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3
2025年5月30日

星期五
编辑：吴天祺
设计：徐霖海
校对：李嘉强

指
导
单
位
：
厦
门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厦
门
市
文
学
艺
术
界
联
合
会

主
办
单
位
：
厦
门
城
市
职
业
学
院
（
厦
门
开
放
大
学
）

承
办
单
位
：
厦
门
城
市
职
业
学
院
闽
南
文
化
与
民
间
艺
术
传
习
基
地

海
西
晨
报
社

官方微博@海西晨报 官方微信 haixichenbao 太阳网www.sunnews.cn 新闻热线 8080000

为深入感受
古 琴 魅

力，更好传承这项非
遗，来自厦门城市职
业学院的胡鑫、杨景
融担任“非遗体验
官”，走进南薰琴院，
跟着古琴艺术家何
君艺学习、体验。她
们也在思考如何将
这门非遗与自身所
学专业结合，从而实
现创新发展。

在两岸文化
交流的舞

台上，来自台湾的闽
派古琴（厦门）福建省
级代表性传承人陈雯
以数十年的坚守，谱
写古琴传承与两岸文
化交融的动人篇章。
本期，我们走近陈雯，
聆听她与这项非遗的
故事。

晨报记者叶子申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厦门开放大学）陈心晖

晨报记者 叶子申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厦门开放大学）陈心晖

闽派古琴（厦门）福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陈雯：

“琴”牵两岸 共谱新章
初学时没有老师没有琴谱

陈雯与古琴的相遇，宛如一场“先结婚

后恋爱”的奇妙旅程。自幼钟情音乐的她，

14岁师从台湾古筝艺术家马锦銮，学习传

统古筝，并于1977年凭借古筝专长考入台

湾艺术大学。当时该校每年从新生中选拔

一人学习古琴，因琵琶老师林谷芳的一句

“古琴很好”，陈雯毅然踏上了古琴学习之

路。

彼时的台湾，古琴学习条件艰苦——

学校里没有专业老师，没有现成琴谱，甚至

连古琴都难以寻觅。好在一名学姐主动找

上门，将古琴售予陈雯，陈雯就这样拥有了

人生中第一张古琴。

1979年，陈雯的古琴启蒙老师王海燕

将其引荐给古琴耆宿孙毓芹教授。起初，

作为“插班生”的陈雯并未得到孙教授的青

睐，但凭借自身努力，她逐渐赢得了老师的

认可，师生关系也从严肃转为融洽。此后，

陈雯在古琴艺术道路上稳步前行。

往来两岸传播古琴艺术
2003年，中国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古

琴迎来新的发展契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和文化传播的日益多元，古琴在两岸民众

中越来越受欢迎。陈雯见证了古琴从无人

问津，到多家大学古琴课程爆满的转变。

而陈雯，早已成为推动这股热潮发展、

连接两岸琴韵的关键力量。2010年10月，

陈雯应邀参加首届海峡两岸国学论坛。此

后，她几乎每月都飞赴大陆至少一次。

2018年，她担任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古琴

艺文课程主讲教授，讲授琴史、琴乐美学等

课程，还为学校古琴社团提供专业指导。

尽管奔波劳碌，但她始终未曾动摇，

“我还是想坚持下去”。简短的话语中，满

是她对古琴传承的坚定信念。

在两岸古琴文化交流诸多活动中，

2016年在福州举办的“和韵”海峡两岸古

琴音乐会令陈雯尤为印象深刻。“可容纳千

人的会场座无虚席，演出门票早早售罄，我

感受到两岸对古琴艺术的热爱与重视。”陈

雯说。

自2018年起，陈雯的身影还频繁出现

在上海、重庆等地，或举办古琴音乐会，让

悠扬琴音浸润听众心田；或出席研讨会，与

同行共探古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我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在古琴交流活动的所有形式中，陈雯

