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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非 薪传遗

程广桐 凝千年古韵，斫匠心精神
本报记者 徐雪霏

一个人演绎百态人生
本报记者 孙瑜 摄影 李晏

古法制琴工序繁杂

融汇诸多传统技艺和文化理念

记者：您是如何接触到古法斫制古琴技艺的？

程广桐：我一直很喜欢书法，总会看到一些描
写古琴的诗词，这些诗让我觉得古琴非常神秘，
因此很想了解一下。2007年，我在天津鼓楼买了
一张古琴，老板为我介绍了一位天津青年古琴演
奏家教我弹奏。在学习过程中，我发觉老师的琴
音特别好听，和我的很不一样，老师说那是因为
她的这把琴出自名家之手，而外面卖的大多是批
量生产的古琴，因此音质上会有一些差别。从那
以后，我就对制作古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从
各种渠道查阅到一些关于古琴制作的资料，但也
仅仅是对古琴制作工序粗略地描述，想要学会制
作古琴还是得请教专业的老师。

偶然的机会，我听说了古琴制作名家苗元
先生，我特意去拜访他，请他收我为徒，并在家
里的厢房建了一个自己的工作室。随着对古琴
制作学习的不断深入，我开始痴迷于这项技艺，
在2013年正式辞去了公司的工作，开始专心研
究古琴制作。

记者：您和师父学艺时，他都向您传授了哪

些古琴制作的技法经验？

程广桐：古法斫琴包含大大小小近百道工
序。一张古琴从选材到作品完成，需耗时一年
半以上，是一个非常繁琐的制作过程。主要工
序包括选材、定式、造型、槽腹、辨音、微调、定
音、合琴、配件安装、靠木漆、裹夏布、上粗灰、上
中灰、上细灰、打磨、补灰、试音、面漆、再打磨、
推光、揩清、镌刻琴铭、上弦等。

选材方面亦是如此，古法斫琴对原材料要
求苛刻，每张琴均采用百年以上古旧梁柱、门板
等为原料，使用苎麻布通体包裹，鹿角霜调和生
漆作为灰胎。制作过程中，需要遵照传统工序，
耗时两年左右制作完成，因此需要斫琴师有足
够的耐性和毅力。

我和师父学艺时，每一道工序师父都非常
耐心地给我讲解，我也认真记了笔记，但古琴制
作光懂这些工序还远远不够，每张古琴都有它
的独特之处，选材不同用料多少也会不同，这师
父也没办法给你一个固定的公式，只能通过在
制作过程中不断摸索经验，总结出自己的规律。

记者：古法斫制古琴技艺有何独到之处？

程广桐：古法斫制的古琴音色高古、通透、
圆润、余韵悠长，低音醇厚、高音清越，可与唐宋

老琴媲美。其形制清雅美观、古朴自然，音正韵
和。这些特点得益于对每道工序一丝不苟、精
益求精的态度，以及融汇了木工学、木材学、漆
艺、乐理等诸多门类知识的智慧结晶。

而古法斫制的古琴之所以能有如此特点，
更在于古琴的每一步制作都是由斫琴师手工完
成的。比如古琴制作中有一道“掏槽腹”的工

序，古琴的面板选好后，会先按照模板把外形做
好，再用斧子将琴面一侧劈出一个大概的弧度，
然后再用刨子、锉等把琴面做准，等琴型弧度都
有了，就把它翻过来放到桌子上，让弧度朝下，
平面朝上，用夹具固定后将平的这一面掏空，这
一步就叫“掏槽腹”，实际上就是给古琴掏一个
音箱出来。

而这一工序的核心就在于要根据木板的密
度、硬度等因素，来考量槽腹掏的厚薄程度，这
最终会影响到古琴的音色能否达到最好的效
果，因此古琴制作依靠的是斫琴师的技法和经
验，这是机器很难完成的。

同时，采用古法斫制的古琴都有着极高的
留存价值，因为在制作过程中斫琴师会严格把
控每一个环节，因此制作周期极长，一张琴大约
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制成。我制琴十余
年，也不过才制成100余张琴。那些从唐宋年
间留存下来的古琴之所以流传千年，直至今天
依然可以弹奏，也正是因此原因。

记者：古法斫制古琴技艺中这个“斫”字如

何理解？

程广桐：自古人们就习惯将制作古琴的人称
为“斫琴师”，这个“斫”指的是古琴制作当中的一
道工序，就是用斧子劈砍古琴的弧度或是用铲
刀挖槽，但是古琴的制作远不止这些。其实早
在元明时期已经有人把“斫琴”改称为“制琴”，因
此我在申请非遗传承项目时将名称定位“古法
斫制古琴技艺”，虽然也带了“斫”，但还加了一个
制作的“制”，我认为这样的表述会更加全面。

