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   的   学   琴   经   历

  学琴基本上是两个系统，一个是

学琴，就是跟着老师学，从头学起。另

一种是学曲子，就是本来会弹，专门学

某一个曲子，一般是大曲。

  现存学院里面的学琴很快，先教

音乐知识、讲原理、认谱子、学节奏，

掌握了这些技术问题，然后照着谱子

自己就能练，马上就能上手。

  我过去学琴的时候，没有学院，

就是跟着老师学，速度很慢。那真是

难学易忘。我学的时候是不用谱了

的，就是师生两个人对着，两个琴也

对着。老师告诉你几弦几徽，弹出一

声“噔”，然后你也跟着弹一声“噔”。

学一句，弹一句。教完一句，回去自

己就练，下次弹给老师听。对了就上

第二旬，不对还是重复学这一句。一

次学不了多少。

  那时候，我家里有琴，我大哥喜欢

唱戏，他搞那个，我就搞这个。我一共

跟过三个老师，第一个老师是我父亲

朋友的一个亲戚f王杏东)，算起来是

山东的诸城派的。注释诸城派：近代琴派。

山东诸城王溥长、王作祯、王露，祖孙二代以

虞山派为基础，另有工冷泉和他的学生工宾鲁

以金陵派为基础。两者汇流，又结合当地民间

音乐风格，形成具有山东地方风格的诸城派。

诸城琴派艺术风格特点大致为：Ixj0中带轫，密

中见疏，实中有虚，一气流转，重而不滞，既

以阴密深曲为特征，义具卒灵回荡之美。紧劲

联绵，循环超忽，气卷风云，韵缀繁星。诸城

派的代表琴曲有《K门怨》、《阳关三叠》、《关

山月》等；币：要琴著包括：《桐荫山馆琴谱》(十

溥长)、《琴谱正律》(工雩门)等。爱琴的

人都喜欢好琴，那时候我家有。-；长琴，

他听说丫，就想来看看，结果是个明朝

琴，这多少让他有点失望。但是当时

我想，他既然懂琴就必然会弹琴，于是

提出想跟他学古琴。说起来，人家只

不过是从山东来走亲戚的，没想到老

先生人真是不错，他居然肯教。当时

我家住东城，他住西城，距离很远。家

里本米是也请不起先生的，他同意教

我，就从两城到东城我家米教，我真是

幸运。

  老师教的时候一上来先教拴弦、

定弦，这是基础。就是把弦都拆下来，

从搓轸绒开始。注释琴轸上拴有轸绒，转动

绞紧轸绒，即可微调琴弦长度，琴弦K度只能

杠0．6厚米内调整，调整音域杠一个大二度的

幅度。弹琴不会拴弦就麻烦了。即便是

钢弦弹一段时问也得晕新上才行，轸

绒用久了也会断，所以一定要换。如

果不会安弦，离开老师都没法弹了。

老师分几次教的我，怎么定弦，怎么

和弦。我现存力量不够了，拴丝线还

可以，钢弦太硬，现存可不行了，很费

劲，很吃力了。

  这个老师在这儿教我，回家还给

我作“琴音律吕分度表”。就是这七条

弦，十三个微位，哪个地方是什么音。

可惜后来找不到了。

郑珉中男，汉族，l923年生于北京，祖籍四

川华阳。

1946年以前在家塾读书，临习汉魏碑帖，并从

林彦博、汪霭土学画，从王杏东、李浴星、管平

湖学琴。l947年秋再从溥雪斋学习书画。

1946年秋到故宫博物院工作，长期从事中国古

代艺术品的陈列与研究，曾任陈列组、历代艺

术组、法书铭刻组、绘画组、铜器组、金石组、

工艺组组长。l982年后，重点从事古琴、古砚

的研究，先后发表专题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多

次参加国内外的学术研讨会。

现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博物馆协

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古琴研究

会副会长。

现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博物院学术委

员会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53年、l961年将自己收藏的瓷器57件及印

押2。件捐献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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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老师教了我一曲《耕莘钓渭》

注释‘‘耕擎”出白上古名臣伊尹的典故，‘‘钓渭”

