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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张子谦先生 120 周年诞辰研讨会 

2019 年 10 月 26 日上午开幕式 

	
刘红主持会议（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教授、民族音乐系主任） 

曹荣瑞：开幕词（上海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 

 

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同学们，纪念张子谦先生的 120 年诞辰的系列活动在这里隆重开幕，

我感到特别高兴！ 

我首先想表达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我代表学校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今天来了这么多名师

大家，我们觉得特别感动。有张子谦先生的亲属代表，还有我们校友代表古琴艺术的一些爱好者，

以及很多我们上音的师生代表。我前面交流的时候发现有很多嘉宾都是远道而来，有来自新加坡

的，有香港的、天津的，还有那些美国、加拿大、法国的有几位金发碧眼的同志嘉宾，向大家一

并表示欢迎！今天也特别感谢我们民族乐团和我们音协。本来这个项目他们一直是作为主办单位，

今天是全程参加，我们两位领导非常感谢！ 

第二层意思我想代表上音对我们 120 周年系列活动表示全力支持。我们觉得上音举办这样的

纪念活动非常有意义。刚才我们听了龚一先生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所以我们艺术的发展，

特别是民乐的发展，我一直觉得它传承和发展是一个辩证关系，没有传承就没有发展，传承实际

上是发展的一部分。我本人不是上音土生土长的，但是我来到学校以后就感觉上音是一个特别伟

大的学校。上音之所以伟大，因为他有很多伟大的传统，那么它的伟大传统在哪里呢？主要就在

一些名师大家身上。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去研究和挖掘这些名师大家的他的风采、他的艺术、他的

人格以及他身上的一些精神。在这方面我感觉到我们做得还很不够，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最近

我们也是在国家艺术基金申报了一个项目，关于卫仲乐先生艺术的一个项目，得到国家艺术基金

很大的支持，大家评价非常高。但是这样的大家，我们上海音乐学院，包括张子谦先生在内，还

有好多类似的大家，虽然这个数量也非常有限，但是绝对不止一位。所以说我们要多去研究他们，

传承好、发展好。 

但同时我也觉得举办这样的纪念活动，不仅是为了回顾过去，更重要的是要对今天的上音、

今天的艺术要有个关照，对未来的发展有个思考。所以我特别高兴，今天我们不仅仅是一个纪念

活动，而且是一个系列的学术活动。我专门看了一下，这个活动里有我们百年琴史的图片展，有

我们专题的学术研讨会，也有《上海百年琴史纪事》的新书首发，还有《张子谦操缦艺术》的唱

片首发。我觉得这些工作都意义非凡。他不仅是我们上海音乐学院古琴专业的一位大师，也是我

们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的一个大师，也是我们上海音乐学院双一流建设的一个大师。同时整个上海

百年古琴艺术的发展、百年的民乐发展，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作为学校来讲，我们

是特别支持，全力支持这样的事情。活动得到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也说明上海市对我们

这样的一些艺术、学术这样的活动是全力支持的。 

民乐系的古琴团队专门给我准备了稿子。我觉得这个稿子写得非常好，所以我就代表民乐系

的古琴团队，做一个发言：张子谦先生是现代古琴历史上最杰出的大家之一，也是一位优秀的古

琴教师、一位了不起的古琴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是最早建立古琴专业的音乐院校之一，张子谦

先生曾经在此担任古琴专业教师达 25 年之久。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任教期间兢兢业业，竭心尽

力，为古琴艺术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后继人才。今天我们在座的有相当一部分，传承了我们张子谦

先生的衣钵。一位演奏专业的教师，最重要的教学成果就体现在他的学生身上。张先生是以其数

十年如一日的辛勤耕耘，在当今琴坛已经声望卓著、成绩斐然的一些名家、中坚力量，大多曾蒙

受张子谦先生的教诲。张先生 1958 年起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古琴专业教师，同期学习的例如

当今活跃于艺术舞台上著名的古琴演奏家龚一先生，今天我们也荣幸地请他跟我们一起来揭牌。

我们可以从图片当中看到当年张子谦先生和龚一先生当时的一些活动的场景。还有已故的著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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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家、作曲家成公亮先生等等。张先生 1981 年到 1982 年任上海音乐学院古琴专业本科教学，当

时学生是戴晓莲，如今也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民乐系的重要的教授。可以说戴老师担负起古琴教育