丰富古琴文化体验

在沿袭古法的基础上创新

记者：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古法斫制古琴技

艺的传承情况，是如何传承到您这一代的？

程广桐：民国时期，琴学大家杨宗稷在京开
办了“九疑琴社”挂牌办学教琴，他当时收了一
名学生，也就是被人们称为当代琴圣的管平湖

先生。在和杨宗稷老先生学弹琴的过程中，管平
湖先生也掌握了制作古琴的技艺，现在故宫博物
院收藏的一些珍贵的古琴都是管先生修的。后来
有一位老先生叫田双坤，他接触到了管先生，并开
始和管先生学习制琴的技艺，然后又传给了我的
老师苗元。如今，这项技艺从管平湖先生创立开
始，传到我这代已经是第四代了。

虽然古法斫制古琴技艺已历经百年传承，但
如果想精进制琴技艺，就要不断汲取新的养分，我
的师父是这么做的，我也是这样。师父是我的第
一位老师，但在潜心制琴事业的这些年里，我接触
到了很多爱琴的朋友，也有比我年长的一些师辈
的斫琴师，我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在不
断完善制琴技艺的同时，也会在此基础之上，加入
个人的理解，进行一些创新。但无论如何，传承脉
络是我的根，只不过我一直在丰富这个大树的枝
干，希望它枝繁叶茂，从而走得更远。

记者：您能谈谈您自己在古琴技艺上都做了

哪些创新？

程广桐：古琴有这样一个特点，不同琴型的长宽
厚大都相同，唯一有所差别的就在它的外形，不同的
琴型代表古琴不同的样式。疫情期间，我在家研发
出两种琴型，一个是龙渊式，“龙渊”是我国古代的一
柄有名的宝剑，我以它为灵感创造出一个新的琴
型。另一个是焦尾式，其实从汉朝就已经有了焦尾
式，但通过查阅古代的琴书资料，我认为焦尾式还原
的并不准确，同时也不太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因此我
根据个人的理解，又创造了一种焦尾式，这也是我迄
今为止做过的最令自己满意的一张琴。

再有就是对一些细节上的改进，比如我做了一
张落霞式古琴，就像傍晚的彩霞一样，古人做落霞
式，承露这个地方是直的，但我为了契合它像云一样
的波浪外形，对这个地方进行了一些改进，将这里也
变成波浪形，使古琴整体看起来更加和谐和美观。

记者：您觉得现在大众对古琴的了解程度如何？

程广桐：现在相较于我刚接触古琴那时好了
很多，但是我觉得还远远不够。现在自媒体如此
发达，很多人知道古琴这个名称，但还是有不少人

认为古琴就是古筝，其实二者是有很大区别的。
因此我认为古琴现在还是属于一种小众艺术。

记者：那您觉得这对古法斫制古琴技艺的传

承会产生阻力吗？

程广桐：传统技艺想要传承下去确实有一定
的难度，但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现在我也在教
授几个学生弹奏古琴，偶尔会做一些关于古琴的
公益讲座，也有一些喜欢制琴的琴友会来我的工
作室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对古琴制
作感兴趣的人还是很多的，只不过古琴制作需要
能够静下心来，还得耐得住性子，这点很少有人能
够坚持下去。

古琴制作是一项传统技艺，不仅动手能力要强，
还要对古琴有着深刻地理解，古琴总归是一种演奏乐
器，斫琴师不仅要会做琴，还要听得出琴的好坏。因
此在培养传承人方面，我希望他首先可以会弹奏古
琴，这样在制作古琴的过程中，可以及时地发现问题，
通过听琴的声音、感受琴的手感，来进行调整。

记者：对于古法斫制古琴技艺未来的传承，您

还有哪些计划或打算？

程广桐：未来我希望可以打造一个古琴文化
体验馆，不仅可以体验弹奏古琴，还可以体验制作
古琴，让更多的年轻人在这里可以了解古琴，甚至
喜欢上古琴。

其实，我觉得对非遗传承来说，不仅是学生想
要找到好老师，老师也希望可以遇到好学生。就像
古琴制作，它对斫琴师的要求很高，不仅要对这项
传统技艺感兴趣，还要有一定的天赋，其次要耐得
住性子，同时也要做好这项技艺并不能带来多大收
益的心理准备，但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太难了。