出自姜了牙的故事。这首乐曲，短小轻淡，适

合初学者演奏。的两小段。我就成天在

家“钓钓渭”。当时父亲从小摊儿上给

买来琴谱，那些普通的版本当时都很

便宜。王先生走了以后，我就没辙了。

琴谱还是看不懂，尤其是左手的指法。

  过了一段时问，有一个小报纸登

着说：有一位文化教员李先生(李浴

星)，招学生教琴。当时我住干面胡同，

他教琴的地方就在大同中学。我一看，

离家也近，就跑去打听了一下，学费也

不高，一个月才几块钱，这个老师是九

嶷派的杨时百的关门弟子。

    注释杨宗稷(18691931)，字时百，号．九

嶷山人。著名古琴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古琴教

授。不但琴艺精湛，而且对古琴深有研究，著

作颇丰。如《琴学丛书》四卜t卷，足一部重

要的古琴研究著作，其中包括《古琴考》、《琴

话》、《琴学随笔》、《琴镜》、《琴谱》、《琴粹》、《藏

琴录》等等，现存最早的《碣石调幽兰》的文

字谱，首先由他翻译为减字谱。被人称为“民

国古琴第一人”。l920年，组织成证“北京琴

会”。为民国以来北京有琴会之始，使民国时

期的古琴艺术掀起了一个高潮。

    其实我当时也不管他是什么派的，

反正又能学琴了。

拜     师     管     平     湖

    因为是交学费的，所以曲子学的

很快。几个月以后，李先生所有的曲

子都让我给学完了。他也没时间再开

发新的曲子来教我。他就跟我说：“要

不我把你介绍给我师兄得了，他会的

曲子多”。我问：“您师兄是谁啊?”他说：

“管平湖”。我一听，这可好了!

  那时候，管平湖在北京可有名，当

时在电台里播音的有两位先生，一个

是汪孟舒，再有一个就是管平湖。我

过去从无线电里经常听见播古琴的节

目。管平}胡是弹曲子，汪孟舒是连弹

带唱的琴歌。所以，对于管平湖我当

然是知道的了，只是那会儿不得其门

而入。

  那个时期正是沦陷时期，北京古

琴会没有了，许多古琴名家都到南方

去了。当时北京弹琴的人，星期天都

爱到管平湖IIIjJL去聚会。

  后来一个星期天，李老师也介绍

我去了，当时管先生就教我弹，我弹了

一下，他听了点点头。都要散场了，我

起来也要走，他叫住我说：“你要学，

我可以教你。但是有个条件，从今天

开始，你三个月不要再弹琴。把原来

的全忘掉，这三个月里，每星期到我这

来两次，看我弹琴，听我教琴，听三个

月以后，我给你上课。”

    我老师和他可是同门的师兄弟啊，

他却让我把以前学的都忘了，再来跟

他学。当时觉得很奇怪，不过人家肯

收我，那已经是好事儿了。

  他安排我跟着他的大弟子一起上

课，他教曲子我就跟着听。三个月以

后，学了第一曲《静观吟》。注释《静观

吟》，相传为唐代李勉所作。乐曲短小，恬静平

淡。后来第二曲是《良宵引》，第三曲《平

沙落雁》。

    注释《良宵引》：相传为隋代贺若弼所做。

此曲虽小而气度安闲，清越和雅。蕴含着籁静

窗虚、怀人不见及尾声两鬓秋霜的情境。《琴

学初津》后记中说：“起承转合，外帅有条，浓

淡合度，意味深长。”

    注释《平沙落雁》：明代称为《雁落平沙》。

乐谱最早刊于《古音正宗》琴谱集。曲调悠

扬流畅，通过时隐时现的雁鸣，描写雁群在空

际盘旋顾盼的睛景。表现手法新颖、别致。《天

闻阁琴谱》中写道：”盖取其秋高气爽，风静

沙平，云程万里，天际飞鸣。借鸿鹄之远志。

写逸士之心胸者也。”《平沙落雁》虽然出现较

晚，却是近j百年来流传最J、‘的作品之一，有

近百种琴谱刊载此曲。

    听琴的头三个月我没交学费，后

来跟他大徒弟一起上课，也没见她交

学费。我也就给忘了。所以，我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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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交学费的一个学生。