传承的重任，真是居功至伟!前前后后一年多时间就把这个活动筹备完成，我们学校一方面是支

持，另一方面感觉到其非常不容易。当年曾经受益于张子谦先生的诸多琴家，如今不仅在古琴领

域有很多建树，硕果累累，还培养出来越来越多的一代又一代的传人，为古琴这一古老的艺术注

入了新的活力，使得古琴艺术永葆青春，绵延永续。追根溯源，我们还是要感激、感恩张子谦先

生等老一辈琴人，为古琴艺术所做出的努力。今天我们古琴艺术实际上是到了一个广受大家欢迎

的时代。 

古琴是一个相对比较冷门的乐器，所以张先生的贡献、艰辛非常值得我们去铭记。张先生也

好，在座各位也好，是真的热爱古琴艺术，全身心的投入，呕心沥血、浑然忘我。张先生 1981

年任上海音乐学院本科教学的时候已经 83 岁高龄，1985 年又受聘本院的音乐研究所的特约研究

员，可以说是为古琴事业奉献终生。 

昨天晚上的音乐会，我们也看到一张图片：“为了古琴事业，我愿意。”昨天音乐会，我看到

PPT 上特别有这么一段话也是特别感动。张子谦先生是令人尊敬的琴坛前辈，也是我院优秀的教

师，音乐教育家的杰出代表。一方面他对学生真情、真诚，无私倾囊以授，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希

望学生有所成就。 

今天龚一先生前面的讲话，提到他到了年龄连县里面的古琴的活动他也都去参加，为了什么？

无非就是为了古琴事业，为了琴学能够得到发扬。我觉得这个都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真挚纯粹的

传承精神，深深值得我们敬仰和继承。另一方面，张子谦先生能够培养出这么多优秀的学生，取

得如此丰硕的教学成果，他的教育理念、教育的策略和教育的方法，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探讨、研

究和学习的。所以我们的研讨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古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相信张子谦先

生所树立的教育模范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会带给我们无尽深刻的启发。最后预祝我们的

系列活动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朱建新（上海民族乐团支部书记）：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各位嘉宾、朋友、各位老师、学生，大家上午好！值此古琴艺术大

家张子谦先生诞辰 120 周年之际，我们汇聚一堂，在隆重的纪念、回顾其 79 年的艺术生涯，缅

怀其为我国近现代古琴艺术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弘扬传承其留给后世丰厚的琴学财富。我谨代

表上海民族乐团、向上海音乐学院的各个院系、上海音乐家协会、上海古琴研究会、海上雅乐、

龙音制作有限公司等各主办、协办、承办的单位为此次系列活动所作的精心的筹备，以及对各位

领导、专家和老师同学们的出席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子谦先生是 1899 年 8 月生于扬州，具体是江苏仪征。自幼于广陵派孙绍陶先生习琴，后

因善弹《龙翔操》一曲而获得“张龙翔”之美誉。他 1934 年与古琴大师查阜西、彭祉卿人称“浦

东三杰”。1936 年的三位名家，因崇尚明代的琴家严天池，创立了“今虞琴社”，并编汇了琴曲、

琴史、琴事、琴人于一刊的《今虞琴刊》。抗战爆发以后，张先生的琴学日记《操缦琐记》记录

了 1938 年 8 月至 1963 年 8 月，25 年间主要是上海地区的一些相关的古琴活动，达 20 多万字。

其中分为会琴、抚琴、习琴等 9 册。是近现代琴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1956 年 12 月开始，张子谦先生受聘于我们团上海民族乐团，担任职业琴师、演奏家。入团

以后他专心致志、勤学苦练、精益求精。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思考，博采众长，它不仅向同辈

的艺术家们学习，也善于从曲艺、诗词、书法、摄影等各艺术门类中吸取营养，用于自己的琴艺。

当时他与孙裕德，我们团的另外一个台柱子，有一个琴箫合奏的保留节目。 

从 1958 年开始，张子谦先生还在上海音乐学院，包括在天津那边都担任兼职。他是将琴乐

艺术从民间带到了专业学院，培养了像龚一，成公亮、李禹贤、戴晓莲、李凤云等后世琴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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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同时他还注重传承中创新，大胆创编《白毛女》、《玉娥郎》、《沁园春》等现代的琴曲，应该说

他引领推动了古琴艺术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发展。 

张子谦先生还是一位德艺双馨的大家，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斐然成绩，因为他对艺德的自律自

