处 败漆 欲离 琴 体
,

某些 部 件 如 岳 山护

珍 等已 残缺为 后 世所 补加
。

解 放 前
,

为躲 避 一 个嗜

好古 琴 的权 贵 的勒 索
,

詹 先生 曾携 此 琴 去 历 城 县 南

山一 个 村 庄 寄 居 年余
,

从 而 保 住 了 这 张 唐 琴
。

三 年

前 经 笔 者介 绍
, “ 太古 遗音 ” 等 六 琴 由詹 先 生 的 后人

出让 于 中央 音 乐学 院
。

宋 代 制 造 的“ 玉 涧 鸣泉 ” 琴 是 山 东 最 著 名的 一 张

古 琴
,

它 是 山东 琴 家王 心 葵先生 生前 钟 爱 的 琴
。

一

九三 七 年 出版 的《今虞琴刊 》中曾对 其 作过 详 细 的 介

绍
,

所 以 此 琴亦 为我 国 琴界 所熟 知
。

宋 代 制 琴
,

承

袭 唐琴 的宽 大形 体
,

但 琴 面弧 度 较 唐 琴 小
,

底 平 而

不像唐琴 那 样微 作仰 瓦 状
,

因 此 有 “ 唐 园 宋 扁
” 之

说
。 “ 玉 涧 鸣 泉

” 正 是这 样 的 宋代 产 物
。

此 琴 制 作 极

为考 究
,

使 用 了 以珍珠
、

玛瑙
、

翡 攀
、

金 成铜 屑 等

材 料调 成 的 漆 灰
,

即所 谓 “

八宝 灰 ” 涂 身
,

色 泽 丰 润

古 雅
, “ 斑 驳陆离

,

五 彩 相 宜 ” ,

其 断 纹 多 样
, “ 冰 裂

龟 诉
,

蛇腹 龙鳞 兼而 有之 ” ,

加 上 “ 紫 金 为 徽
,

白玉

为 转” ,

更 显 得其 高 雅庄 重
。

音 质奇 古 透润
,

可 说 是

琴 中难得 的 珍品
。

然 而
,

正 是这 个 被 王 心 葵先生 视

为 生命 的 宝 器
,

却在 民 国 初年的 一 次 兵 乱 中 失 盗

了
。

同 时 失 盗 的 还 有金 如 来佛 像等贵重 财 宝
,

王 心

葵 先生 事后 独 为 “玉 润 鸣 泉” 出示 悬 赏
,

数 月 后仍 未

探 得 此 琴 消 息
,

痛 心 得 “

食寝 几 废 ” 。

后 来
,

由 一 乡童

发 现 此 琴 藏 于 一 山 寺 高 阁
,

并 完 好 无损
,

心 葵 先生 见

后 高 兴 得 “翻 疑 为梦
,

遂 割 腆 田 四 十 亩 以 酬 之 ” 。

解 放

后
,

传 闻“ 玉 润 鸣 泉” 在 一 九 六 年 由 王 心葵 先 生 的

后人 出让 山东 省 艺 术 专科 学 校
,

十 多 年后 又 转让 于

山 东 省 博 物 馆
,

可 是 现 今 省 博 物 馆 所 藏 有 艺 校 转 来

的 琴 却 并 非 “ 玉 涧 鸣 泉 ” 而 是 “ 玉 润 鸣 泉 ”说 明此 非 王

心 葵 先生 之 原物 琴 腹 内 墨 书 亦 模 糊得 无 法 辨 认
,

这 一 多 灾 多 难 的珍 宝 至 今 流 落何 处
,

仍 不得 而 知
。

王 心 葵 先
’

