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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娜 刘芊绵

世界上很多国家和民族都有关于龙的神话传说。
中国的龙是神话传说中的灵兽，气吞山河，呼风唤雨；
而西方的龙——“dragon”，形似长翅膀的恐龙和蜥蜴，
能喷火，丑陋凶猛，和东方的龙完全不搭边。

中国经典古籍中记载的龙种类很多，譬如黄龙、应
龙、黑龙、苍龙、青龙、白龙、赤龙、角龙、烛龙、火龙、云
龙、蟠龙、蛟龙、虬龙、螭（音同吃）龙等。至于这些龙来
自何方，长啥模样，大都是寥寥几笔，语焉不详。

《太平御览》记载：“蟠龙，身长四丈，青黑色，赤带
如锦文，常随水而下，入于海。有毒，伤人即死。”听起来
跟有毒的巨蟒差不多。《广雅》记载：“有鳞曰蛟龙，有翼
曰应龙，有角曰虬龙，无角曰螭龙，未升天曰蟠龙。”《楚
辞》则说：“龙无角曰蛟。”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令人头
大。

关于应龙的记载还算丰富。据说，应龙生有双翼，
会飞，龙尾扫荡之处，平地出河，两岸成山。

《山海经》记载，蚩尤兴兵作乱，黄帝派应龙大战蚩
尤，“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又派
天女魃助战，“雨止，遂杀蚩尤”。

应龙不但杀了蚩尤，还杀了逐日的夸父，能量耗
尽，回不到天上，去了南方，所以南方多雨。

黄帝又称轩辕黄帝，是古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活动
区域以河南为中心。考古工作者认为，位于洛阳盆地内的
巩义双槐树（河洛古国）遗址，是黄帝时代的重要都邑。

《史记》记载：“轩辕，黄龙体。”言之凿凿，说黄帝有
黄龙附体。也有人认为黄龙就是应龙。司马相如在《大
人赋》中写道：“驾应龙象舆之蠖略逶丽兮，骖赤螭青虬
之蚴蟉蜿蜒。”看样子，应龙、螭龙、虬龙都像蛇一样扭
动身体，但龙的本领可比蛇大得多，可升天，可入海，战
斗力极强。 （《洛阳晚报》）

古籍中的中华龙

▲▲盐池神庙盐池神庙““舜弹琴处舜弹琴处””牌楼牌楼

邂逅古琴邂逅古琴 倾听古音倾听古音
□王美华

“一夜春雨过，千畦尽成绿。”《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记载：“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属木，然生木者必水也，
故立春后继之雨水。且东风既解冻，则散而为雨矣。”霏
霏细雨，润泽天地，草木蔓发，春山可望。

古代将雨水分为三候：一候獭祭鱼；二候鸿雁来；
三候草木萌动。古人发现，雨水时节，河冰解冻，游鱼上
浮，水獭捕猎游鱼之后常会将鱼拖出水中陈列在岸边，
同时后腿站立，两只前爪拱在身前，好像在祭拜一样，
所以有了“獭祭鱼”之说；雨水5日后，大雁开始从南方
飞回北方；再过5日，草木随着地中阳气的升腾开始抽
出嫩芽，大地逐渐展露浅浅的绿意。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
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在唐代诗人韩愈的心中，初春
细滑润泽的小雨和若有若无的草色，远远胜过绿柳满
城的晚春景象。

雨水标志春耕的开始。相传明代的解缙幼时曾在
雨中滑倒，留下一首打油诗——“春雨贵如油，下得满
街流，滑倒解学士，笑坏一群牛”。春雨像油一样珍贵，
适当的降水对春耕的开展和农作物的生长起到关键作
用，因此农耕社会的人们格外重视雨水节气。

中医认为，雨水前后阳气渐生，气候由寒转暖，人
们应该顺应节气特点，早晨不赖床，不久卧久坐，增加
活动时间，借助大自然的生发之气激发人体的生机，以
各种方式养出春天的勃勃生气，尽快进入新一年的工
作和生活。

适当运动有助于增强体质，减少疾病。由于雨水节
气早晚仍然较为寒冷，此时不宜进行过于激烈的运动。
人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相对温和的散步、快走、
太极拳、太极剑、八段锦、健身操等，运动量因人而异，
以微微汗出为宜，以顺应春天的生发之气。

