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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每个朝代在建国后的安定时代，都有人提出复古。
很多人都在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寄托。
幻想着理想的世界，古文化似乎成了图腾。
在中国的古典文化里，我们读到了中国的味道，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一种将生活方式艺术化，而又将
艺术生活化的真实写照。
    一切皆在于激活现实生命个体的情感因素，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价值。
    民族有那么长久的历史是一种荣耀。
让大众走向文化，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人类走向文明。
这就是《中国味道系列丛书》的期望与目标。
    遥望历史的长河，一壶茶，一炉香，伴着古韵幽幽，忘却尘世凡俗，细细品味，自在感动渗出。
古琴与文人雅士的不解之缘，几乎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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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这是一则关于古琴创制的故事。
当然古琴的创制并非就一定是一个人物。
看历史的脉络，古琴的创制经历了悠悠的漫长历史过程，集中了广大人民的智慧。
人们把古琴的创制归结到那些传说中的具有伟力的人物，或许正说明了古琴作为乐器的神秘与高深的
格调。
    在上古时代有个极乐世界华胥氏国，国内有位姑娘叫华胥氏，她天生丽质，落落大方，静淑娴雅。
一天，华胥氏来到了东方世界，一个叫做“雷泽”的大沼泽。
这里风景如画，上有傲云淡淡，下有绿树丛丛，美丽的风景迷住了她。
华胥氏乐此不疲地玩耍着，忽然看见沼泽边有一只硕大无比的脚印。
华胥氏觉得好生奇怪，就抬起脚在上面试着踩上一脚。
由于这个脚印是天帝留下的，具有无比灵异的威力，所以华胥氏接触了这个脚印之后就怀孕了。
回到家里，华胥氏就生下了一个儿子，并取名伏羲。
    伏羲生着人头、龙身，刚落地就会跑，见风就会长，不一会儿就成了高大无比的巨人。
有一天，伏羲问母亲他的父亲是谁，华胥氏见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可以承担一切了，就把沼泽边的故
事讲给了儿子听。
伏羲听罢，便带上干粮，寻找父亲去了。
伏羲走了很多路，爬了很多山，过了很多河，但怎么也找不到能上天的地方。
他继续寻找着，不知走了多长时间，这一天，伏羲来到了都旷之野。
    都旷之野是地上的乐园，富庶秀丽。
伏羲在这里发现了名叫建木的树，这棵树高大笔直，道劲峻峭，直插云端。
伏羲站在树下激动地想，这里可能就是天地的中央，沿着这棵树爬到天上也许能找到父亲。
就这样，伏羲顺着建木来到天门，找到了父亲天帝。
天门里出来了很多神仙，祝贺伏羲和天帝父子相见。
伏羲惊喜若狂，顺着建木来到了地上，跑回华胥氏国，背着母亲顺着建木来到天门，让父母亲团聚。
    伏羲在天地的正中央，借助神明之德，在东方建立了自己的王国。
    伏羲时时察看人间，履行天帝教诲民众的职责。
他看到人们吃生食，就取来自然火种传给人们，让人们改变了茹毛饮血的饮食习惯。
他仰观天象，俯瞰地形，就发明八卦符号来帮助人们记载发生在生活中和自己身边的各种事情。
伏羲看到人们吃鱼比较困难，就模仿蜘蛛结网的样子，编织成渔网，教会人们捕鱼，伏羲还想为人问
的生活增添乐趣和欢乐，他总想创造出美妙的乐器来。
    一天，伏羲来到西山桐林，看见朵朵祥云托着两只美丽的大鸟翩翩降落在一棵梧桐树上，其余的鸟
纷纷飞到别的树上，朝着两只美丽的大鸟齐鸣。
    伏羲惊异道：“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百鸟之王凤凰吗?”那两只大鸟“即足即足”地叫起来了，旁边的
百鸟也都一齐叫了起来，仿怫在向天帝朝拜。
那个叫声“即即即”的是雄鸟凤，那个叫声“足足足”的是雌鸟凰，因为凤凰能通天应地，协五音、
合九德，非竹不食，非醴泉不饮，非梧桐不栖。
所以，伏羲认为，凤凰降临的这棵大树必是桐林中的神灵之物，于是，伏羲砍下那棵树制成了乐器，
从此，就拥有了中华民族自己的标志性乐器——琴。
据说伏羲琴的琴音能使人心感到宁静祥和，拥有能支配万物心灵的神秘力量。
    传说王母娘娘在天宫瑶池宴请天神，还特地演奏伏羲创造的乐器为众神助兴。
众神见这乐曲深邃和悦，于是就把这乐器唤作琴。
因第一次在天宫瑶池见到这件新乐器，人们又把它称为瑶琴。
    传说伏羲制琴十分讲究。
他认为凤凰是百鸟之王，不是梧桐树就不会在树上栖落，于是认为梧桐是非常优良的木材。
他制琴的时候，叫人把梧桐砍来，要选择三丈三尺高的，然后截成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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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段的意思表示天、地、人三才。
选木料时，他先取来一段，敲一敲，声音太清，认为木质过轻了，不要；再取另一段，敲一敲，声音
太浊，认为木质过重了，又不要；最后，再取来不轻不重的一段，用手指弹一弹，声音清浊相当，轻
重也适宜，便把这木材送进流水中，浸泡七十二天，然后，取出来阴干，再请高级的匠人制成古琴。
    古琴还有着独特的韵味十足的丝弦。
关于古琴最早是以什么来做琴弦，现在已无从考证了。
大约在虞舜时代，中国人已开始养蚕。
由于蚕丝所具备的坚韧耐用的特性，约自那时起，琴弦一直以蚕丝制成。
丝弦的特点在于韵长味厚、苍古圆润。
丝弦的使用，并不要求音量有多大，非常适合于古琴艺术所包含的“愉己不娱人”的精神文化品格。
此种音色利于弹奏者和听者内心深层的交流。
丝弦可将其清心雅韵体现得淋漓尽致。
    P3-5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七弦味道-经典古琴故事>>

编辑推荐

《经典古琴故事:七弦味道》编辑推荐：遥望历史的长河，一壶茶，一炉香，伴着古韵幽幽，忘却尘世
凡俗，细细品味，自在感动渗出。
古琴与文人雅士的不解之缘，几乎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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