几是 个 拥 有数 十 床 古 琴 的藏琴 家
。

同

时 他又 在 家 乡大 最 监制 新 琴
。

他 曾
“ 志 为断 琴 千 床

,

洲农介

了、
、

扭
·

气
,

成 公 亮

一
离

》

带

在 血东民间
,

珍藏着不 少古 琴
,

大 部分是 明清

时代翻理七的
,

也 有 宋 琴甚至唐琴
。

这 些 古 老 的 乐

器
,

是由 东地区 灿 烂 的 古代 文化 的物 证
。

早 在春秋 战国 时 代
,

齐 鲁 就 已 是音乐 文 化兴 盛

的饱忆 之
,

一
。

齐 国的 骆忌 子
、

雍 门周
,

鲁 国 的师 襄

子娜是 竺附 有名 的弹 琴家
。

隋末 唐初
,

被 尊 为 “赵

师
” 的著 名 琴 家 赵耶利也是 山东 曹县 人

。

这 些 事 实

说明 山 东 的 古琴 艺 术
,

有 其悠久 的 历史传 统
。

而 清

代和近 现代 琴 艺 活 动 的兴盛
,

又 是今 日 山 东藏琴较

多的 宜移原 因
。

清 代 康熙 年 间
,

出现 了 以 曲 阜孔子六 十六世 孙

古 琴家孔兴诱 为中 心 的 一大批琴 人
,

其 中 见 于记 载

的就有百 人 之 多
。

近百 年来
,

山 东 诸城县 又 形 成 了

一个 以王 姓琴 家 为 中心 的古 琴流 派 后 人 称 其 为“ 诸

城银 或 “琅 哪 派 ” 。

其 中有被认 为 是这 一 琴派 始 祖

的王 作机 字心 很 和 王粤 门 字冷 泉
、

最 早 进入 我

国 近现代高等学府的第 一位 古琴教 师 王 宾 鲁 字 燕

卿
、

青年时 去 日本学习西洋 音乐回 国 后 曾在北 京 大

学担任沾
,

乐导 师的 王露 争合葵
。

这 一 琴派对 近 代

我国 琴 学 有较 大影响
,

它 所 特有 的 乐 曲在 全国 琴界

流 传
,

直 到 今天
。

近 百 年来 一 代 代 琴 人 千 方百 计 收 买

傲落在 各地的 古琴
,

其 中少 数人 的 藏 琴 甚 至 多 达 十

至 二十床
。

又 加 上 像 王 心 葵 这 样 的 琴 家 还不 断地 制

造 出大徽 的 新 琴 流 传于 世
。

这 就是 山东 到 今天 还能

在这些琴 艺 活 动 曾经 兴盛 过 的地 区 如济南
、

青 岛
、

诸 城
、

辫艺坊
、

曲阜
、

郸 城 等 地 见 到 古 琴 的原 因
。

在 山东
,

也 有珍 贵 的唐 琴被 保存下 来 了
。

解 放

后
,

在 山东 昌潍 地 区 发现 了 民 间珍 藏 的 唐代 雷 氏 琴
“ 九 霄环 佩 ,’ 与北 京 故 宫 博 物 院 所 藏 者 同 名 而 异

物
,

绛 块色
,

蛇 腹 断 纹
,

金 徽 玛 瑙 转
,

发音 松 透
,

背面 有南宋左 忍 相周 必 大 的题 词
。

一 九五 六 年古 琴



分 琴友
,

以 资提 倡
” ,

但积 至 二 百 四
,

长多床时
, 心

典先生不 幸早逝
,

虽 壮志 未 酬
,

而 二百 四 十 多床新

琴的制作确也可 算近现 代 琴学的 一大贡 献了
。

他生

前普在其制作 的新 琴 中慎选六 床
,

在 琴背 刻 以“ 弟

于 王璐敬献
”

六字赌 奉 曲阜孔 府
,

均 已 不 见
。

但 现

今他 门人落徽 秋
、

李 华置 的 家中
,

还可 以见到 当 年

王心葵先生 制作相 赠 的古琴
。

王 心 葵先 生 的 老师 王心 源 一 家数代 弹琴
,

藏琴

最多 时达 二十 多床
,

可惜经 过 多次 动乱兵 资
,

传至

解放时已 所剩无几 了
。

王 心 源 曾监制过 古琴 二 十 多

床 其中 以用 多块 雷 击木 补 缀制 成 的“ 百 钠
” 琴为 最

佳
,

由此 可 见 王 心 葵 之 大 量 造 琴
,

可能 受到 过老 师

的影响
。

山东省 博物 馆 藏琴 十 多 床
,

其 中 以被 认 为是 唐

代制造 的 “ 宝 袭
” 琴 最为 引 人 注 目

,

此 琴与 前 面提到

的
“

太古遗 音” 琴 同 为 “ 月 ”