中医特别推荐散步这一活动方式。《老老恒言》认
为，散步“此养神之道也，散步所以养神”“步主筋，步则
筋舒而肢体健”“饭后食物停胃，必须行数百步，散其气
以输于脾，则磨胃而易腐化”。散步可以养神、舒筋、消
食，对那些年老体弱、脾胃功能虚弱的人来说，散步更
为重要。此外，老年人晨练不宜过早，应在气温较暖的
白天，选择避风、干爽的地方进行运动。（《人民日报》）

雨水：少卧多动养生机

□李军强

古琴，又称“瑶琴”“玉琴”“七
弦琴”，是我国传统拨弦乐器，有
3000 多年的历史，属于八音中的
丝。古琴音域宽广，音色深沉，余音
悠远。

琴是我国古代文化地位最崇
高的乐器，有“士无故不撤琴瑟”和

“左琴右书”之说。古琴因其清、和、
淡、雅的音乐品格，寄寓了文人风
凌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在

“琴棋书画”中居于首位。
现今琴曲存世有3360多首，琴

谱有130多部，琴歌有300多首。

琴史

琴质本高洁，是风雅之物，载
道之器，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东汉桓谭《新论》载，神农“上观
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
取诸物，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
弦”，可见琴在华夏文明肇始就已
经出现。《礼记·乐记》曰：“昔者舜
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古今乐
录》曰：“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
之诗。”《史记·乐书》曰：“舜歌《南
风》而天下治。”

自周施“乐教”以后，琴就有了
“闲邪复性乐道忘忧”的意义。春秋
战国时期，“艺”成为士人行为方式
的重要组成部分。琴乐深入人心，
不仅醉心于“克已复礼”的孔子要
向师襄学《文王操》，自作《龟山操》

《将归操》《幽兰操》，就连“天地与
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庄周
也弹琴悼念亡妻。至于“俞伯牙摔
琴谢知音”更是家喻户晓，诗文中
每每出现以此为喻的短章。

出土于湖北枣阳郭家庙，距今
2700多年前的琴，与“高山流水遇
知音”的故事同时代，比曾侯乙十
弦琴早约300年，比“九霄环佩”早
约 1000 年，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实
物古琴。

有汉一代，古琴形制逐渐走向
定性，由五弦定为七弦，当时文人
纷纷参与创制古琴、创作琴曲，并
写下不少琴赋、琴论，尤其蔡邕、蔡
文姬父女，更是在琴坛留下光彩照
人的一笔。史传，蔡邕用火中救出
的桐材制成名琴“焦尾”，蔡文姬以
其亲身经历谱写的《胡笳十八拍》
亦成为千古绝唱。

从魏晋到隋唐，能琴善乐者甚
多。魏晋名士嵇康尤其擅长弹琴，
著有《琴赋》。他作有 4 首琴曲传
世，即《长清》《短清》《长侧》《短
侧》，合称“嵇式四弄”。他临刑前弹
奏的《广陵散》，更是千古绝唱、天
下绝弦。

隋唐时期社会经济繁荣，琴学
全面勃兴，形成明确的琴派之分。如
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琴坛主要盛行
两大琴派，即沈家声和祝家声。

琴谱是琴曲的载体，唐代琴家
曹柔根据汉字特征创造出古琴减
字谱，经过历代改良，沿用至今。世
界上留存最早的古琴曲《碣石调·
幽兰》的文字谱也出自这一时期，
原谱为唐人手写卷子，据谱序可
知，此谱传自南朝梁琴家丘明。

宋代文化繁盛，是继唐而起的
又一高峰。无论是宋太宗还是宋徽
宗，都爱好并提倡古琴。朱长文所

作《琴史》是现存最早的琴史专著，
书中的很多论述至今独步。在当时
京师派、浙派、江西派三足鼎立时，
出现过一个自朱文济以下，琴师均
为僧人的琴学流派。

从明代开始，刊刻琴书、琴谱
之风大盛，现今所见百余种历代古
琴书谱，以明清时期刊刻者居多。
明代朱权的《神奇秘谱》和清代徐
祺的《五知斋琴谱》在琴学发展史
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早在汉代，西域乐舞艺术就开
始传入中原地区。到了唐代，西域
乐舞已成为中原乐舞的重要组成
部分。同时，中原乐舞也传入西域，
对当地乐舞产生一定影响，1973
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古
琴模型就是例证。