  他的教法就是“对面儿来”，会了往

下交，不会还这个，这曲学完了以后，

那不知道要弹几个月啊!来了之后就合

弹，一步一趋的追。节奏、动作都是从

合弹里加工的。完后，老师再给示范，

下次还是这样。

  跟他这儿学琴有个特点：管平湖是

这样，你不是跟我学琴么?那我就教，

教到跟我能弹的一样而后已。差一点

都不行，不上新曲子。直到老师说下

次我给你上什么什么曲子，才代表这

曲终于通过了。

  我跟他学了几年。现在看起来虽

然是不交学费但是却精雕细琢。弹的

时候他会一把把你的手拿住，告诉你

这只手不对，应该这样动，这个声音不

够，应该如何来加强指力，回去如何锻

炼，然后给你示范，告诉你。原来他从

始至终是全神贯注盯着你的，他就这

么教。

为 了 工 作 放 弃 了 古 琴

  我是60年前的这个时候，没有再

上老师那儿去上新曲子了。就是丙戌

年二月的事，因为父亲去世了，自己要

找工作养活自己了，生计忽然问成了

第一位的事。没饭吃了，什么都不能

学了。

  尽管是要自己去奔饭了，但是晚

上我还是天天练习。吃完晚饭就把学

琴以来，老师交的曲子从头到尾都温

习一遍，每曲弹三遍。这种情况一直

到1953年。

  1946年lo月1日我进的故宫，那

时候家里房子也卖了。我搬进了故宫

东连房宿舍(故宫外景山前街)。下班

以后，其他人全都打牌。我也想去学

学，结果看了半天，也调不起兴趣来，

始终也没学会。我就还是回去练我的

琴。跟老师学了四年的功夫，十多个

曲子啊!每天都要练两、三个钟头。后

来1953年中央文化部组织了全国音乐

周，北京成立了古琴会，在那之前张伯

驹先生、注释张伯驹(1898--1982)，字家骐，

号丛碧，河南项城人，直隶总督张镇芳之了，

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称为‘民国网公

了’。著名的文物收减鉴定家。他收藏的陆机《平

复帖》、展了虔《游春图》、杜牧《张好好诗》

等古代书画极品后入藏故宫博物院。我岳父、

溥雪斋(1893～1966)古琴演奏家。出生在

清代皇族家庭。自幼酷爱文艺，l911年始潜

心于国画、书法及民族音乐的研究和学习。琴

艺精湛，风格洒脱。解放后历任古琴研究会副

会长、民族音乐研究所特约演奏员等职。王

世襄先生他们组织了一个北平琴学社

当时我也是其中一个社员，解放以后，

南方的今虞琴社的查阜西先生注释查单西

(1895一一l976)名镇湖，又名夷平，字单西，

江西修水人。童年学奏琴歌《概古吟》、《客窗

夜话》。二十年代在上海、长沙学奏器乐化的

琴曲。i十年代组织“今虞琴社”，编有《今虞

琴刊》。他主要职业为民用航空公司负责人，

于解放前夕，参加了民航起义，为人民解放事

业立了功。1953年以后，历任全国音协常务理

事、付主席，中国音乐研兖所通讯研究员，北

京古琴研究会会长，以及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

主任等职。晚年集中精力从事琴学活动。l956

年进行全国古琴探访调查，又通过北京古琴研

究会，主持编印了《存见古琴曲谱揖览》、《琴

曲集成》、《历代琴人传》、《琴沦缀新》等，为

全面、系统整理琴学史料进行了大量工作。组

织了北京古琴社，我也成了会员了。那

个时候，我虽然没有学新曲子，但是旧

曲子我都熟，没落过一天呐!所以年轻

的弹琴我算一个。那时候全国音乐周

开了好长时问的会，到处去演出，有两

周左右。结束之后，我回到故宫。

    当时我在陈列部，我们的主任唐兰

先生注释唐兰(1901--1979)，原名张佩，又名

佩兰、景兰，号立厂，又作立庵，笔名曾鸣，嘉

兴人。I92仁j930年在天津周家渊家当家庭

教师。1929年在天津主编《商报》文学周刊及《将

来》月刊。1930年在辽宁省教育厅协助编纂《辽

海丛书》。1931年入东北大学任讲师，Io月后

在北京大学代顾颉刚讲授《尚书》，同时在《东

方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白石道人

歌曲旁谱考》。1932年起，历任北京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

讲师。1936年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l939

年入西南联合大学任副教授。翌年任教授及

文科研究所导师。l94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次

年代理中文系主任。1949年后，任北京大学教

授兼中文系代理主任，并应故宫博物院之聘兼

任设计员。1952年任中国历史学会候补理事，

并调故宫|尊物院，先后任设计员、研究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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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委员会主任、陈列室主任、美术史部主任、