式
,

但 其 圆 月部 位 不 在 肩

部而 在当 五
、

六 徽 处 的 琴翅 上
,

腰 部较 细
,

线 条 微

曲
, 整 体造 型甚 为 优 美

,

与 南 宋 田 紫芝 所 辑 琴 书《太

古 遗音 》 今见 者 明 初朱 权 刻本
,

名 《新刊 太 音 大 全 》

中
“ 历代 琴式 ” 所 示 “ 月” 式 琴 图形 特征 完 全一 致

。

琴

背为 小蛇 腹断
,

漆色有黑 有 红
,

顺材 断 纹 纹 理 间 隔

有变
,

极 为 雅 致动 人
,

而琴 面 昏 黑
,

断 纹 亦 较 背 面

稀少
,

似为后 世 拙 工 重 漆之 故
。 “ 宝 袭 ”二 字 刻 划 粗

粗
, 近 雁足处 刻有 玺 印 “ 御 书 之 宝 ” 。

圆形 龙 池 内 唯

左上 一 字 留有 极少 部 份 墨迹
,

其 余墨 书 完全不 见
。

此琴 保存完 好
,

仍 能 演 奏
,

然 音质平 平
。

《山 东 画

报》 年 月 号 曾刊 登 该 琴照 片
,

惜其将 琴 面 漆

色误 印为棕红 色
,

琴 式 误 为 “师 旷 ” 式 恐因 “ 月” 式

琴系 相 传为 师旷 创 制 之 故
。

文字 说明 称此琴 为 “

传

世 唐琴 ” ,

但未详示 其依据
。

现 今 潍 坊市
,

琴 友 田 翔 千同 志原 藏琴 十 张
,

十

年浩劫中损失 四 张
,

现 存六 琴
,

其 间两 张 最 有 价

值
, 一 张 是 宋 琴 “

空谷流 泉
” , 早 年为 其外 曾祖 所 赐

,

田 得琴 时 该 琴 大部 分原 漆 剥 落而 露 出木 坯
,

底 面 分

离
,

实 仅 两 块木 板而 已
。

在 重修 此琴铲 除残 漆 时
,

发现 琴背雁 足 间偏 龙 池 处 有 字迹 藏 于表 漆 之 里
,

铲

除表漆
,

竟 赫然 见 “ 贾似道 珍藏 ” 五字
,

魏 碑字 体
,

由金 梢镶贴
,

始 知 此 为 宋 琴
,

贾 似道 是 南 宋宰 相
,

正是戏 曲中在 半 闲 堂 残 暴斩 杀 李 慧娘 的奸 臣
,

贾 似

道玩姬妾
,

也 玩 纸 牌
,

斗 蟋 蟀
,

弹 古琴
。

后 世 人 涂

漆将 这个 出名 的大 奸 臣 藏琴 的 记 证 盖 上
,

也 是可 以

理解 的
。

此 琴 由 田 翔千 同 志 早 年修 复
,

并 由其 琴 师

孙名嘉先 生 字仙坡
, 师 承诸 城 王 氏

,

故 于 一九 四

七 年 写一 短 文 刻 于 琴 背
,

记述 这 张 具 有一 定 文史

价值的 古琴的 由来
。

田 翔 千同志的另 一 佳 品 为“

落花 流水 , 琴
。

一九

三 八年
,

田 家 以 五 百 洋 的高价 从 一 杨 姓 军官 后人 手

中购得此琴
。

原琴 主称此 琴 为唐代 贞观 十 三 年 所

制
,

但琴 中并未 刻写 制 作年代
。

原 配 岳 山
、

龙 眼所

负 弦 痕 微 浅
,

琴 背 的“

落花 流水 ” 四 字刀 刻梭 角亦 较

鲜明
,

无 历 经千年 自然磨损 痕 迹
。

从 其形 体
、

断 纹

特征等看 来
,

可 能至早 为元 明产 物
,

虽 未 必果 系唐

琴
,

但琴 体之 完好
,

音 质之 圆润
,

在 演奏 用琴 中
,

已 堪称 上 品
。

山 东 省 艺术专科 学校 现改 为 山东 省艺术学 院

于 年 从 民 间 收 购 古琴 七床
。

前 面 提到 的 “玉 润

鸣泉
”