觉以及对琴技的执着追求。例如他在 39 岁的时候，曾经被琴家徐立孙批评过，指出他下指不实。

当时批评还是蛮严厉的，先生听后牢记心中，时常自勉。晚年时为了向姚丙炎先生学习《流水》，

甚至跌断了大腿，这个都是他的当年的一些轶事了。如此谦虚用功的精神确实值得我们每位广陵

传人和我们后生晚辈学习光大。 

最后预祝上音本次纪念张子谦古琴大师的系列活动取得圆满的成功，祝各位全国各地的来宾

身体健康，诸事顺意！ 

我们上海民族乐团也希望各位同仁前辈继续关注我们团的发展，方便时也请大家来观看我们

的演出，谢谢大家！我们民乐团跟上海音乐学院一直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应该说是文化战略伙伴，

我们可以多合作，也请我们乐团老师们到学校来传经送宝，谢谢！ 

 

郭强辉（上海音乐家协会秘书长）： 

 

尊敬的各位来宾、音乐界的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我谨代表上海音乐家协会祝此次研讨会

及系列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对为此次活动成功举办付出辛勤努力的各位同仁表示由衷的感谢！ 

张子谦先生是我国当代重要的古琴演奏家广陵派古琴艺术的重要传承人。弟子众多，为我国

古琴音乐的理论研究、打谱和教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张子谦先生为中国琴坛培养了众多古琴艺

术杰出人才，他一生为古琴艺术的繁荣和古琴文化的推广作出了积极贡献。 

今年是张子谦先生诞辰 120 周年，我们应当缅怀前辈的德艺、继承前辈的精神、发扬琴学的

精华，共同为古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做出我们的一些努力。 

 古琴作为中华先贤的修身之器，是孔子推行礼乐文化的重要工具，形神兼备、天人合一、

德艺相容。从萌发阶段起，就不只是一件单纯的乐器，它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更有

教化人的深意。以古琴等为代表的礼乐文明，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

影响，至今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在去年召开的青岛上合组织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成赠送给

俄罗斯总统普京一把仲尼式古琴，可见中华礼乐文明所倡导的和谐有序、礼乐天下、天下大同的

理念，在当今世界发展进程和国际文化交流中，仍然有积极意义和重大影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的，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

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我们希望以此次纪念张子谦先生诞辰 120 周年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弘扬以

古琴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让更多人了解和接触古琴，使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

彩，谢谢大家！	
 

《张子谦操缦艺术》CD 、DVD 发行仪式 

 

谭耀宗（香港龙音制作有限公司董事长）：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十年前就出版了张子谦先生的一个专辑，十年后，由于戴老师和张老

的家人为我们提供、整理了很多新的资料，包括很多素材、文案、图片等等，所以又再做一个修

订版。 

感谢戴老师及张老的家人把这一重要任务交给我们，令人非常荣幸。这个东西难得一见，昨

天晚上才送到上海音乐学院。其实我们筹备了近两年，早就已经做好。为什么这么晚呢？要非常

感谢戴老师，她在最后一个阶段，大概一两个月前，戴老师发微信说又找到了一些新的音源，兴

奋得睡不着。找到了新的东西，我们就必须放到专辑里面。为什么现在才找到？我们都知道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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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先生他们最珍贵的东西，都收藏在床底。戴老师也说，他们的家人在床底下找到了一盒开盘带，

所以我们也尽力把这个东西放到专辑里。这个专辑是昨天晚上刚刚送到这里的，我也是刚刚见到，

也希望做得比较好。具体负责制作生产的是上海龙音公司的裴寒芳经理，我们让她跟大家汇报一

下这个专业的内容。 

	
裴寒芳（香港龙音制作有限公司上海部经理）： 

 

尊敬的各位专家老师，首先感谢大家参加《张子谦操缦艺术》专辑的发布。张子谦先生作为

广陵派的代表，为广陵派传承发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主要将制作这套专辑过程中所遇到的一