所以如果未来遇到好学生，我也会竭尽全力
地辅导他，将我全部的技艺和经验传授给他。好
在我女儿非常喜欢古琴，从上高中开始，她就和我
学习制琴技艺，也在跟我学弹琴，只不过现在她去
外地上大学，就暂时中断了。不过她也表示，毕业
后还想和我继续学习，如果她真的能坚持下去的
话，我希望她可以帮我将古法斫制古琴技艺继续
传承下去。

□ 独角戏最大的特点

回归戏剧的本体——剧本和演员

北京鼓楼西剧场副总经理、国际独角戏剧
节策划人李国杰，从事戏剧方面工作有十年时
间了，谈起举办独角戏戏剧节的初衷，他表示：
主要是2022年受疫情的影响，由于不能聚集，
当时大部分剧组都没法排练，有几名演员提出
想做独角戏，独角戏演出形式简单，只有一名导
演，一名演员，不用人员聚集，但是更考验演员
的功力。为了能够走上舞台，几名演员都愿意
进行这样的尝试。

李国杰介绍，在那样的情况下，“鼓楼西戏
剧”诞生了自己的第一部独角戏，该剧是改编自
卡夫卡的短篇小说《一份致某科学院的报告》，
由郗望导演、李腾飞主演的《一只猿的报告》。
青年戏剧人郭笑得知消息后，也主动找到“鼓楼
西戏剧”，介绍了自编自导自演的独角戏——
《象棋的故事》。后来，青年导演丁一滕得知此
事，就建议“鼓楼西戏剧”再做一部独角戏，组成
独角戏演出季。不久，“鼓楼西戏剧”推出了第
三部独角戏《吉他男》，改编自挪威当代作家约
恩·福瑟同名经典剧作，由何雨繁自编自导自演
的。这三部戏共同组成了鼓楼西“八周年独角
SHOW”系列，系列演出在市场上和行业内引
起极大的关注，李腾飞凭借独角戏《一只猿的报
告》，获得了第32届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主角
提名奖。
《一只猿的报告》《象棋的故事》《吉他男》三

部独角戏都是根据世界名著改编的，这三部独
角戏作品风格各异，每一部都有其特别之处，让
观众们见识到了，即使只有一个演员，也可以在
舞台上为观众带来形式不一的戏剧体验。
“独角戏最大的特点就是回归戏剧的本

体——剧本和演员。”在李国杰看来，独角戏看
似简单，其实很难，需要有优秀的剧本和优秀的
演员，特别考验演员的演技。一个人表演，如果
没有过硬的技巧，往往很难抓住观众，而且独角
戏舞台上基本没有复杂的舞美，演员要独自表
演1到2个小时，将观众吸引到表演中来，是非
常不容易的。演员需要用一些技巧，让观众不
分神，注意力集中在演员身上。

李国杰也坦言，从制作的角度来看，独角戏
这种艺术形式与其他的舞台剧并没有什么不
同，虽然是一个人在台上演，但是服装、道具，化
妆、灯光等都得具备。不过，相对于大剧场的剧
目来说，独角戏投入少，成本可控，对于出片方
来说压力不大。

在对独角戏有了一定的前期铺垫后，李国
杰有了举办独角戏剧节的想法。世界上不少国
家，像俄罗斯、以色列等，有各自的独角戏剧
节。有了想法后，李国杰立即开始筹备“首届鼓
楼西独角戏剧节”，最后于2023年3月份举办了
首届鼓楼独角戏剧节，这个活动是我国第一个
专门为独角戏举办的戏剧节，在业内和社会上
引起很大的反响。

有了成功举办首届戏剧节的经验，“鼓楼西
戏剧”今年举办了第二届独角戏剧节，名字也改
为“第二届国际独角戏剧节”，今年的戏剧节特别
邀请了来自丹麦的欧丁剧团、希腊的剧团以及
中国香港舞台剧女王焦媛参加，使其形成为国
际化的独角戏剧节，在北京主场演出了13部作
品，组织了9部短剧竞演，举办了10场讲座、沙
龙、工作坊等公益戏剧活动。此外，由于今年是
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周年，独角
戏剧节还在石家庄演出了3个作品，举办了两场
戏剧活动，在天津人艺实验剧场演出4部作品，
举行3场戏剧公益讲座和对谈。因为独角戏单
独举办戏剧节，这种形式在我国比较新颖，受到
很多年轻戏剧人的追捧，现在第二届国际独角

