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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郑炜明等编著的《琴学荟萃》收录的就是该届研讨会上的37篇论文，内容非常多元化，涉及琴论、
琴学、琴乐、琴谱、琴器、琴人、琴派以及与古琴相关的文学、戏曲、中外文化交流、文物与考古等
等不同领域的研究，也牵涉文献学、翻译学、传播学、美学、史学和近年新兴起的故宫学、饶毕等等
，可以说，与这次研讨会的副标题是名实相符的，充分表现了这个系列研讨会所主张的研究古琴需要
跨学科领域和跨文化的这一目标。
本书给供相关音乐爱好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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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郑珉中对唐琴辨伪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找出了传世古琴中的标准器，找到了盛唐
、中唐、晚唐古琴与雷氏琴的风格特点，从而分清了唐琴的真伪，在文物鉴定领域建立了鉴定古琴的
学说。
郑珉中概括鉴定古琴的标准，就是用鉴定文物的方法，着眼于琴的时代风格和具体的工艺特点。
用这个标准衡量日本奈良正仓院珍藏的“金银平文琴”，郑珉中认为那只不过是一张日本人制作的七
弦琴，并不像有些专家学者所认为的是仅有的唐代典型器、“我国国内已经无处寻觅”的珍宝，推翻
了某些日本学者因这张金银子文琴而高唱“研究中国唐乐要到日本去”的妄言。
郑珉中的观察分析和论证是深刻的。
他从多个方面加以反复对比，从琴面的弧度、项与腰部的处理、琴额的长度、琴肩的高下、舌穴与凤
舌的形状、雁足的距离六个方面指出正仓院金银平文琴的形制不同于15张唐琴；从断纹、漆胎的原料
、髹漆的工艺三个方面指出正仓院金银平文琴的髹漆工艺（进行金银装饰之前漆胚的制作）不同于中
国唐琴；从铭文的位置、铭文与其中用词、腹款的体裁以及装饰三个方面指出正仓院金银平文琴的铭
款装饰不同于中国风格。
郑珉中还追溯我国“宝琴”、“宝装琴”和“素琴”、“无弦琴”的史料，指出像正仓院的这张金银
平文琴，在我国的古琴中是未曾有过的。
而在日本却起码有过两张工艺完全相同的“平文琴”，因而赞成一部分日本人认为的这张金银平文琴
不是从中国运到日本去的，而是日本人制作的观点。
郑珉中的这篇《论H本正仓院金银平文琴兼及我国的宝琴、素琴问题》，写得洋洋洒洒，论证严密。
其实他并没有见过正仓院金银平文琴实物，从文物鉴定的角度来说，无论如何都是遗憾的事情，但他
在文中能够提出那么多问题，也着实体现了学者的功力。
 郑珉中还曾就漆质断纹、形制与铭刻方面，联系文献记载、传世和出土的实物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
证明了所谓王徽之款的琴和孙登款的“天籁”铁琴，都不是晋朝遗物，而是前人所做的假古董。
 对于唐代以来的七弦琴，郑珉中也有很多精辟的见解，如他指出：五代在北宋之前，不能造出舆南宋
风格相同的琴。
五代琴只能是具有晚唐特点的。
如16张唐琴中的旅顺博物馆所藏的“春雷”琴，很有可能是五代琴。
就是很有见地的。
郑珉中认识到，从文物考古的角度来说，唐、宋的制作，必须划分清楚，是不容混淆的。
因为这关系着文物的时代划分和音乐史上对传世唐琴的提法。
古代遗留下来的历史文物，无论是艺术品，还是工艺美术品，不同时代的制作，都有着明显的时代风
格和不同的工艺特点，即使纯属仿真前人的作品，其某种风格特点也难免有所流露。
古琴的造型、结构，虽然有继承传统、陈陈相因的一面，但也存在着时代的需要不同，追求的音响效
果不同，而在制作工艺上有所发展的一面，因此，祇要继承前人的正确的鉴定方法，突破前人错误思
想的束缚，用今天鉴别历史文物的常识加以分析研究，则传世古琴的制作时代、唐琴的真伪，是可以
划分清楚的。
 辽宁省博物馆藏“九霄环佩”琴，一直认为是有乾隆御题的宋琴，郑珉中经仔细观察，认为琴上的御
题是伪作，乾隆辛酉年装的琴箱也是一件伪品，而琴本身也不是宋琴，应是一件中唐时期的制作。
因而围绕着上述问题，郑珉中寻找该琴作伪的破绽，指出逭具琴箱是一件仿造的伪品。
作伪者为了表明“九霄环佩”琴确是清宫旧藏，所谓乾隆辛酉年装的漆箱确是原来的装配，不得不在
琴上也做了手脚，加刻了一个御题，企图把琴和琴箱联系在一起，然而欲盖弥彰，竟留下了无法掩饰
的作伪破绽。
郑珉中进而探讨作伪的由来，认为这件“九霄环佩”琴上的伪题与作伪的琴箱，可能是依据在厂肆出
现的“松石间意”琴的装潢，为了取得十倍于寻常的高价而伪造出来的。
郑珉中并从经营古琴，不擅长鉴别其制作年代，往往唐宋颠倒、真伪混淆来看，从不善于修理朱琴，
往往用朱墨将琴漆成朱瞟色以及售琴所用之红木轸足来看，认为这件“九霄环佩”琴的伪装应是“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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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山房”张莲舫之所为。
郑珉中因而推翻了“九霄环佩”琴宋制说法的理由，并运用典型器加以比较的方法，得出这是一张唐
琴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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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琴学荟萃:第2届古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给供相关音乐爱好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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