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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记者证年度核验公示

在中国，古代文人有四艺必修：琴、
棋、书、画。而这居首字的“琴”，即专指古
琴。古琴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它与
众多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曾有过密切的
交集，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了诸多脍炙人
口的故事。

关于古琴的创造，历来有着众多的说
法，如东汉琴家蔡邕在其著作《琴操》中
说：“首昔伏羲氏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
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此外还有
神农说、炎帝说等等，足以说明古琴确实
是在很古远的年代就已经出现了。千百
年来，古琴制作工艺不断发展着，大约成
熟于唐代。上百道传统的古琴制作工序，
无不体现着阴阳自然、天地四时的文化
思想。

斫琴家谢建东,以手中的斧与凿，刻画
着他的文化情怀与人生梦想。除了“斫琴
人”身份之外，谢建东同时是龙人古琴创
始人，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古琴传统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致力于
打造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古琴文化的传
承基地与交流平台。

十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七年斫一琴七年斫一琴

在谢建东的斫琴生命旅程中，有两个
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一个是古琴的
世界。因痴迷古琴，他曾更换手机号码，

只与家人和极少数朋友联系，一心沉浸在
古琴的世界里。这一隐，就是十年。春去
秋来，为了斫制一张好琴，他不知翻阅了
多少部典籍，研究了多少床古琴，拜会了
多少位琴家。唐代诗人王维曾写道：“独
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
月来相照。”这正是谢建东当年的内心
写照。

功夫不负有心人。谢建东的执着和
天赋，使他制作的古琴逐渐得到众多知名
琴家的赞誉。一时之间，“龙琴”声名远
扬，但问题与困难随之而来。

众所周知，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气候
差异大。琴体在温湿度差异大的环境下，
容易产生变形或开裂。早年，谢建东从事
木材研究工作，曾组织相关专家承担木材
研究的国家项目，对木材的特性十分了
解。谢建东通过大量的古琴样本分析，结
合传统斫琴文献资料，认为琴材的品质、
稳定性是一床合格古琴的关键。于是他
创造性地将现代的木材改性技术应用到
古琴制作上，采用物理方式，花费4年的时
间，改良琴材的品质，降低木材的吸湿性
和吸水性，提高尺寸稳定性、生物耐腐性
和耐气候性。经过稳定性处理的琴材斫
制出的古琴，能够很好地适应南北不同的
气候环境，一举解决古琴易塌腰拱背、变
形开裂的问题。

谢建东在攻克琴材稳定性难关之后，
组织众多学者、琴家和相关的技术人员共
同研发“龙人冰弦”。“龙人冰弦”以高强度
合成纤维丝、真丝及尼龙丝制作而成。传
统琴弦用蚕丝制作，音质古朴，但易断且
不稳定容易跑音，使用不甚方便。近现代
以来，匠人们逐步用钢丝弦替代传统丝
弦，克服了丝弦易断的弊端，更耐用，但其
余韵腻长且带有金属声，失去古琴应有的
古朴韵味。而“龙人冰弦”恰好具备丝弦
音色古朴，钢弦耐用稳定的优点，同时克
服它们各自的缺点。这一传承创新，被著
名古琴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李祥霆
先生赞誉为“划时代的贡献”，为琴弦的革
命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此外，“龙琴”的髹
漆工艺植根于福建深厚的漆艺文化历史，
将诸多传统髹漆技艺融入古琴的灰胎制
作中。“龙琴”的灰胎采用纯正的生漆、鹿
角霜作为原料，经过十几道工序反复地打
磨、髹涂。面漆则采用厚料髹涂工艺，追
求大漆本身的质色、肌理。“龙琴”的髹漆，

需要花费近两年的时间，以确保其工艺品
质，使得古琴能够传世。

如今，谢建东的“龙琴”得到广泛的认
可。每一床“龙琴”均由手工斫制，历经选
材、定型、琴面、槽腹、合琴、配件、灰胎、打
磨、定徽、安足、面漆、上弦等上百道工序，
花费七年的时间斫制而成。“衡量一床古
琴的好坏，对于我们来说很简单——好弹
好听。”谢建东说。“好弹好听”看似很简单
的两个标准，其实背后涉及诸多古琴制作