些事情，以及制作的一些理念与大家分享。为此我制作了 PPT 以便各位能够更直观的了解。 

首先是音源的采集过程，我们有些老的录音，在一些残旧的开盘带中，它的高音和转速是严

重不对的，同时有失真。我们在好多录音棚调校及处理了很多遍，但是都无法恢复其正常的原貌。

最后我们谭先生将开盘带带到香港，重新请专家采集，终于成功修复了张子谦先生珍贵的《广陵

散》残本，当时由于录音的时候设备有限，遗失了前一部分，还有其他的几首遗音。音源采集我

们除了开盘带，还有盒带，还有其他一些。这次的开盘带是我们花费时间最长的，反反复复弄了

很多次。盒带以及其他也采集了很多种。 

接下来是我们设计的理念。张先生本来的专辑设计我们也出了几个方案。本来想像龙音公司

之前出的，如管平湖、査阜西、姚丙炎、龚一等老师，做一些区别，但设计几次都不理想，最后

确定还是延续龙音的统一性，风格一致来设计这套专辑。首先封面的底纹用了张老的手稿进行衬

托，反面采用张老的代表曲目《龙翔操》的减字谱。书本内容主要是张老的文章。里面有一个张

老的旧的藏琴（明琴），后面是张老的几篇文章，张老的诗词八首，接下来是几位老艺术家对张

老的文章，包括成公亮、龚一、戴晓莲，再后面是张老经典的影集，张老的手稿及出版物，最后

是张老的艺术年表，接下来是五张光盘的设计图。 

印刷的包装纸质我们采用的意大利全进口的一个纸张。外盒和书本采用意大利艾尔迪的一个

自然白，盒内托盘采用的潘托拉金银灰，显示一种低调性，但低调而不失高雅。整个包装我们还

是做了一点改变。之前几个大师（的专辑）大家反映比较笨重，不易携带，这次里面的光盘我们

采用了一个纸质托盘，拿起来比较方便。 

希望这套专辑能给喜欢张先生艺术，并想要了解张先生的广大的古琴爱好者提供帮助。 

我代表龙音公司特别感谢戴晓莲老师与张赫老师，这套专辑制作过程中给予了大量支持，也希望

各位老师们一如既往的继续支持龙音公司。龙音也将不忘初心，继续在弘扬、传播民族音乐的道

路上砥砺前行，为弘扬传播音乐做出应有的贡献。 

 

 

《上海百年琴史纪事 1855-1999》首发仪式 

 

鲍晟（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副社长、责任编辑）：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上午好！今天我们张文禄社长本来要来亲自参加的，但是他另外有非常

重要的一个出差任务，所以是由我来代表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来发言。首先我引用张文禄社长曾

为“静听琴说”古琴系列音乐会所撰写的一个前言：中国古琴艺术渊源流长，承载着 3000 年以

上的历史积淀，2003 年古琴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及 3000 年未曾中断

的文化传统走向世界，这件古老的乐器是连接时空的纽带，是贯通古今的桥梁。我们从宏观的

3000 年古琴发展历史长河，把聚焦点落在近现代的上海，选择了自 1843 年开埠后成为古琴一大

重地的上海作为地标，选取了 1855 年至 1999 年这一个半世纪为时间的起始，以编年记事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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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并茂，呈现上海一个半世纪以来古琴发展的历史变迁。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上海古琴

百年纪事 1855-1999》。 

这是第一本有关于上海古琴的具有史料意义的古琴纪事图录出版物。《上海古琴百年纪事》

的出版计划始于 2018 年，当时戴晓莲老师与他的团队已经在着手筹备纪念古琴大家张子谦先生

诞辰 120 周年系列活动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一批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比如《申报》中有关古琴

