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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昨天晚上，经过

1 个多小时的忙碌，
位于上海博物馆一

楼展厅内的约 200

公斤重的大克鼎被
搬到第二展厅。静待

与现藏于中国国家
博物馆的大盂鼎在

上博二楼重聚。今天
上午，大盂鼎在上博

开箱点交并在大克

鼎旁落位。
“鼎盛千秋———

上海博物馆受赠青

铜鼎特展”将于 6月
18 日在上海博物馆

开展，将展出自殷商
晚期至春秋战国的

有铭青铜鼎 21 件。
其中，潘氏家族捐赠

的大盂鼎、大克鼎将
重聚上博。大克鼎、

大盂鼎是迄今为止
有铭青铜鼎中最大

的两件，与现藏台北
故宫博物院的毛公

鼎合称“三宝”。
展览中展出的

青铜鼎均为上海博
物馆 1952年成立以

来，源自社会各界人
士的慷慨捐赠。潘氏

家族捐赠的大盂鼎、

大克鼎被视为鼎中
翘楚，于 19世纪先

后出土于陕西眉县、
扶风地区，后为潘家

珍藏，历经战乱，世
代守护。新中国成立

后，潘达于女士代表
家族将此双鼎无偿

捐献给国家，成为上海博

物馆的“镇馆之宝”。1959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 周年之际，大盂鼎北上，现藏

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另一件重器毛公鼎则以全形拓
的形式在展览中展示呈现。

2004年 2月，国家文物局、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
博物馆曾举办大盂鼎和大克鼎的联合展出，以纪念两

尊大鼎曾经的主人、捐赠人潘达于女士的 100岁寿辰。
此次，盂克双鼎重聚沪上，与范季融、胡盈莹夫妇捐赠

的秦公鼎，孙煜峰先生捐赠的刘鼎，李荫轩、邱辉夫妇

捐赠的宁女父丁鼎，沈同樾女士捐赠的父庚祖辛鼎等
19件青铜鼎一同亮相。记者在展厅看到，捐赠人姓名

和履历以前所未有的显眼程度，悬挂于所捐赠物品的
上方，上博以此致敬所有的国宝捐赠人。

上海博物馆还将于下月中旬在上海举办“中国古
代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届时将邀请数十位国内学者

围绕商周考古新发现、青铜器与金文研究、古代文明研
究展开研讨。同时，上海博物馆将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

合推出一系列合作推广活动，并合作研发相关文创产
品，从多角度阐释中国古代艺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
“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将持

续至 7月 18日。 本报记者 乐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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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古琴斫制非遗传承人华一志
    正在展览中的“百年百艺·薪火相

传”中国传统工艺邀请展主会场上海宝
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内，由保护单位

上海音乐学院推荐入选的古琴作品“古
月龙吟”（见上图）吸引了不少观众注目

与驻足，据介绍，“古月龙吟”的独特之处
在于，把传统的古琴两个固定雁足演变

为七轴，采用七个独立的可无极调音并

能自锁的木质弦轴，作人字形排列，名为
“七星轴”，并于 2015年获国家专利。此

发明一改三千年来古琴“换弦难、调音
难”的状况，让每个演奏者都能独立进行

换弦和调音。这正是华一志的“作品”。

起源于小提琴
华一志与弦乐器的缘分始自对音乐

的爱，1955年出生于上海的他，喜爱拉小

提琴，17岁那年他被分配到上海机器修
造厂当钳工。遗憾的是，华一志的左手在

一次工伤中骨折，无法再进行提琴演奏，
但对音乐的热爱却难以割舍，他将全部

精力都转移到了弦乐器的修造上。

上世纪 80年代，华一志东渡日本留
学，在大阪当时最有名的卡内基弦乐器

有限公司进修和工作，半年不到的时间，
华一志就进入了公司里顶级弦乐器修造

技师的梯队。在那里，华一志得以接触并
修复了包括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瓜

尔耐利、瓜达尼尼、蒙特雅娜等在内的 20

多把价值超过百万美元的世界顶级名

琴，日本《读卖新闻》把他称作“修复过斯
特拉迪瓦里琴的第一个中国人”。

1991年，上海音乐学院开始筹备开
设提琴制作专业，在贺绿汀、丁善德等老

院长的热情邀请下，华一志作为特殊人
才受聘回国，参加提琴制作学科的创建

和教学工作。教书育人几十载，华一志的
学生早已遍布全球，薛艺、尹颖等人还获

得了世界顶级制琴大赛的金奖。

1998年，华一志的修复手艺还挽救

了一场国际交流音乐会。当时，法国吉他
大师米歇尔·奥蒙的访华音乐会巡演到

沪，没想到刚下飞机，米歇尔那把价值万
余法郎的吉他就不小心撞出了一个大窟

窿，而演出在即，正在米歇尔急得六神无
主之际，演出方找到了华一志，原本不再

抱有任何希望的米歇尔没有料到，经过

华一志整整一夜的工作，“身负重伤”的
吉他居然修复如初，而“神医”华一志拒

绝了米歇尔的酬劳，华一志说：“如果中
国的艺术家到法国演出遭遇这种情况，

毫无疑问，法国人民也会这么做的。”