等二 琴 已 转让 予 山 东 省 博 物馆
。

所 留五 琴 中

有 一 “

丹凤 ” 琴
,

似为 我 国 造 琴 不多 的 清 末 或 民

国 时期 所制 连 珠 式
,

十 三 枚 金 徽 突鼓 ,

漆灰较 薄
。

从 其琴 体结 构
, “ 岳 流 ” 、 “

纳音” 的 制 作 中均可看 出

这 位近 代 断 琴者是 熟 悉 琴 制 的 内 行 惜其腹 内未 书

姓 名
。

但是此 琴 于前 年竟 以十 元 轻 价处理予私 人,

实为 罕 见之 琴事 至 今
,

该 校 存琴 四床
,

其间 品质

优 良者 数 “寒 泉落 涧 ” 琴 , 此 琴 为 “ 歹 子
”

式
, 金

徽
,

漆 色 棕红
,

细 流 水断
,

腹 内 刻 有 楷 书
“

大 明

成化 丁未钱塘惠 熊 靳
” , 应 是南 来之 明琴

。

琴 长 三

尺 五 寸 五分
,

稍短 于 三 尺 六寸六 分 琴 制
,

然 肩 宽

五 寸八 分直 削至 焦 尾 宽 仅 三 寸七 分
,

琴 体显得极为

瘦 小 体亦 轻
,

连 同弦
、

珍
、

雁足仅三 斤三两
, 然

其 音量并不 小 于 一 般
,

音 质 松透
,

中准 尤佳
。

此琴

小 巧玲 珑
,

似 属 古人盘腿而弹 的“ 膝 琴 气

明代 是 王 公 贵族 和 民 间琴家 大量 造琴的时代
,

以 致明代 留世的 古琴多于离现代 更近 的清代
,

更 多

于 唐宋金元 的遗琴
。

山东 的藏琴 也 是 以明琴 为最多
,

其 中往往有音质优 良而 具实 用 价 值的佳 品
。

青岛琴

家 张 育瑾 八 一 年 病 故 和 王 风 襄 同 志 王 心 源 之 孙

女 使 用 的益 王 琴 “ 一 天秋
” 及 笔 者 的 张 氏琴 “ 忘优

”

