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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城市职业学院闽南
文化与民间艺术传习基地办
公室常务副主任 陈心晖：

探索创新转化
赋能非遗传承

声 音

本期“闽南非遗印象”融媒

体专栏，我们走进多位古琴艺术

家的工作坊，了解这项非遗的前

世今生，也积极探索出“职教+非

遗”的创新传承模式。

近年来，我校深耕传统文化

传承创新，特邀南薰琴院创始人、

院长何君艺老师担任客座教授，

并于闽南文化与民间艺术传习基

地设立“古琴闽音坊”，将古琴艺

术与大漆工艺两项非遗项目深度

融合，主要开展两大核心项目：古

琴艺术教学与斫琴工艺实践。

在古琴艺术教学方面，“古

琴闽音坊”目前开设了“美育古

琴艺术”公选课，面向全校学生

普及古琴文化与演奏技巧；同

时，这里也是“综合材料”“漆工

艺”“闽南非遗技艺”等专业课程

中斫琴教学的实践场所，为相关

专业学生提供深入学习古琴制

作工艺的平台。

通过古琴艺术课程的学习，

我校学生不仅掌握了基础的古

琴演奏技巧，更在学习过程中提

升了艺术审美能力，培养了对传

统文化的热爱与传承意识。通

过以师带徒的模式，参与斫琴工

艺课程的学生能够完成一系列

复杂制作工序，制作出古琴作

品。下一步，基地将持续探索出

一条“非遗保护-教育赋能-创

新转化”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让

千年古琴在现代校园中奏响新

的时代清音。

龙人古琴创始人、斫琴家、
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谢建东：

让闽派古琴
走向走向““大众共享大众共享””
晨报记者 叶子申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厦门开放大学）陈心晖

闽派古琴历经千年积淀，既是福建地

理人文的艺术结晶，亦是中华古琴文化的

重要支脉。在当代传承中，其以守正创新

的姿态，正逐步从区域文化符号升华为兼

具历史厚度与现代活力的文化品牌。

谢建东是福建省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

人，现为龙人古琴创始人、斫琴家、福建省

工艺美术大师，福建省非遗项目古琴制作

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漳州市首批文化名

家。近日，记者专访谢建东，请他介绍闽派

古琴的历史渊源和传承创新情况。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闽派古琴的发展

渊源。

谢建东：闽派古琴的历史可追溯至五

代末年与北宋初年。据《宁化县志·郑文宝

传》记载，当时琴人郑文宝师从琴家崔遵

度，其琴艺获崔遵度盛赞“恐古有之，若今

则无”，此为闽派古琴之早期印记。

五代至宋代，福建琴人群体渐兴。明

代，“闽派”称谓正式见诸文献。琴人刘珠

在《丝桐篇》中提及“近世所习琴操有三，曰

江、曰浙、曰闽”。

清代是闽派古琴的鼎盛期。据载，清

代闽派琴人达48名，形成多元发展格局。

20世纪初，祝桐君弟子许海樵、再传弟子张

慕樵承续脉络，福州刘含章、黄濂，闽南黄

松、周子秀等琴人亦坚守传承。近年来，一

批优秀的传承者在积极传播闽派琴学，取

得良好成效。

记者：闽派古琴的发展与地理环境是

否相关？

谢建东：福建依山傍海的地理特质，深

刻塑造了闽派古琴的传播路径与艺术基

因。地处东南边陲的福建，境内山峦起伏、

江河纵横，历史上交通相对闭塞，形成了独

特的文化地理单元。自秦汉以降，中原文化

伴随人口迁徙，经闽北（如浦城）、闽西（如长

汀）两条通道传入，再沿闽江、九龙江等水系

向沿海扩散。这一轨迹在闽派古琴的发展

中清晰可辨：南宋朱熹（闽中尤溪），明代杨

表正（闽西永安），清代李光塽（闽南安溪）、

祝桐君（闽北浦城）等琴人的活动地域，恰与

中原文化入闽路线吻合，使闽派古琴呈现出

“由北向南、沿溪而布”的地域流动特征。

此外，福建丰富的自然资源亦为古琴

艺术提供了物质基础。琴人们就地取材，

逐渐形成“演奏、制琴、研谱”一体化的创作

模式，使闽派古琴不仅以演奏见长，在斫琴

技艺、琴曲创作等领域亦独具特色。

记者：闽派古琴的分布区域有哪些？

谢建东：历史上，闽派古琴在八闽大地

广泛分布。福州、泉州安溪、厦门同安、漳

州、龙岩连城、三明永安、南平浦城等地均

有丰富的琴人记载与琴事活动，形成“多点

开花”的格局。

近现代以来，随着福建经济文化重心向

沿海转移，闽派古琴的传承中心逐渐集中于

福州、漳州、厦门等地。如今，闽派古琴的影

响力已超越地域限制，通过文化交流传播至

大陆各省、台湾地区及东南亚国家。

记者：闽派古琴有哪些特点？

谢建东：闽派古琴在艺术实践中形成

五大鲜明特质。其一，风格激昂，彰显地域

精神。清代琴人黄晓珊在《希韶阁琴瑟合

谱》中指出：“八闽之激昂。”

