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弹拨类乐器 古杉木伏羲式 古琴

产品名称 弹拨类乐器 古杉木伏羲式 古琴

公司名称 扬州百乐坊古筝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包装:纸箱泡沫
产品类别:竖琴
型号:古杉木伏羲式

公司地址 中国 江苏 扬州市广陵区 湾头镇万福路188号

联系电话 86 0514 87880411 18605202133

产品详情

包装 纸箱泡沫 产品类别 竖琴
型号 古杉木伏羲式 材质 杉木
颜色 实物 规格 实物

材质：面板为古杉木 底板为楸木 大漆、鹿角霜为胎，生漆工艺
内添朱砂，岳山、冠角为紫檀木、红木、红檀，琴轸、雁足为白牛角、黑牛角、紫檀、红木、红檀。

特点：形态优美、琴体暗红、音韵韵足、泛音清亮

扬州华夏民族乐器厂座落在中外驰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已有十多年的生产民族乐器的历史。生
产工艺先进，技术力量雄厚，拥有技术精湛的专业设计人员和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生产的泉韵牌、凤
鸣牌古筝、古琴、琵琶等乐器，造型典雅、选材精良、纹饰优美、品种繁多，具有四大类上百个品种。
我厂还根据消费者的要求开发了专利产品幼儿筝。

【以下为转载百度百科的“古琴”资料，详见www.baidu.com】

百科名片

古琴



古琴，亦称瑶琴、玉琴、七弦琴，为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古琴是在孔子时期就已盛行的乐器，
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四千余年，据《史记》载，琴的出现不晚于尧舜时期。本世纪初为区别西方乐器才
在“琴”的前面加了个“古”字，被称作"古琴"。至今依然鸣响在书斋、舞台上的古老乐器。

简介 

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历史阶段中，“琴、棋、书、画”历来被视为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必由之径。古
琴因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寄寓了文人凌风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而在音乐、棋术、书法
、绘画中居于首位。“琴者，情也；琴者，禁也。”吹箫抚琴、吟诗作画、登高远游、对酒当歌成为文
人士大夫生活的生动写照。春秋时期，孔子酷爱弹琴，无论在杏坛讲学，或是受困于陈蔡，操琴弦歌之
声不绝；战国时期的伯牙和子期“《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事，成为广为流传的佳话美谈；魏晋
时期的嵇康给予古琴“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的至高评价，终以在刑场上弹奏《广陵散》作为生命的绝
唱；唐代文人刘禹锡则在他的名篇《陋室铭》中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
耳，无案牍之劳形”的淡泊境界。1977年8月,美国发射的“旅行者”2号太空船上,放置了一张可以循环播
放的镀金唱片,从全球选出人类代表性艺术，其中收录了著名古琴大师管平湖先生演奏的长达七分钟的古
琴曲《流水》用以代表中国音乐。这首曾经由春秋时代著名琴家伯牙的弹奏而与钟子期结为知音好友的
古曲,如今又带着探寻地球以外天体“人类”的使命,到茫茫宇宙寻求新的“知音”。 琴的创制者有"昔伏
羲作琴"、"神农作琴"、"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等说，作为追记的传说，可不必尽信，但却可看出琴在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根据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古琴除用于郊庙祭祀、朝会、典礼等雅乐外，一度盛
兴于民间，深得人们喜爱，用以抒情咏怀。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民间诗歌集《诗经》中得到
印证。《诗经�周南�关雎》：“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
之萍。我有嘉宾，鼓瑟鼓琴”；《诗经�小雅�常棣》：“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诗经�小雅�鼓
钟》：“鼓钟钦钦，鼓瑟鼓琴”；《诗经�小雅�甫田》：“琴瑟击鼓，以御田祖”；《诗经�鄘风�
定之方中》：“椅桐梓漆，爰伐琴桑”；《诗经�郑风�女曰鸡鸣》：“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这说
明古琴至少在春秋时期，便是一件在民间非常普遍、非常受古人喜爱的乐器。古琴在古代人们的认知度
是相当广泛的，“四大名著”中有三部明确有对琴的描写，古代诗词、史书、小说、戏文、绘画、古董
瓷器⋯⋯古琴大量存在，史实、文学、艺术作品均来源于实际生活，这得有多么广泛的社会基础才能造
成这种现象。所以说，古琴在我国古代民间曾经是相当普及的，至少在读书人中是家喻户晓。也正因为
这样，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琴艺术终于传承到了今天。 2003年11月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宣
布了世界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中国的古琴名列其中。2006年5月20日，古琴艺术经
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划分在“民间音乐”类。

古琴鉴藏要领 
古琴断纹不经百年而不出是一种误解，断纹成因复杂，多与制作过程中的漆胎处理和后期保存环境有关
，断纹的出现是递增的过程，不可能精确到一百年那一天突然出现，随着时间不断递增才是科学客观的
说法。从历史传世实物来看民国制作的古琴也有断纹。有的传统工艺制作古琴更是在制作未完成时就已
出现断纹，分析漆胎断纹鉴定文物古琴非常重要的一点。伪制断纹古已有之，方法很多，如用猛火烘烤
，再以冰雪激之使其进裂；或以蛋白渗入灰中刷漆，做成后用甑蒸，然后风干；或用石膏做灰底烤制等
。其实，断纹真伪经仔细观察区别还是很大的，真断纹纹形流畅，纹尾自然消失，纹峰如剑刃状；而假
断纹经过冷热催化或刀刻等过程，难免有失自然，出现破绽。古琴的铭刻，也是鉴定古琴真伪的重要依
据。琴背均为刻款，而琴腹则有刻款和写款两种，刀刻者容易保存，墨写的若年代长久，则较难辨识。
古琴腹内之刻款，如琴体两侧上下板粘合处无剖过重修的痕迹，大多是原款，若发现重修痕迹则需仔细
研究。最难辨认的是将老琴剖开重修刻上伪款而粘合处又做得天衣无缝者和用古木制琴时就刻上伪款者
。不管腹款、背款，资深的鉴定家还可以从历代帝王年号的惯称、用字避讳及一个朝代或某书法家的书
风加以辨认。以弹奏为主要目的收藏者，一定会以琴的音色为主要标准之一，我们听一张古琴的声音，
音色沉厚而不失亮透，上中下三准音色均匀，泛音明亮如珠而反应灵敏，就知是一张上好的古琴了。有



的古琴因有断纹，而按音弹奏时会出现“刹音”，影响听觉，此时要慎重权衡得失，切勿轻易弃之。收
藏古琴一般选择干燥墙壁垂挂，不宜长时间平放；古代的传世古琴由于年代久远木质疏松，若长时间平
放，则容易造成“塌腰”，现代新制古琴则不用一定挂起，质量合格的琴平放几十年也不会塌腰。古琴
作为乐器应经常弹奏为好，否则会使音色暗、涩，且会生虫存蛀损坏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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