都 是 明 代造 琴 名 手 的作 品
,

虽 不 具唐 宋 古 琴 珍贵的

文 物价 值
,

但 音质 都 在 一 般 水 平 之上 , 且保 存 完整
,

极 适于 演奏 之 用
。

詹 徽秋先 生 除 保存过 一 张 唐 琴“ 太 古 遗 音” 外
,

一 生 收 集过 很 多 古 琴
,

济 南 琴 人 或其 门生 用 琴 亦 常

经 他 手 转 让 或 赠送
。

他 的琴 大 部 分 从 古董 店或 的 突

泉 附 近 集市 以轻价 购 得
,

直 到 他 去 世 时
,

家 中还剩

月召户



乍 十 四 床 之 多
。

另外
,

郸 城 的夏 溥 斋 字 莲 居
,

已 故

藏琴 颇 丰 值 得 一 提 的是 他 抗 战前 自 日本 返 国经 大

连 时 购 得 的 “ 猿 啸 青萝 ” 琴
,

体 大
,

貌 奇 古
,

近 似

连珠 式
,

比琴 既 无 数音 又 无 木 声
,

深 得 查 阜 西 先 生

赞赏并称 其为 “ 奇 琴 ” 。

十年 浩劫
,

毁琴甚多
。

济南琴 人 高松 如 詹 激

秋之 门人 》 原 藏琴 六床
,

其中最佳 者 为元 代 著名造

琴家 朱 致远的 作 品
,

仲尼 式
,

黑 色
,

无 名
,

音 质 及

制 作 工 艺 均 属 上 品
,

文 革 初 期 连 同 另外 二 琴 俱 被 焚

毁 现 幸 存 者 仅 王 心 葵 制 黄 色 蕉 叶 琴 等 两 床
。

历 年 来 笔 者 于 山东 各地 所 访 之 琴 大 都 为 “ 文 化

大革命
” 劫 余 之 物

,

亲见 者 总 数不 及 五 十
,

于 条 件 能

力所 限
,

未 见 之 琴 及 藏琴 文 献 肯定 不 少
,

有 待本 省

各地 音 乐
、

博 物 同好 深 入 考 察
。

最 后
,

谨 将 本 文所 记 之 山东 藏琴 依次 摘 要 列表

如 下 , 以 备 查 考

称

》

令

琴琴式式 滚 色色 断 坟坟 制 作朝 代代 作 者者 原 藏 主主 现 截 主主

九九甘环 佩佩 仲尼尼 绛 紫紫 蛇 腹腹 唐唐 雷 氏氏 山 东 省 博 物 馆馆 中 国历 史博 物馆馆

太太古遗音音 月 琴琴 褐 红红 蛇 腹 龙 麟麟 唐
。

贞 观观 不 详详 居 散 秋秋 中 央 音 乐 学 院院

玉玉 润 鸣 泉泉 仲 尼尼
“

五 彩 相 宜
””

冰 裂 龟诉 蛇 腹 龙 续续 南宋
。

淳 佑佑 锤 英英 王 礴礴 不 详详

玉玉 润 鸣 泉泉 仲 尼尼 徐 黄黄 蛇 皮 冰 裂裂 不 详详 不 详详 山 东 艺术 专科 学校校 山 东 省 博 物 馆馆

百百 钠钠 尼 仲仲 不 详详 不 详详 清
·

同 治治 王 心 源源 王 心 源源 不 详详

宝宝 袭
‘‘

月琴琴 黑 夹 红红 小 蛇 腹腹 唐 不 详详 不 详详 山 东 省 博 物 馆馆

丹丹 凤凤 连 珠珠 黑黑 无无无 不 详详 山 东 省 艺 术 学 院院 王 觉觉渭渭渭渭渭渭 木 驭氏 图图图图图

寒寒 泉落润润 列子子 棕 红红 细 流 水水 明
。

成 化化 惠 熊熊 不 详详 山 东 省 艺 术学 院院

空空 谷流 泉泉 仲尼尼 黑黑 元 重 修 宋宋 不 详详 田 氏 外 曾 祖祖 田 翔 千千

落落花 流 水水 仲尼尼 黑 带 揭揭 流 水 蛇 腹腹 唐
·

贞 观 不 详详 杨 姓 军 官官 田 翔 千千

一一 天 秋秋 仲 尼尼 揭揭 小 蛇 腹腹 明明 益珠佑 宾宾 张 育 班班 王 风 襄襄

忘忘 忱忱 仲 尼尼 黑黑 流 水 蛇 腹腹 明明 张 季 修修 王 世 襄襄 成 公 亮亮

救救啸 青 萝萝 连 珠珠 黑黑 大 蛇 腹腹 不 详详 不 详详 夏 博 斋斋 不 详详

天天 风 海 涛涛 仲 尼尼 黑黑 略 有 流 水水 唐 雷 威 明 朱 植 墓 葬葬 山 东 省 博 物 馆馆

云云 鹤鹤 仲 尼尼 黑黑 流 水水 宋 苏 轼 不 详详 济 南 市 博 物 馆馆

无无 名名 仲 尼尼 黑黑 细 碎碎 元元 朱 致 远远 高 松 如如 已 吸吸

无无 名名 燕 叶叶 棕 黄黄 无无 民 国国 王 露露 不 详详 高 松 如如

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