副院长等职。l954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学术委员。1959年，故宫博物院将原陈列

于东六宫的历代艺术综合陈列与“i大殿”里

的古代艺术陈列合并为历代艺术馆，移置f紫

禁城的中心部位一保和殿及东西两庑，唐兰

亲自撰写陈列大纲和总说明。同年起，先后任

北京市第■、i届政协委员。l961年任北京市

历史学会理事。1963年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

1978年任中国古文字学术研究会理事，同年

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1月Ⅱ

同在北京病逝，故宫博物院党委根据他多年夙

愿，追认为中共党员。给我提意见，“你这

个琴不放弃不行啊”。我们陈列部，白

天都是体力活，只有晚上的时间能学

点业务。我也觉得唐先生的意见有道

理，就放弃了晚上弹琴的时问，学习业

务。就这样，从1953年开始就不再弹

琴了，也不去琴社学琴了。

  文化大革命以后，老一代的琴家

好多都去世了，音协还组织古琴的活

动。老师没有了，就找来学生，结果又

找到了我。但是当时好多曲子我也都

忘了，于是赶紧回家练习，通过这次又

找回来《平沙落雁》《良宵引》《归去

来辞》等几个曲子。注释《归去来辞》，此

曲系根据东晋陶渊明同名辞赋而作。

  这还得说，当年管平湖先生对我

的造就，虽然说学的曲子不多，但是什

么时候都得弹得和他一样了，才能上

第二曲。

  现在管平湖的学生，陆陆续续也

就剩我一个了。人家都说我弹得跟老

师几乎一样。是啊!不像，他不教新曲

子啊，那时候就这么要求的!

近现代古琴派别的发展和变化

  有人问我，管先生是什么派的?我

说不好说。管先生自己也没说过自己

是什么派的。

  论起来是这样的，当年南方广陵

派的黄勉之来北京挂牌教琴，号称是

“广陵正宗”0注释黄勉之(公元l853一一

1919)江苏江宁人。曾受、Ik于萧山陶梦兰，擅

长的琴曲有：《渔歌》、《梅花i弄》、《渔樵问

答》、《平沙落雁》等。其著名的弟了有：杨宗

稷、贾阔峰、史荫美、溥侗等。北京的琴师

趋之若鹜，都投奔过去了。杨时百老

先生也投到他门下学琴了，那时候杨

先生岁数太大了，左手的动作都记不

住了，只能把左手好多的指法数字化。

这一数字化，就大了，就成了个大吟大

揉了。结果闯出个九嶷派来。注释九嶷派，

形成j二清代，创始人杨宗稷(时百)，主要风格：

苍劲坚实，讲究吟猱节奏。代表琴曲：《流水》、

《广陵散》、《胡笳『八拍》、《幽兰》等。重要

琴著：《琴学丛书》等。

  大吟大揉让当时的古琴家就很菲

薄了一段时问，比如：《平沙落雁》他

是九揉啊，声音都已经完全没有了，嘴

上还在那念着“揉揉揉⋯⋯”如果拿

这来衡量，那现在没人继承。管先生

最先就没继承这个。

  再说我先开始跟他师弟学的琴，

可是他却让我先放三个月。可见他和

正宗的九嶷派还是不一样的。其实管

先生就和太老师学了《渔歌》等两、

三个大曲。注释《渔歌》相传足柳宗元所作

的古琴曲，义名《山水绿》、《歙乃歌》。取意

j：柳宗元淌居永州l时的名作《渔翁》：“渔翁

夜伴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消同出不

见人，歙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F中流，岩

上无心云相逐。”有多种传谱，现琴家所奏多以

《琴谱正传》(明黄献撰于1547年)的l段无

词《渔歌》为蓝本发展向成。据《杨抡太古遗音》

解题，此曲表达“缘绿绮以写渔情，抚焦桐而

舒雅况⋯⋯沽美酒，醉卧芦花，视名利若敝屣”

