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文 化2024年 5月 17日

编辑：黄佳畅 美编：钱小凤

www.xmweekly.com

一声埙乐一声叹，一曲未罢人断肠。古埙，是中国最古老的吹奏乐器之一，被誉为“音乐史上最

古老的文明”。《乐书》说：“埙之为器，立秋之音也。”埙的音色古朴、低沉、沧桑、神秘、哀婉，具有其

独特的音乐品质。

“声浊而喧喧在，声悲而幽幽然”，对于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古埙代表性传承人

之一的福建省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厦门大学音乐系教师赵亮而言，埙的声音，从幼时父亲捏着

的“奇怪物件”中飘然而出，一直伴随他登上绚丽舞台，回归三尺讲台。如今，赵亮带着父亲的嘱

托，立志通过传承创新，将埙的声音传播得更远、更广。

三代努力绝响终复鸣

考古发现，埙至今已有约

7000 年历史，相传起源于一种叫

作“石流星”的狩猎工具。气流穿

过石头空腔所形成的哨音，启发

了先民制作乐器的灵感。由于古

埙哀婉、悲凉的非凡音色，古人赋

予了它神圣、典雅、神秘、高贵的

精神气质，常被用于祭祀场所。隋

唐时期，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古

埙之音日渐式微，逐渐淡出舞台。

赵亮的父亲赵良山师从吹弹

大师陈重，并由此接触到埙这一

萧条许久的古乐器。师徒二人一

同复制与再造古埙时，发现这一

乐器文字记载少，存在难复刻、难

制作的问题。1963 年，从中央音乐

学院毕业后，赵良山回到湖北省

歌舞团参加工作，同时也不忘老

师“将埙搬回现代舞台”的嘱托。

亲手制作埙，又在演奏中挖掘不

足，再进一步改良，通过不断的摸

索与改造，赵良山终于成功复制

出了埙，并钻研出了一套较为科

学的吹奏方法。

然而，古埙的复鸣之路远比

赵良山想象中更加坎坷、曲折。当

时，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包容性较

低，无法意识到埙的价值和意义。

为此，赵良山在漫长的等待中寻

求突破，一方面不断研究制埙工

艺，调整演奏指法，尽全力克服埙

音域窄和音量小的缺点。另一方

面，他在埙曲创作方面也倾注了

大量心血与热情。

直到 1978 年，湖北随县出土

了战国曾侯乙编钟，一时间，古代

乐器受到极大关注。五年后，赵良

山把握住湖北省歌舞团古乐队赴

北京表演《编钟乐舞》的机会，并

争取到了宝贵的一分钟，用埙演

奏《哀郢》。这短暂的一分钟表演

时间，让绝响已久的埙重获新生，

轰动了中国乃至世界乐坛，也成

就了赵良山“中国古埙第一人”的

美誉。

此后，电影《良家妇女》和电视

剧《大明宫词》都采用了赵良山、

赵亮父子所吹奏的埙乐，“立秋之

音”逐渐为世人所熟知。

接续奋进鹭岛传佳音

赵良山认为演出、影视作品，

媒体宣传对乐器传承的助推力是

有限的，让古埙在教育领域获得

一席之地，是最理想的传承之计。

1986 年，赵良山先生作为人

才引进到厦门大学音乐系任教，

从此，古埙演奏技艺的传承发展

与教学传播在闽海之滨扎下了

根。在闽南生活了 20 多年，赵良

山教学育人，登台献艺，把埙这古

老的乐器播扬海内外，将埙加入

到南音的演奏当中去。2011 年，赵

良山骤然辞世。鉴于赵良山对古

埙艺术所作的杰出贡献，中国民

族管弦乐协会授予他“终身成就

奖”，这是中国民族音乐事业的最

高奖。

赵良山的离世，让赵亮在悲

伤之余，意识到古埙传承的重担

和使命，立志要将埙及其演奏技

艺发扬光大。

和父亲一样，赵亮始终不忘将

埙搬回舞台的任务，牢牢把握住每

一次展示埙的机会。2017年，金砖

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期间，赵亮为

金砖国家领导人夫人团及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官员介绍了古埙和陶

笛，还用迷你陶笛即兴吹奏了一

融合创新非遗展活力

陶笛是埙吗？面对这种质

疑，赵亮已经习以为常。“陶笛

是由古埙的发展和衍变而来

的”，赵亮解释道，“埙和陶笛都属

于闭腔类陶土乐器，最大区别在

于埙是平口，而陶笛是哨口，因

此，陶笛也可称为‘哨埙’。”

以陶笛为先导乐器，开设陶

笛公益课程，组织教师下乡支

教，近年来，赵亮投入大量时间

和精力用于陶笛普及。“只有扩

大埙这一非遗项目的群众基

础，才能吸引更多人参与到保

护工作中。”赵亮说。从幼儿园

到中小学，从高校到老年大学，

赵亮及其团队根据受众不同的

年龄、需求、接受方式和文化背

景，定制陶笛和埙文化课程，大

大提升了传播力。

2020 年，为了更好地推进

古埙的传承与发展，赵亮团队

推出了古埙非遗传承人培养计

划。赵亮说，希望能以传统师承

方式，对古埙爱好者进行重点

培养，为古埙非遗项目传承事

业储备优秀人才，更将古埙文

化影响力辐射至全国。赵亮还

说，“传统文化的入口多样，我

们希望能通过埙这个小小乐

器，打开人们认识传统文化的

大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与创新。”