戏剧节已经接近尾声，李国杰他们已经开始积
极筹划明年的第三届国际独角戏剧节了。

□ 独角戏观看体验

演员与观众进行灵魂和思想上的碰撞

11月23日晚，《象棋的故事》在天津人民艺
术剧院实验剧场举办天津场的第二场演出。一
盏灯，一架钢琴，一把白色椅子，郭笑将一个人
的舞台演出了“千军万马”的气势，他展示的“倒
背木兰辞”“大段评书、贯口”等各种绝活引得观
众连连叫好。

演出结束后，郭笑表示自己觉得特别满足、
幸福，“作为编剧，我向大师致敬了；作为导演，我
跟头把式地把戏立起来了；作为一个演员，我不
但完成了‘导演’的任务，还超常发挥了很多。”

郭笑是独角戏《象棋的故事》的编剧、导演、
演员。《象棋的故事》这部剧的内容非常丰富，里
面致敬了很多中国和西方的文学。一部独角戏
里面表现了很多很广的艺术门类是非常难得
的。在创作过程中，创作者对人性的关注和对
人的本性的发掘是作品的关注重点。观众和郭
笑自己都同时是“表达者”也是“接受者”。
《象棋的故事》是郭笑第一部独角戏作品，

在呈现形式上，他用中国方式展现西方故事。
郭笑坦言，他对原著小说进行了本土化改编，以
中国象棋替代了原著中的国际象棋。为让创作
更为严谨，他拜访多位中国象棋界的大师，向其
讨教棋艺，畅聊中国象棋中的处世哲学。这些
掩藏在背后的种种努力，都在郭笑的独角戏舞
台中得以呈现。
《象棋的故事》这部独角戏总时长120分

钟，台词超过2万字，表演者在舞台上进行多重
身份的转换。在谈到创作《象棋的故事》的初衷
时，郭笑认为，自己之所以肯花十多年去琢磨
它，是因为这部戏对他来说不只是一部戏。
2022年是他学艺30周年，他觉得应该有这么一
笔，自己编、自己导、自己演，三者合而为一。他
认为自己的哪部戏都没有像《象棋的故事》编导
演这么高度统一过。在多数情况下，戏剧排练
时间多是花在编剧和导演、导演和演员的沟通
上，这个是最困难、最艰辛的过程，默契、配合等
都是问题，但独角戏将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在郭笑看来，理论上导表不分家是成立的，
演员必须得自己站上舞台，然后有导演看着，一
遍一遍客观地分析问题，但是独角戏是自己在

台上，自己审视自己并不客观，不那么有系统。从
一幕、二幕到三幕，他只能演出后回忆，想到哪儿
是哪儿，这一点就是个困难。他有时候找人帮忙，
看看自己应该怎么演合适，用最笨的办法，有时候
会录像，再反复揣摩。

刚看完独角戏《象棋的故事》首映的观众夕言
说，在自己看来，这部独角戏与其他多人的戏剧形
式比较，更像是一种一对一的思想交流。观众对
独角戏的风评往往是两极分化：如果观众的思想
和主创团队的初衷完全契合，观众会很喜欢。如
果反之，观众会没有代入感。

夕言认为，独角戏不像其他的戏剧形式靠更
多的戏剧冲突和情节去推动。独角戏需要一个剧
情和一条主线，不会有支线的剧情。与其他形式
的戏剧对比，独角戏的丰富程度受演员人数、舞美
条件等多种因素的限制。这样的戏剧形式往往会
更加凝练、更加突出核心，观众的观感也会更加浓
缩和直接，因此观众喜欢与不喜欢也异常分明。

从观众的体验角度来说，夕言认为，她在看其
他的戏剧时，可能会更多地关注故事情节是如何
被推动的，或者去大剧场看剧时，会更多地从舞
美、灯光、设计等方面进行考量一部戏。但在观看
独角戏时，她会更加专注于作者所想表达的情感，
比如《象棋的故事》。《象棋的故事》与其他独角戏
相比，更多使用了对话，而不是用肢体表演来推
动，回归到话剧的本质形式，靠“话”来推动，使观
众更加关注表达者到底想表达些什么，能从中体
验到一些什么。表达者和接收者在戏剧演出过程
中进行灵魂和思想上的碰撞，这一点非常重要。
由于目前市场上的独角戏以改编为主，观众对
最早的故事是了解的，主创的改编和表达一定
是融入了二创的思想。观众要看的就是主创
改编的部分。