的情趣。

明代孙登公和天籁铁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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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先生本身也有家学，他父亲是

清宫如意馆的管念慈，也会弹琴。注释

管念慈(?--1909)字劬安，号‘横山樵客，江

苏苏州1人。善山水、人物、花乌，光绪间召入

内廷，奉旨改号莲盒。光绪称为横山先生，恩

遇有加，继张乐斋长画院，名望一时。晚侨

上海，与吴友如同绘《点石斋》画报。管先

生自己不仅是弹琴，对于佛教音乐也

很精通，他可以跟着和尚们去放焰火。

在里面吹黑管，那在里头是起调的。

应该说他学过九嶷派，但是自己早就

发展变化了。

  不单是我们这派，其他的派别也都

在变化。吴景略先生是南方虞山派的

宗师。

  吴先生的《渔樵问答》是一绝，

他把问答弹出来了。我原先说过，等

我退休了，去跟你学《渔樵问答》。可

是没想到，我还没退休，他就故去了。

过去虞山派讲的是轻微淡远。但是虞

山派现在也不完全是“轻微淡远”了。

    注释吴景略口907一一l987)名韬，字景

略，江苏常熟人。四|．年代主上海今虞琴社，

血『年代赴沣京任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

教授；文革后兼北京古琴研究会会长。

    他的主要演奏曲同有：《梅花i弄》、《渔

樵问答》、《潇湘水云》、《胡笳¨L拍》、《广

陵散》、《高山》、《流水》、《阳春》、《白雪》等

数f‘操。吴景略先生长期从事古代琴谱、琴曲

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著有《七弦琴教材》。

    注释虞山派：又称熟派，是明、清之际最

有影响的琴派。艺术特点为”清、微、淡、远rl0

因抨击一度风行的琴歌，使～时琴道大振”，

受到了人们的尊重。

    虞山派的重要琴著包括：《松弦馆琴谱》

(严天池)为虞山派代表性的琴谱，一度被琴

界奉为正宗。此外还有《大还阁琴谱》(徐上

瀛)等。代表琴曲：《秋江夜泊》、《良宵引》、《潇

湘水云》等。

    注释《渔樵问答》：此曲在历代传谱中，

有30多种版本，有的还附有歌词。现存谱初

见于明代。乐曲通过渔樵在青山绿水问A得

其乐的情趣，表达出对追逐名利者的鄙弃。乐

曲采用渔者和樵者对话的方式，以上升的曲调

表示问句，下降的曲调表示答句。旋律飘逸潇

洒，表现出渔樵悠然A得的神态。正如《琴学

初滓》中所述：“《渔樵问答》曲意深长，神情

洒脱，而山之巍巍，水之洋洋，斧伐之J‘J‘，

橹歌之矣乃，隐隐现于指下。迨至问答之段，

令人有山林之想。”

  再譬如说，用元朝耶律楚材的话

说四川派是“蜀声俊疾，快人耳目”。

现在的就不是这样了。

  派名都还有，但要是用过去的派

别特点来衡量，都变化了。黄勉之在

北京挂牌是广陵正宗，可是教出个杨

老先生成了个九嶷派。古琴各派的艺

术风格都会随着时代不断的变化。

  管先生就着打谱会的事也说过，

“什么叫打谱?打谱不是按照那些声音

符号弹出来就叫打谱。打谱是应该有派

别的，各派按照自己的特点，同一个谱

子应该弹出不同的风格来”。但是现在各

派可以合奏，都一样了。总的来讲，左手

的动作好多都减弱了。

  古琴毕竟还是在发展变化着的。

现 代 古 琴 的 传 承 和 创 新

    自从联合国把古琴列入世界非物质

文化遗产之后，古琴大不一样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才是创新?现

在有很多创新就是移植，你比如：有的把

《解放军进行曲》也入了古琴曲了。是

可以弹出来，可是这不叫创新啊。还是

要尊重乐器本身的特点才行。

  对于古琴的传承，我觉得这门艺术

要会不难，要好可太难了。非得出于强

烈的爱，得有瘾!如果不下大功夫真是弹

不好。

故    宫    的    好    琴

  一进故宫的时候，我是管建筑的。

解放后调到文献馆，1951年成立陈列部，

我从文献馆调到陈列部。当时历代馆的

陈列里就有古琴唐代两个、宋代两个、

元代一个，都是我给放的。如果要我推

荐一张琴当封面，那我看也还是“大圣

遗音”。因为这张琴是故宫本身的。

  说起这张琴来，当年清室善后委员

会检查的时候，发现在墙旮旯JL那JL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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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呢，屋子漏雨，雨水给淋得跟个泥

