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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人类文明跨入一个全新的时空。
不管是否愿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乃至每一个人都被这个时空一网打尽；无论是否承认，每
一种文化传统，每一种文化元素，甚至每一种文化基因都面临着决定性的选择。
因为，凭借科学技术原创而生发的文化创新正在超强提速，伴随全球一体化而弥散的文化消费令人眩
目。
当此考验，开放的中国生机焕然，不仅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而且重
视和谐文化的建设，既立足于本土、传统、民族，叉面向世界、现代、未来，弘扬中华文化，共享人
类文明，致力干推动和谐世界的进程，引起全球性的关注。
在实现社会转型，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后工业化等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没有惊慌失措，我们没有麻
木不仁，我们更没有放弃责任，而是登高望远，审时度势，科学决策，精心部署实施，解决了观念、
人才、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的困难，进行了各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转型、创新、开发等实践
，发展了文化生产力，协调了文化生产关系，实现了文化转型，确保了国家文化安全，参与了当代世
界多元文化的创造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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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筝是华夏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乐器之一，以其悠久的历史、经典的传世名作，独特的音韵以及深
厚的文化内涵，被喻为“众乐之师”，历经数千年不衰，并且在当代倍受人们青睐。
目前中国的古筝爱好者和弹奏者已超过二百万人，其影响波及到海内外，被海外华人视为“华夏后裔
的标志”、“炎黄子孙的信物”。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筝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作者在书中通过故事讲述，以古筝艺术相关的人和事为主线，生动地描述了古筝千百年来的发展历
程，让喜欢和关注古筝艺术的读者从中真切感受到古筝艺术的永恒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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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 【罗敷弹筝拒绝赵王】“《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
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
王仁后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置酒欲夺焉。
罗敷巧弹筝，乃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赵王乃止。
”这是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描写的罗敷弹筝拒绝赵王的一则故事。
陌上桑，意即大路边的桑林，也就是故事发生的场所。
因女主人公在路边采桑，才引起一连串的戏剧性情节。
秦罗敷是东汉光武帝时人，家住在今陕西华阴敷水，她的名字正是来源于她的籍贯。
敷水，又名罗敷，是华阴县重镇之一，北临渭水，南靠华岳，历来是桑蚕之乡。
早在秦汉时就是关东与长安要冲，是为通衢大道上的一个驿站。
这一带，汉魏六朝时期筝艺盛行。
罗敷是当地著名的美女，除了天生丽质之外，更在梳妆打扮与服装饰物上极尽华丽及时髦之能事，因
而使得看见她的人，莫不为之心旌摇曳，意乱情迷，甚而至于目瞪口呆，失魂落魄。
后人常以“罗敷”作汉代美女的通称。
乐府诗《陌上桑》有云：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善采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悄头。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
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罗敷不仅容貌出众，还弹得一手好筝，十六岁那年，嫁给王仁为妻。
王仁长得身材修长而白皙，是一个文武兼备的好青年，正在赵王府中担任一种叫千乘的职务。
二人情深意笃，非常恩爱。
王仁早出晚归，兢兢业业地为公务奔忙。
秦罗敷也忙着采桑养蚕，织绢刺绣，闲下来的时候便以弹筝唱歌自娱，邻里都夸她是一个漂亮而又能
干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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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粹艺术读本:筝》趣味浓郁的经典故事，全面展现国粹艺术悠久亘长的发展轨迹。
赏心悦目，生动反映光辉灿烂的国粹艺术图片，立体凸显中华五千年民族艺术的非凡成果一部让青年
学子轻松愉快地走进国粹艺术大门的普及读本一部让每个家庭了解国粹文化与营造艺术氛围的首选图
书一部具有多重便捷实用的检索功能的中国国粹艺术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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