尤为喜爱雅集。“在雅集的氛围里，没有隔

阂，没有台上台下的界限，琴人们随心随性

地弹奏、交流。”陈雯说，这种纯粹的艺术氛

围，正是她心中古琴文化传承与交流的理

想状态。

“我觉得我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在陈雯看来，古琴可以作为媒介，引发两岸

文化的交融与共鸣。2021年2月，陈雯荣

获闽派古琴（厦门）福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称号，这份荣誉是对她多年坚守与付出的

肯定。

陈雯说，她非常乐意将台湾的古琴艺

术分享给大陆的古琴爱好者，持续推动两

岸古琴文化交流。

在古琴艺术家何君艺的南薰琴院内，

一张张古琴静卧于古朴琴桌之上。指尖轻

抚琴弦，悠扬琴音流淌。这场采访，让我真

切触摸到古琴作为非遗的深邃内核——它

不仅是音律之美的载体，而且凝结着中国

人独特的精神哲思与生命追求。

何君艺老师将古琴视作一门生活哲

学。他常以古训“琴者，禁也”阐释：“习琴

的过程，本质是对静、善、美的深度探寻。”

在他看来，“心正而音正”，琴音是演奏者内

心修为的直观映照。面对急于求成的学

生，他总会谆谆告诫：“弹琴先修身，指法易

学，心法难求。”这种将艺术造诣与人格修

养相融合的教育理念，让古琴教学升华为

人文精神的培育。

他更生动比喻，古琴应成为现代人生

活的“精神补给”，褪去高雅艺术的神秘面

纱，化作滋养心灵的日常养分。

当下，古琴传承迎来时代新机遇，我

所学习的旅游管理专业可成为其破圈发

展的强劲助力。其一，可以打造“古琴文

化体验游”，让游客在琴声雅韵中调弦抚

琴，沉浸式感受千年琴韵；其二，可推出

“寻音之旅研学游”，带领人们追溯古琴文

化的历史脉络；其三，可借助 VR 等高科

技，打造沉浸式古琴体验馆，开发“古琴声

音地图”小程序，实现古今琴文化的“云端

对话”；其四，可以举办闽南古琴艺术节、

开发琴谱文创产品、推进“古琴进民宿”，

以多元形式构建“文化体验—消费—反哺

传承”的生态闭环，让古琴在文旅融合中焕

发蓬勃生机。

陈雯致力于推动两岸古琴文化交流。

担任“非遗体验官”，参与古琴专题采

访，于我而言，像是推开了一扇镌刻千年时

光的雕花木门，得以近距离感受古琴的艺

术魅力。当指尖轻触琴弦的震颤，感受着

历史的余温，我收获了诸多感动。

与南薰琴院的何君艺老师深入交流，

让我了解了古琴艺术的背后故事。演奏者

指尖流淌的音符，时而如清泉叮咚，婉转低

吟；时而似战鼓擂响，激昂澎湃。他们将对

曲目的深刻理解、内心丰沛的情感，尽数融

入每一个音符之中。像《高山流水》，传递

的不仅是琴声，更是知音难觅的情谊。

古琴传承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清晰可

见。快节奏的现代生活，让静心聆听古琴

的人寥寥。但互联网时代也为古琴传承打

开了新窗口。通过网络交流碰撞，古琴文

化触达更多人。这让我坚信，传统文化唯

有创新传播，方能历久弥新。

古琴与我所学的旅游管理看似迥异，

实则在文化与情感维度紧密相连。我认

为，将古琴元素融入旅游，能碰撞出别样火

花：可开发“古琴文化主题线路”，让游客听

琴学琴、参与山水雅集；以古琴曲为景区背

景音乐，营造沉浸式氛围；把古琴制作、琴

谱修复转化为研学体验项目。这种跨界融

合，既赋予传统文化现代活力，也为旅游增

添独特魅力。

作为旅游管理专业学生，我愿以创新

为笔，将古琴文化融入旅游产品设计，让千

年雅器借旅游之翼飞入更多人生活，助力

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

■胡鑫（旅游管理24B班）探寻古琴创新之路

“非遗体验官”们与何君艺（左一）面对面交流。记者叶子申摄

非遗与文旅双向奔赴
■杨景融（旅游管理24B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