壳似的，岳山也掉了半拉，就定为个

破琴一张。解放后，王世襄先生在南

库发现了它。擦了一把，就露出漆来

了。再一看，好家伙!唐琴啊!这个“大

圣遗音”后来就是请我老师管平湖先

生来给修好的。

  包括“大圣遗音”，我们院光是唐

琴就有4张，是全世界博物馆里最多

的。其余的各时代的琴还有四十多张。

这以外和琴有关的文物就更多了，包

括珍贵的琴谱，明清家具里的琴桌，宋

锦的琴套，工艺品的琴模型，各式观赏

琴铜琴、铁琴、石琴等等。

跟   着   管   平  湖  学  古

琴   的   鉴   定  和  修  复

    我的古琴鉴定其实最早是从管先

生那儿学的。

    那个时期北京修琴的人很少，那

个时候北京学琴的人古琴有了问题都

去找老师。那时候我到管先生那去，

他屋里挂的都是琴，我就很有兴趣，一

个一个摘下来看。这挂着一个琴，他

说你把它拿下来，我就拿下来。他就

给我讲，这是汪孟舒先生的唐琴，这张

琴起断纹了，断纹起的峰太高了，没法

弹了，让我给他修。然后讲唐琴的特

点，从此我就注意唐琴了。

  管先生对我是不讨厌，我虽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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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学费，但是学琴的时候常耗在老师

家里。什么都问，就学到了不少修古

琴、鉴定古琴的知识。

  那时候弹琴的人都希望有个好乐

器，就像小说里写的练武的人都希望

有个宝家伙，所以看到唐琴就觉得了

不起，就这样开始看琴。

我   的   鉴  定  理  论

  上班那会儿，天天下班以后要学

习，学什么呢?学毛著。

  有人就说了：学毛著和鉴定文物有

什么关系啊?我说：有啊!

  毛主席说了，没有比较就没有鉴

别。这就是鉴定学啊!毛主席还说了，

共产党员对什么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

么?看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

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

举濑。嘉
主义。这话对鉴定也很有意义。

  从此，我就研究开了。

  那时候读我们太老师的书，发现

他一开始说，北京的唐琴只有两个，一

个是“九霄环佩”，就是我们这个。一

个是“鹤鸣秋月”。可是几年后又读到

他的书后面写着，唐琴并不罕见。最

后，在他写的《藏琴录》里看到他说，

现在“唐琴多矣”。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后来发现，他

是根据声音和木头来判别的，他认为：

声音好、木头古就是唐琴。不过他讲

到“至德丙申”的“大圣遗音”、“太和

丁未”的“独幽”、“贞观二年”的“飞泉”

皆鸿宝也。经过我研究确认这三张琴

的确就是唐琴的标准器。

  但是，通过声音和木头来判断琴

的年代我却并不认同。按毛主席的话

分析这个标准是否真有道理呢?这其

实琴音和木头是不能作为一个标准的。

琴音的好坏是不大分年代的。古琴的

声音有的是当时做出来就不好，也有

的是保存不得法使声音不好。但是好

声音的琴，各时代都有。木头也靠不

住，五代开始就找旧木头做琴。

  其实认识就是这么逐步深入下去

的，我鉴定没有什么别的绝招，就是凭

毛主席这两句话。认识事物没有绝对

的，现在这个琴，我给定了年代，但是

将来人们找到更新的材料，更新的证

据我这个自然就要改了。霾

    郑珉中先生编著的《故宫古琴》一书首

次最全面、最系统、最科学地展示了故宫博物

院所收藏的历代名琴及相关文物。此书将于近

期出版，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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