内容,收集与整理 100 多年来上海重要的琴人琴事等方方面面的资料，其中既有生动的图片资料

也有详细的文字记载。戴晓莲老师和我们张文禄社长一拍即合，商议如何将这些历史资料进行整

合与梳理，编写一本以上海为主题的古琴图书，并最终确定书名为《上海古琴百年纪事》。 

而选题确定以后，主编戴晓莲老师、副主编李世强老师以及编委成员展开了紧张的组稿工作。

过程充满着艰辛与繁琐，要通过各种渠道来收集图片的资料，和对历史事件、各种图片资料，包

括照片、乐谱、节目单等，相应的出版物等进行扫描、整理，甚至是修复的工作。属于不同历史

时期的各类人物的照片进行逐一的核对，尤其是早年照片中人物的核对，需要通过不同渠道多方

确认，这也得益于戴晓莲老师及其他诸多的老前辈，他们作为上海古琴发展的亲历者，许多的照

片与材料才得以一一呈现，一些历史事件才得以用文字的方式还原。 

经过近一年多的收集整理与撰写，今年八月份我们出版社收到了这本书的最终定稿，然后请

上海音乐学院学系萧梅教授专门为本书作序。本书在装帧设计上，采用了布面精装、局部烫银的

工艺，展现出本书的历史感与厚重感。内文的排版我们采用文图混排的方式，结合了图说和注解。

内页上我们是采用彩色的印刷，保留了史料与照片的原真本色。为了保证出版质量，主编戴晓莲

老师、副主编李世强老师及编委老师们仍然在对图书的内容进行一个精雕细琢。 

我谨代表出版社由衷感谢两位老师和编写团队为本书付出的真诚与辛劳！我们相信本书对于

上海古琴百年发展所作的整理与还原，对于古琴研究的发展空白的填补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与历史意义，并兼具一定的收藏价值。作为本次活动的协办单位之一，我们也特别开通了这个预

售的通道和一个特别的优惠。也希望得到各位嘉宾和老师们的关注。我们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很

荣幸能够在本次规模庞大、非常重要的这样的活动上作一个新书发布。多年来，上海音乐学院也

关注古琴图书的出版，已出版了一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古琴类图书，比如《琴律学》、《高山流水：

古琴艺术》。在未来我们还将继续致力于古琴图书的出版工作，希望以《上海古琴百年纪事》为

新的起点，为古琴的传承发展与普及献出一份微薄之力。我也希望有机会能够跟在座的各位专家、

前辈、老师们有一些合作的机会。谢谢大家！ 

 

萧梅（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李亚代读, 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副教授,萧梅的博士研究生）： 

 

尊敬的各位来宾，老师，群友上午好！萧梅老师因为在美国华盛顿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但她

很重视这次活动，所以特地嘱托我来给她代读。她在序言中是这么写的： 

每一座城市在特定时代的现实生活中都有其不同的面貌。恰好呈现出近现代琴史中由传统至

变革的过程，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出生于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读者来说，清末民初古琴在上海如何存

在于世，名人们如何交往，又如何与那时的社会互动，原本都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当我们在记

叙中读到那些曾被尘埃隐隐约约掩映了的人及其作为，伴随着具体的记载出现，唤起的是一种真

切的感受，是按编年则要以文字加图像的方法记录本事，并以注释补充，史之别体非诚无以信后。

我们知道，戴晓莲老师和李世强先生付出了诸多辛苦，此番既是他们走访琴家，得到了众多琴友

的支持。戴晓莲曾说，半年多来每次遇到琴家提供的历史图片，她内心雀跃非常感动，而每次听

到前辈们回忆张子谦先生，她心潮奔涌。 

这本书缘起于为纪念张子谦先生诞辰 120 周年纪念活动筹备资料的过程当中，萌发了为这一

个世纪的上海琴坛编撰纪事的心愿，如此发现诚与《操缦琐记》中张老先生“诸端事无大小，咸

笔之于册，以志不忘”相应于此。我们不能不感谢戴晓莲和李世强二位老师，《上海古琴百年纪

事》虽为一个半世纪的编年，但却跨越了近现代和当代文化转折最为激烈的时期。借用张子谦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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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话说是“白云苍狗，变化靡常”，但我始终相信，中国的传统文化自有其生命力，亦自有其

传承人，因此记事功德亦在薪传。——萧梅，2019 年 8 月 21 日周三写于上海驿站。 

因为萧老师的文章很长，我只节选了当中两段在这里念一下，谢谢大家！ 

 

戴晓莲（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古琴专业教授、上海市非物质文化古琴艺术传承人、纪念活动

总策划）：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张子谦先生的亲朋好友： 

 大家好！ 

今天和诸位一起纪念古琴大家张子谦先生诞辰 120 周年，我的心情是复杂而激动的。既为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大家济济一堂的空前盛况感到欣喜，又因为在此时回忆起张子谦先生的点

滴过往，其音容笑貌仿佛回到眼前，不免心生感伤。于我而言，张子谦先生既是我敬爱的九叔公，

给予我亲情的关怀与温暖；也是我尊敬的古琴老师，传我琴艺、引领我在古琴艺术道路上不断前

行；还是同样任职上海音乐学院古琴专业的前辈同事，以其人格与精神激励我将古琴艺术用心传

承下去。可以说，张子谦先生的长期教育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极大程度上感染和塑造了今日的我，

