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泠泠七弦音，声声动宋城。

7月 8日晚，在第五个中国古琴日即

将到来之际，中国著名古琴教育家、演

奏家杨青莅临赣州艺术剧院，举办《古

琴·琴歌——杨青古琴音乐会》，赣州数十

名琴友同台献艺。千年琴音在夜晚的宋

城悠远低回，将赣州与古琴的情缘演绎得

更加紧密而深厚。

古琴，又称瑶琴、玉琴、七弦琴，是中

国传统拨弦乐器，有着三千多年的悠久历

史。2003年11月7日，古琴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入世界第二批“人类口述与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古琴七弦十三

徽，2019年，中国琴会将每年的 7月 13日
设定为中国古琴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

历史长河中，古琴位居“琴棋书画”四艺之

首，早已超越纯粹的音乐范畴，寄寓着修

身正行、君子之道等中国人文精神，成为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

2022年 1月，赣州古琴艺术入选第六

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近年来，在传统文化的复兴浪潮中，

赣州古琴艺术文化日渐盛行，方兴未艾。

一批古琴社如雨后春笋在赣州悄然出

现。其中，赣州离染琴社从2017年创办至

今，仅中心城区就有6000多名市民参加了

古琴公益课程学习，现已辐射到上犹、于

都、崇义等地；在章贡区大力推动的“艺动

章贡”全民艺术普及工程里，古琴课程热

度居高不下。赣州琴人体量之大，在古琴

圈内蔚为壮观、令人瞩目。

杨青老师感慨地说，赣州古琴艺术

有着国内少见的、非常深厚的群众基

础；对于音乐会上同台表演的众多赣州

琴友的表现，杨青老师笑称“这是展示

实力来了。”

宋城墙上，贡水之滨，竹丝巷里，郁

孤台前，身着国风汉服的琴友三三两两

相互邀约，或晨练、或交流、或雅集，清

逸脱俗，超然尘外，不亦快哉。昔日“阳

春白雪”的古琴，正在飞入寻常百姓家；

古琴讲座、古琴雅集、古琴快闪、古琴演

出……丰富多彩的古琴活动日渐成为

宋城一道靓丽的风景。从文旅融合，到

非遗传承；从赣州大剧院，到社区大舞

台；从北京长城音乐节，到辐射全国几

十座城市的教育培训……赣州古琴的

影响力与日俱增，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

化盛景。

“用音乐影响一座座城，我们一直在

路上。”古琴非遗传承人、赣州离染琴社社

长李淑贞表示，赣州古琴艺术任重道远、

前景光明、未来可期。

2021年7月27日，受中国国际教育电视台邀请，赣州49名琴友和4名箫友登临长城，以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参

加《竞秀长城·乐动中国》长城音乐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大余丫山天空之镜景点，琴友携琴打卡。

赣州古琴：

独树一帜的文化盛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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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月21日，为

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

赣州首支古

琴 快 闪《我

和 我 的 祖

国》在 赣 州

城市中央公

园开拍。

2021年7月30日，来自天津音乐学院的著名古琴演奏家李凤云、洞箫演奏家王

建欣伉俪在赣州大剧院举办公益讲堂，众多琴友前来聆听。

2023年7月8日晚，著名古琴教育家、演奏家杨青在赣州艺术剧院与赣州琴友

同台演出。

南 康 家

居小镇，一场

琴箫雅集在

这里举行。

上犹天沐温泉小镇，琴友户外抚琴。古琴文化赋能文旅产

业蔚为时尚。

越来越多的孩子学习古琴演奏，他们身上承载着古琴文化的未来与

希望。

赣州城市中央公园里，晨练的琴友与一池莲叶交织成和谐的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