工艺标准。“好弹”指弹奏手感，右手弹弦、
左手按弦轻松，不抗指不拍面沙音，且声
音反应灵敏，表现力强，有“亲手”感。这
与琴弦高低、低头处理等条件有关，而最
根本的是取决于琴材的品质、稳定性等因
素。“好听”指的是古琴音色，传统衡量音
色的标准有“四善”“九德”之说。“四善”即
苍、松、脆、滑。“九德”即奇、古、透、润、静、
圆、匀、清、芳。谢建东在传统音色审美基
础上，总结出“龙琴”的音色品质要求，一
要松而不空，指的是古琴发音的灵敏程
度，指起弦动，声音在槽腹内得到充分的
振动与共鸣，达到音质具有穿透力但不空
洞浮泛的效果。二要亮而不薄，指的是古
琴发音清亮且宽厚饱满，好的古琴应是共
鸣集中且均匀，每条琴弦的振动都能有着
充分的共鸣效果。三要实而不死，指的是
古琴发音坚实有力，且具有灵动感。要实
现这三点要求，需要对琴材品质、槽腹结
构、髹漆工艺等诸多因素有着深刻的理
解。为天下好琴者做好琴，是谢建东最大
的心愿。

筑梦天柱山筑梦天柱山，，为古琴安家为古琴安家

谢建东一方面深入钻研典籍，一方面
运用先进的现代化科技手段，不断改进斫
琴工艺流程。由他创立的龙人古琴，已成
为琴界最具代表性的品牌之一。但谢建
东还有一个梦想，就是“给古琴安个家”。

谢建东深知古琴绝不是件简单的乐
器。千百年来留名琴史的，绝大多数是文
人士大夫，如孔子、司马相如、陶渊明、李
白、白居易、苏轼。他们以琴修身、以琴言
志、以琴冶心。古琴因而有了生命，有了
灵魂，有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哲学——琴
道。有道可守的地方，才是古琴真正
的家。

云天志向，山川襟怀。2010年起，谢
建东在风光秀丽、群峰环绕的长泰县国家
森林公园天柱山脚下创建龙人古琴文化
村。文化村设有龙人斫琴坊、龙人古琴研
究院、福建省龙人书院、福建龙人古乐团
等机构，集古琴制作、琴学研究、文化传
承、艺术传播、教育及游学等于一体，成为
弘扬古琴文化的重要基地，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交流、创新、发展的重要平
台。2011年，龙人古琴文化村被福建省人
民政府列为省重点文化产业园区；2013
年，被原文化部列入中国重点文化产业项
目；2014年被原文化部评为国家文化产业
示范基地；2016年成为福建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古琴传统制作技艺保护
单位，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闽派古琴保护单位；2017年成为福建省海
外华文教育基地；2018年成为福建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生产性保护传承
重点单位。如今，鲤鱼跃龙门，中国第一
个古琴文化村落——龙人古琴文化村在
他手中诞生。古琴有“家”了。

孵化梦想孵化梦想，，致力古琴教育致力古琴教育

谢建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践行
者、传播者。他的梦想就是斫好琴，传播
古琴文化。他创办的福建省龙人书院，内
设学堂、讲堂、乐堂、藏书楼、百琴堂、多功
能厅、食堂、客舍等，是国内唯一一所以古
琴文化为核心的书院。书院成立学术委
员会，聚集了全国知名的文史哲艺、文化
产业和华文教育等学科的专家学者，如葛
剑雄、陈来、邓小南、王学典，从历史、艺
术、美学以及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
文化尤其是古琴文化如何融入当下生活，
推动古琴文化走向世界。新近成立的中
华孔子学会儒家乐教研究专业委员会，同
样集聚了来自历史、哲学、音乐学、琴家等
多领域的学者，共同开展古琴乐教的研究
工作。

谢建东在民政部登记注册成立的龙
人古琴研究院，是国家级古琴专业研究机
构，汇集了当代优秀的琴家、学者，集众家
之所长，开展打谱创作、古琴制作、琴弦研
制、琴学琴史研究、课程开发、古籍整理、
编撰出版等工作。他主持的龙人古琴研
究院与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合作编撰出版国内首部《中学生古琴文化
教程》，与厦门大学国际汉语推广南方基
地合作编撰面向全球孔子学院的《闻声知
道——古琴文化读本》，与华侨大学华文
教育研究院合作编撰面向海外华裔青少
年的古琴文化读本《学古琴，赏古韵》。

谢建东还十分注重古琴教育人才的
培养。龙人古琴先后与厦门大学、天津音
乐学院、闽南师范大学、华侨大学、泉州师
范学院、台湾明道大学、集美大学、厦门理
工学院等高校紧密合作，互设基地，在部
分在院校内设立龙人古琴课堂，并将古琴
教育计入学分或作为大学的通识教育课
程。在此基础上，龙人古琴研究院与闽南
师范大学文学院、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人文
与传播学院、华侨大学文学院、泉州师范
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等高校联合办学，开
设首届古琴文化教育卓越人才班，培养古

琴教育人才。龙人古琴还与闽南师范大
学继续教育学院合作，举办成人本科音乐
学古琴方向学历教育。2022年，漳州市龙
人艺文职业技术学校获准成立，古琴文化
传承进入了职业教育。