回归于古琴
如果说西方弦乐器开启了华一志的

音乐之门，那么中国传统弦乐器———古琴

的斫制则是华一志一场悄无声息的回归。
“小提琴和古琴是同属弦乐器。只

是，一个是西方弦乐器，一个是东方弦乐
器。二者振动与发声原理相同，斫制的基

本功相同。”在华一志看来，提琴做得再

好，起源和文化都在欧洲，而他想亲手做
出真正具有东方属性的乐器。

作为古琴斫制技艺的代表性非遗传
承人，华一志很传统却一点也不守旧，他

开始将西方弦乐器讲究的木材的声学性
能和机械性能等参数引进到古琴选材

中，尝试使用鱼鳞云杉作为古琴的面板。
同时，他还力主改变古琴仅作为室内乐

演奏乐器的现状。
千百年来，古琴一直被认为“阳春白

雪、曲高和寡”。究其原因，古琴作为独奏
乐器，音色较为低沉、音量较小，在不使

用扩音设备的前提下，难以实现与其他
乐器同奏，亦无法在宽阔场所进行大型

演奏，对它的传播推广造成了一定限制。
有别于传统古琴将音孔置于琴底的

做法，华一志根据弦乐器的振动和发声

原理，把古琴的音孔改制在面板弦道之

外的两侧，既美观又不影响演奏，底板则
是由传统的平面改为略带弧度的设计，

以增强共振效果。他还以传统龙的图腾，
亲手设计为音孔的外形，再以凤的形状

设计为纳音，栖于龙的底下。
华一志告诉记者，把音孔设计在面

板上的作用，是为了让琴弦的振动由面

板至底板，再通过底板反振出音孔。“这
样的设计，科学地完成空气在琴腔里的

二次振荡，大大提高了古琴的音量。”华
一志还将这个设计的理念及振动原理，

铭刻在了琴的背部。
2014年，华一志被授予“上海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古琴斫制”代表性传承人的
称号。同年，上海音乐学院也获颁“上海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斫制保护单位”
铜牌。2017年，为支持华一志在古琴斫制

上的钻研和务实创新，上海音乐学院特
批教育用房给华一志，作为古琴斫制的

传承基地。

坚守中创新
华一志的工作室位于上海音乐学院

附中的东北角小楼，门上挂着一个金属
牌———“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斫制技

艺”，屋子只有十几平方米，整整齐齐摆满
了各种琴的部件与修造工具，最醒目的自

是古琴无疑。工作台的边墙上钉了一块一
米见方的木板，上面密密匝匝挂满了华一

志日常修琴用的百余件工具———蚂蚁锉、
篣……各有其形，操作者的心思得有多缜

密，才能保证用毕之后物归原处呢？华一
志笑着揭秘，原来，他把每一件工具的外

形都用淡淡的铅笔样画在了木板上，每次
使用后，依样循返即可。

华一志从门背后拿出了他的绝
活———一把红木手柄，历经百余年、几代

人之手的中国大锯，用以制作古琴最基
础的一步———开大料。此次参加“百年百
艺·薪火相传”中国传统工艺邀请展

的古琴“古月龙吟”，由华一志独立设

计、历时三年研制而成的，从开料至
成琴均由华一志手工完成，为纪念恩

师胡维礼，故取得此名。
“我一直坚持‘洋为中用’，重在

‘中’，‘古为今用’，重在‘今’，只有在
坚守传统中不断追求创新发展，才能

做好非遗的活态传承。”斫琴了大半辈

子，从提琴到古琴，华一志说，自己的
专业与志趣始终没有改变，更没有“跨

界”，“这是我在专业和志趣上的‘回
归’。扩大古琴的音量，让古琴在不使

用扩音设备的前提下，能发出自身的
充满东方韵味的琴声。我将用我的余
生去做好这件事。”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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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盂鼎（右）与大克鼎今天上午重聚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他他他让让让古古古琴琴琴换换换弦弦弦调调调音音音不不不再再再难难难

弦乐器制作师华一志的双手，即使细细观察，也丝毫
觉察不到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三十多年前，正是这双
手，使他被誉为“修复过斯特拉迪瓦里琴的第一个中国
人”，如今，也正是因为这双手在古琴上的灵巧翻飞
与摸索，终于大大改善了古琴千年来的换
弦与调音难题。“知音少，弦断有谁
听？”弦断，不再成为古琴演
奏者的心头之痛。

活起来传统文化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