其二，法度严谨，注重以音传神。祝桐

君在《与古斋琴谱》中强调“虽同其音，或异

其节，神情各别”，要求演奏者通过细腻指

法与节奏变化传递情感。

其三，琴歌传统，提倡依咏和声。闽派

古琴将琴曲演奏与歌唱结合，提出“依咏和

声”法，即通过吟唱带有指法标记的腔韵，

辅助记忆琴曲结构与节奏。

其四，教学创新，融合减字工尺。为降

低学习门槛，闽派琴人将古琴减字谱与传

统工尺谱结合，形成“谱字标音、工尺记拍”

的教学体系，使初学者能更直观掌握音高

与节奏。

其五，重视琴歌，文献实证丰富。明代

闽派琴人尤其推崇琴歌艺术，杨表正所辑《重

修真传琴谱》收录101首琴歌，占全书曲目半

数以上，形成“琴曲与琴歌并重”的独特风貌，

为研究古代声乐艺术提供了珍贵资料。

记者：闽派古琴的价值体现在哪里？

谢建东：闽派古琴的价值可从四个维

度解读。首先是艺术审美价值：其“激昂而

不失法度、琴歌与演奏并重”的风格，丰富

了中国古琴的艺术表达体系。

其次，是文献文化价值：从古至今，闽

派古琴留存的大量琴谱、琴论、制琴文献，

记载了不同时期的琴学思想与技术细节，

是研究中国古琴发展史的重要史料。

再次，是历史传承价值：自明代成为独

立流派以来，闽派古琴始终保持地域特色，

其“因地理而兴、随文化迁徙而变”的历程，

映射了福建历史地理与人文精神的演进。

此外，还有当代文化意义：在海峡两岸

及“一带一路”交流中，闽派古琴成为沟通

情感的文化桥梁。龙人古琴等机构的国际

化传播（如亮相米兰世博会），更向世界展

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契合“文化自

信”的时代主题。

记者：目前闽派古琴的存续情况如何？

谢建东：当前，闽派古琴形成了“核心

区辐射、多形态并存”的存续格局。龙人古

琴作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占地300

亩，集斫琴、研究、教育于一体，拥有2名省

级代表性传承人、2名市级代表性传承人、5

名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其“龙人冰弦”等专

利技术，累计惠及省内外及台湾、港澳地区

上万琴友。

近年来，古琴也逐渐融入现代生活，如

进高校开设选修课、社区举办体验活动、文

旅场景引入琴艺表演等，使传统艺术从“小

众雅玩”走向“大众共享”。

记者：近年来，龙人古琴在保护和传承

闽派古琴方面做了哪些举措？

谢建东：龙人古琴自2003年成立以来，

构建了“全链条、立体化”的传承模式。

首先是非遗活态传承：设立龙人斫琴

坊，将现代木材改性处理技术与传统斫琴

工艺相结合，每床琴均花费7年时间制作，

解决古琴易开裂变形的难题，同时引入声

学检测等现代技术，形成“传统工艺+科技

赋能”的制作体系。

在学术研究与教育方面，龙人古琴研

究院联合高校开展闽派琴学研究，出版《鹭

门古琴》《中学生古琴文化教程》《闻声知

道——古琴文化读本》《学古琴，赏古韵》

《福建琴人史料辑录》等成果；与闽南师范

大学、泉州师范学院、厦门大学、台湾明道

大学等10余所两岸高校合作设立“龙人古

琴课堂”，通过学分制教学、社团活动等培

养专业人才，并创办漳州市龙人艺文职业

技术学校，将古琴纳入职业教育体系。

在文化传播与交流方面，自2011年起，

每年举办“龙人古琴文化季”，涵盖名家音

乐会、古琴文化研讨会、古琴文化知识竞

赛、闽台大学生琴歌大赛等活动；2015年代

表中国传统音乐亮相意大利米兰世博会，

2019年起举办“闽台大学生古琴文化论文

大赛”，促进两岸青年文化互动；此外，通过

短视频平台、国际巡演等渠道，向全球传播

闽派古琴艺术。

在生态体系构建方面，在长泰打造“古

琴文化村”，融合斫琴体验、琴学研修、游学

研学等功能，形成“生产-传播-消费”闭环，

年接待访客超10万人次，成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示范样本。

龙人古琴

谢建东斫琴。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