通过精心策划和组织，谢建东举办了
龙人古琴进校园系列活动。自2015年起，
在厦门、漳州的大中小学举办龙人古琴进
校园系列活动，探索传播以古琴文化为核
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方式，以古
琴音乐欣赏、琴与诗歌、琴与书画等多种
主题形式，在60余所大中小学推广古琴文
化，让广大学生认识古琴，喜欢传统艺术，
感受传统文化之美。同时，谢建东助推古
琴文化“走出去”。2015年, 长泰古琴代表
中国传统音乐艺术参加意大利米兰世博
会, 谢建东开展了为期半年的古琴文化艺
术展，并到欧洲各城市，举行古琴文化讲
演活动。龙人古琴文化村常年接待或举
办来自孔子学院、海外华裔青少年的文化
交流活动，以图文解说、实地参观、古琴演
奏、文化体验等形式，介绍中国古琴文化。

“古琴，是我生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传承古琴文化是我一生的事业。”谢建东
与古琴结缘，已然达到物我两忘，琴人合
一的境界。云霞飞渡，岁月如歌，斫琴家
谢建东始终坚守那一份初心，斧凿于天地
之间，情系每一床“龙琴”，愿他亲手斫制
的古琴和他为之奋斗的事业，流传百世。

（来源：福建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
中心）

台湾莲农简福川68岁了，他在大陆
18年，一共买过3辆汽车。

最早的一辆是皮卡车，跑了70多万
千米后报废。“除了发动机什么都换过
了。”他说。

另外两辆，停在简福川在厦门的农
场里。两辆车的里程相加，也超过了60
万千米。

18年，3辆车，130万千米……一道
简单的数学题，算出了简福川在大陆的
状态：每年平均跑7.2万千米。

为何会如此奔波？原来，人称“莲
花伯”的简福川，把莲花基地开到了厦
门、广东、浙江、江苏、湖北等地。来大
陆的这些年里，他常常一个人开着车往
返于各个基地，每个月巡回一次，一个
来回就有6000千米的车程。

如此勤劳，源于热爱。
“我出生于台南，那时周围有许多

人种莲花。”简福川说，“从小我就觉得
莲花太美了，于是就有了长大以后种莲
花的想法。”

30岁时，简福川开始在台湾实施他
的莲花梦。奋斗20年后，虽然莲花事业
小有成就，但苦于土地资源稀缺，无法
大规模种植，他将目光投向大陆。

2006年的一天，简福川在赴大陆考
察的飞机上，看到杂志上一篇介绍莲花
镇莲花村的文章，惊奇厦门竟有这样一
个地方：镇、村、山都以莲花为名，“想必
那里种了很多莲花”。

那一年，他怀揣300万元资金，只身
来到莲花山下。让他失望的是，到了目
的地他才发现，当地无人种植莲花。怎
么办？思考再三，他还是留了下来。

“我的祖先是从福建到台湾去的，
我们的根在闽南。在莲花镇莲花村莲
花山下种莲花，把这里变成名副其实的
莲花村，肯定很妙。”简福川说。

如此热爱，所以坚守。
从一片荒地，到建起 120亩的莲花

池，简福川以异于常人的毅力，克服了
无数的困难。

沙土并不适合种植莲花，他花了三
年多时间改良土地；好莲花需要好水来
种植，他花费苦功，引入山泉水；市场销
路没打开，他拿着从别的莲花基地赚的
钱，补贴在厦门的资金投入；村民不配
合，他一次又一次地用心与他们沟
通……

“头几年，我天一亮就泡在水里，为
了能够尽快把莲花基地建设起来。”简
福川说，“一年等，两年盼，三年无希望，
四年姑且攒攒看看，第五年眼泪配碗
饭，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努力再看看。”

如此坚守，才能成功。
漫步在 120亩的莲花池畔，记者看

到，简福川的基地已经历了岁月的沉
淀，600多个品种的莲花，让这里成为周
边许多学校的科普教育基地。他的招
牌品种九品香水莲，是莲花中最娇贵
的，但在厦门培育成功并打开了市场。

“九品香水莲茶”“莲花面膜”“莲花
香”……这些产品因为坚守品质，受到
市场欢迎。

一个更大的计划已经开始了，简福
川说，他正整合自己在全国各地的莲花
基地资源，以厦门为核心，打造两岸青
年农业科技孵化中心，让更多年轻人通
过这个平台，边学习边实践，找到从事
莲花产业的方向和方法。

“我喜欢做一件事就坚持、专心地
做下去。大陆的农业市场广阔，利好政
策多，更给了我长久发展的信心。”简福
川说，他的目标，是在中国更多的土地
上，开出一朵好莲花。

（来源：东南网 福建日报记者：
林丽明 游笑春 通讯员：杨心亮）

台胞风采

“莲花伯”与他的“莲花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