这件古琴模型现收藏于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该琴长23.5
厘米，宽3.3厘米，厚1.1厘米。琴面
较平坦，呈长方形，琴几的制作更
为精致，宽5.8厘米，琴几下共有4
根腿柱子。琴几注重装饰性，分成5
块，花卉的叶瓣用绿松石镶嵌，使
其显得比较华美。

琴趣

“高山峨峨，流水涓涓。长松之
阴，有鹤翩跹。立苍苔，啄白石，而
饮清泉。顾风日之和美，忽长鸣兮
戛然。修翎矫雪，逸翩翔烟”，这是
清人张梁在听琴后写下的，让人感
觉妙趣横生，颇有兴味。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我一
直认为在众多乐器中，古琴是最通
灵性的。音律与万物相通，情深意
远，含蓄不尽，令人回味无穷，给人
以至高的美感。很多喜爱古琴的人
不一定对琴有多么深入的研究和
深刻的理解，往往是被其与众不同
的音色所吸引。那种一下子就深入
人心的声音，让人闭目凝思，味之
不尽，或悠远、或沉静、或苍古、或
玲珑，似深山隐者的吟啸，又像世
外仙客的歌咏。古代文人称这种声
音为“雅声”“德音”，用今天的话说
就是天籁之音。这种声音是绝对远
离世俗的，寥寥数音即能一洗尘
心，让人万虑皆失。

数千年来，琴器、琴艺、琴学、
琴道的历史演进轨迹，更是妙趣横
生，精彩纷呈。我国制琴历史悠久。
琴有大琴、中琴、小琴之分。唐琴面
底皆呈拱形，琴体浑圆饱满，宋琴
面呈拱形且幅度趋扁，后人总结为

“唐圆宋扁”。宋代以后，琴制逐渐
由大趋小，整体造型趋于稳定，造

型优美，于稳静中透飘逸，华美中
显朴讷。

关于制琴法，从施材配料、底
面厚薄、鬃漆工艺、琴体尺寸、槽腹
内纳音、龙池、凤沼的开挖布局、比
例配置，皆有规范要求。材质选择
是关键，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
说：“琴虽用桐，然须多年，木性都
尽，声始发越。”历代斫琴均重视选
材，标准者乃面桐（梧桐）底梓（梓
木），即所谓阴阳材。若面底均用桐
木，则为“纯阳琴”。琴材通常还选
用松、杉、杨等。无论用何材质，都
以木质年久为佳，因木质干透，音
质共鸣效果大佳，发音松透，其声
清越。区分旧琴与新琴，可以听声，
所谓“新材铮铮作响，古材枯枯而
鸣”。

话说琴不经 500 年，其纹不
断，所以断纹成为古琴年代久远的
标志。有宋以来，人们孜孜以求对
断纹的赏鉴。古琴断纹以龟纹断最
为名贵，琴家有“千金难买龟背断”
之说，其次为梅花纹，然后是蛇腹
断和流水断等。

斫琴者一般会在琴的槽腹或
纳音两侧题写制琴的人名、时间、
地点。更多则是琴家或古琴鉴藏家
自己或请人题写琴名、押（刻）印。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张唐琴。
此琴的琴池上方刻有草书“大圣遗
音”，池下方刻细边粗笔方印，篆

“包含”，池之两侧分别刻隶书铭文
“巨壑迎秋，寒江印月。万籁悠悠，
孤桐飒裂”。“大圣遗音”源自《琴
操》一书，书中曰：“琴，兼三才而备
九德，真大圣之遗音也。”“大圣”何
指？欧阳修在《送杨寘序》中说道：

“其忧深思远，则舜与文王、孔子之
遗音也。”由此可见，所谓“大圣”即
儒家推崇的先秦先贤。

传说，宋朝秀州有个叫智和的
住持，藏有一张唐代名琴，上镌李
阳冰的篆书39字，这在沈括的《梦
溪笔谈》和朱长文的《琴史》中都有
记载。古琴题款可作为赏鉴古琴的
基础，尤其是其内含的神机妙趣，
可让人于静观中体味一段有生命
的历史，玩味其内蕴的大千世界。

（《兵团日报》）

▲盐池神庙“南风歌”石刻
（本栏摄影 刘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