使我有机会感受到古琴艺术的美妙、有可能领悟到古琴艺术的精髓、有信心担负起古琴传承与发

展的重担。张子谦先生 1991 年去世，28 年后的今天，我看到有着越来越多的人喜爱他的艺术、

仰慕他的品格、继承他的琴学、传递他的精神，这实在令人激动。我想，张先生的在天之灵如果

知道今天有这么多人真心热爱古琴，愿意为古琴事业出一份力，他一定会感到自己一生为古琴奉

献的心血没有白费，一定会觉得自己为古琴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一定会深深感到欣慰。 

怀揣这样的感动和缅怀之情，我们举办了这次的系列纪念活动。这次活动，我们有意将纪

念张先生与上海近现代古琴历史的大背景相结合。因为张子谦先生的一生，正是亲身参与和见证

近现代上海古琴起落兴衰、变化发展的一生。我们即以此为契机，搜集资料、钩沉史籍、梳理脉

络、条分缕析，以期能够勾勒出上海百年琴史的基本概貌。这一部分内容，主要体现在了我们布

置的上海百年琴史图片资料展和出版的《上海百年琴史纪事》这一书中。另一方面，想要充分理

解和体会一个琴人的生平作为和艺术成就，也必须放到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去分析，

尤其是在近现代这种古琴生存环境遭逢巨变的时代，我们就更有必要去看看一个琴人是如何应对

这种变化、其艺术又是如何受到时代影响的。这一部分内容，则既充分体现在昨晚的纪念音乐会

和这次出版的《张子谦操缦艺术》唱片中，还会在今明两天的研讨会上进行充分的讨论。当然，

我们是怀有美好的期望，想要把这些内容尽量做得完善一些，但限于水平，自然还会有不少不尽

如人意之处，也希望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最后，感谢上海音乐学院和音协领导对活动的大力支持，感谢各协办方的鼎力相助，感谢

各位贵宾的大驾光临。希望这次活动的举行，能够获得些微的成绩，为古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谢谢大家！ 

 

龚一（上海民族乐团一级演奏员、中国非物质文化古琴艺术传承人）： 

 

今天我真的有点受宠若惊，我是音乐学院的老学生，当年附中是 4 年学制，本科是 5 年学制，

所以东平路到汾阳路，这一段范围到陕西南路，真真是 9 年！所以对这个地区有着特殊的情感，

老师那更不用说了。张子谦老师在琴学、琴乐、文史、理论、打谱研究、演奏发展继续传承以及

情绪思想方面都做出过杰出贡献。 

我们音乐学府中本科就有吴振平、张子谦、刘景韶、顾梅羮、沈草农等几位老师，为我们古

琴传授了几代人才。今天我们所纪念的张老师，这是一位受学生尊敬，能够亲近接触并受到大家

喜爱的老师。张老师曾经是全国文联委员、上海音乐家协会理事、上海音乐学院研究所特约研究

员、扬州广陵琴社前社长，他还是建国以后第一位职业古琴演奏员。上海民族乐团展演于全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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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与陆春龄、孙裕德两位前辈，并称为上海民乐三大家。他组织今虞琴社不顾高龄，亲自参订

活动场所，发通知、贴邮票、投邮筒。以他为首的今虞琴社所传授的古琴学生之多，参与的社会

活动之多，社会影响之大，在古琴范围之内，张老师是为数不多的一位。张老师性格开朗，说笑

自如，有个特点是给学生上课没有时间概念。一个上午、一个下午下来，精神劳累的他一边要拍

着拍子，一边哼着曲调，不时的示范。他有一次跟我说：“老伙计啊，一天下来还真是有点累。”

我今天听了很多同学朋友叫我“龚老”，其实我告诉你“老”早就有传承的，因为这 20 岁不到的

时候已经被张老称为“老伙计”啊。 

他率真的性格其中包含了更多的是真诚，因此受到很多人的尊敬。比如他常常说要我们讲出

他刚刚弹得有什么不好？他甚至命令我不许说好，一定要说出不好的地方来。对琴曲新创这个态

度也是和一般琴友有所不同，认为要支持新创，而且亲自移植了《南泥湾》、《白毛女》等歌曲。

他鼓励我们说创新上面你们比我好，吴景略比我好，他最让我感怀着他说了一句名句：“你们超

不过我，你们就没得出息！”他对我们后辈更是关心、鼓舞有加，他说你们不要像草布袋。“麻布

袋，草布袋，一代不如一代！”这两句话说出了他对艺术展延规律的认知，对后辈的鞭策和激励，

又展现了他可爱的、可敬的、坦诚的、真诚的胸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