（李霖 叶琰 来源：东南网）

中法文化交流中的“小人物”和“大能量”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

黎爱丽舍宫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

行会谈之前，两国元首夫妇互赠

礼品。

互赠的礼物中有两本书，他

们不约而同选择了学习语言的

“钥匙”———词典。习近平主席送

的，是一本 1963 年版的《简明法

汉词典》；马克龙总统送的，是一

本 1742 年出版的《汉法词典》。

马克龙总统介绍，《汉法词

典》的编写花了 38 年的时间，参

与编写的还有一位来自福建的中

国人。

这位福建人是谁？为何能参

与编写数百年前出版的《汉法词

典》？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位名不

见经传的“小人物”，揭开一段最

早的法国汉学史。

黄嘉略，相信这个名字对于

大部分人来说都较为陌生。但就

是这样一位鲜为人知的人物，在

18 世纪的法国完成了许多开创

性的工作：他是用法文编写汉语

语法的第一人、也是用法文编纂

汉语字典的第一人、还是将中国

小说译成法文的第一人……

“小人物”蕴藏“大能量”
1679 年，黄嘉略生于福建莆

田，从小跟随来华的法国传教士

学习拉丁文。

1702 年，黄嘉略随法国传教

士抵达欧洲，而后长居法国巴

黎。当时的法国流行“中国热”，

自上而下都对中国兴趣盎然，法

国皇家学术总监比尼昂聘请黄

嘉略担任王室中文翻译，兼管皇

家图书馆中文书籍的整理编目

工作。

从 1711 年开始，黄嘉略遵从

比尼昂的指示，开始编写《汉语字

典》和《汉语语法》。如今的法国巴

黎国立图书馆东方部，还收藏着

黄嘉略所编写但最终未能完成的

《汉语字典》手稿，这部字典开创

性地把部首检字法引入法国，解

决了法国人无法按照汉字读音检

索的困难。

在编写字典的同期，《汉语语

法》一书亦在两位法国学者弗雷

莱和傅尔蒙的协助下紧密编著，

二人后来均成为早期法国汉学的

开创者。

1716 年，黄嘉略英年早逝，

只留下一批未完成的手稿和中

文书籍。法国皇室对黄嘉略遗

下的文稿很重视，比尼昂专门写

了一封文书交代黄嘉略的遗物

安排，当中不少手稿最终由傅尔

蒙接手。

得益于黄嘉略对中文语法、

中国文化的深入解读，在黄嘉略

去世 26 年后的 1742 年，《中国官

话》终于在法国巴黎面世。这部耗

时 30 多年的汉语拉丁语词典，比

世界上第一部汉英、英汉双语词

典《华英字典》还早了 70 多年，为

欧洲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户，

也成为了中法之间交流的一段佳

话。

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挚友
在繁重的工作之余，黄嘉略

还经常接待法国学者们的来访，

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启蒙思想家

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比黄嘉略年轻 10

岁，孟德斯鸠在不到三个月的时

间里一共拜访了黄嘉略七次，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黄嘉略为孟德

斯鸠介绍了中国古代信仰，分析

了中国人的性格，介绍了中国的

司法和科举制度。

后来，孟德斯鸠将他与黄嘉

略的谈话内容整理为三次记录，

装订成册，冠名为《关于中国问题

与黄先生的对话》。其著作《波斯

人信札》中至少有五处直接取材

于他们的谈话，《论法的精神》中

有六处直接引用了他们的谈话内

容，足以见黄嘉略这位中法文化

交流先驱对孟德斯鸠影响之深

远。

穿越百年时光，越过山和大

海，这些泛黄的纸张、隽永的墨

迹，无声流淌着文明星河的赓续。

在世界文明百花园中，中法两国

建交 60 周年的友谊之花，盛开在

这个初夏。 （来源：福建发布）

曲山东民谣《沂蒙山小调》。

赵亮自幼便跟着赵良山制

埙、吹埙，在父亲的严格培养

下，加上耳濡目染，这一最“土”

乐器已然嵌入他的生命里。子

承父业的赵亮 2002 年毕业于厦

门大学，留校任教的他也常思

考如何让更多的人听见古埙、

认识古埙、爱上古埙。一直以

来，父子俩经常在厦门开展各

类文艺演出、教学、学术讲座，

积极推动古埙传播与发展。2006

年，在父子俩的推动下，古埙演

奏艺术还被推上了维也纳金色

大厅这一世界级艺术殿堂，这

一来自遥远东方的奇妙音乐一

鸣惊人、大获好评。

赵氏父子还尝试将埙与闽

南本土艺术相融合。“南音被称

为‘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

这种用闽南语演唱、唱腔略带

悲戚的音乐，与音色幽深哀婉

的埙有契合之处。”赵亮说，在

南音中加入埙的演奏，展现了

埙多种多样的可能性。

2009 年，古埙申报厦门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并获得成

功，赵氏父子成为该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并成立推广传习中

心，为民众提供了解古埙、学习

古埙的场所。

在赵亮的推动下，2015 年，

厦门首届海峡两岸陶笛（埙）艺

术节举办，汇集了海内外众多

陶笛（埙）艺术家、加强海峡两

岸的文化交流。“这是其他城市

所替代不了的包容性和地域优

势。”经过多年的推广和努力，

陶笛这件源自埙的精巧乐器在

厦门家喻户晓。2017 年，古埙被

成功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赵良山与赵亮演奏埙。受访者供图

赵亮进校园推广埙、陶笛。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