比如天津场演出的另一部独角戏《四则恐惧
故事》，从年轻现代的女性视角出发，讲自己的一
些故事。这部戏给夕言的感受就是创作者没有用
一些有戏剧冲突的剧情推进，而仅仅讲一些自己
生活的感受，夕言在看完这部剧后，也一直感受着
主创人员的情感。对于夕言来说，如果她与主创
人员的感受是共同的，这部剧就会触动到自己，如
果是仅仅感受到剧情的表达等，可能无法被触
动。这也是独角戏区别于其他戏剧的一种魅力。

独角戏在讲故事的过程当中，会有更多的空
间去融入自我表达。比如一个演员在大剧场演一
些正剧，像《雷雨》，无论演哪个角色，首先演员要
非常像剧中人物。但是对于自编自导自演的独角
戏来说，首先是“我”在演，有可能同样的戏，换不

同的演员来演，就是天翻地覆的区别。因为每个
演员的气口、表演风格、表演方式都会有区别。在
大剧场戏剧里，由于人物的性格架构在那限制着，
差别不会这么显眼。但是如果放到独角戏里，差
别就有可能会很大。

这并不是夕言第一次看独角戏，她觉得小剧
场观独角戏的感觉会更好。小剧场给观众带来的
整体氛围感会更好一些，营造出来一种共鸣的感
觉，现在流行的沉浸式的演出受欢迎，与这种氛围
感有很大的联系。

□ 独角戏发展现状

戏剧市场有需求，观众审美有要求

中央戏剧学院原副院长、教授、古希腊戏剧专
家罗锦鳞在本届戏剧节天津场开幕式上介绍道，
戏剧是集体艺术，以表演为中心，与观众直接交
流，有现场性和纪实性。独角戏起源于古希腊，当
时古希腊节日有唱歌跳舞，后来有人提议演戏，便
产生了第一个演员，并由演员进行单独表演，之后
随着戏剧发展，演员数量逐渐增加。独角戏对演
员要求极高，演员需要扮演舞台上的所有人物并
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演员的个人能力，很大程度
决定了该戏能否吸引观众。

从2022年至今，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宋丽
博教授一直对独角戏表演教学工作进行探索，她
认为，从宏观角度讲，独角戏是我国当下戏剧舞台
上出现的一种戏剧文化现象，也是我国戏剧发展
进步的一种反映，体现出戏剧艺术工作者的戏剧
观念更加开放和多元了。伴随着戏剧艺术文化交
流的丰富，我国戏剧的发展不再停留在模仿、借鉴
的层面，激发了自己的原创力。

当下，在我国的戏剧演出市场中，戏剧作品的
美学风格更加包容多样，舞台上不同风格流派的
戏剧都出现了，观众的审美经验也随之丰富起
来。可以说，戏剧艺术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地影响
和服务于观众了。观众看戏，逐渐实现了能够根
据自己的审美需求，做多样化选择的自由。宋丽
博坦言，现在有一些观众很愿意去看独角戏，喜欢
这样一种演员与观众交流的独特方式，这是大剧
场戏剧不具备的特点，好的独角戏能够让观众欣
赏到高超的表演技巧。

宋丽博说，自己从事戏剧艺术工作已经有三
十多年了，亲眼见证了我国戏剧的动态发展，感
受到其趋势与特点。首先，独角戏的出现恰恰是
我国戏剧发展向好的一种表现。其次，独角戏在
戏剧艺术样式里属于一种小众的戏剧艺术，而且
不是任何人都能演。独角戏虽说只有一名演员，
但是这名演员不只演一个角色，可谓是一位演员
一台戏。这对于演员专业素质、创作技巧以及文
化艺术修养都有很高的要求。同时，独角戏也为
演员在舞台上，能够深度自由充分地表达自我提
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最后，既然戏剧市场有需
求，观众审美有要求，那么作为创作者和戏剧教
育工作者都应该与时共进，紧紧把握住戏剧发展
的时代脉搏，在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中，以及在
教育教学领域进行大胆拓展和创新。独角戏在
表演教学中的应用很有现实意义，开拓了演员的
戏剧创作观念，对演员的形象感、台词和形体的
表现力、舞台情感的驾驭能力以及表演交流方式
的多样化等都有要求。独角戏对于启发演员建
立行动性思维、形象性思维，情境性思维，培养
其独立创作的能力有很大帮助。

古琴作为中国传统拨弦乐器，自古

就被文人视为“高雅”的代表。古法斫制

古琴技艺与古琴相辅相成，自是也有数

千年的历史。这项技艺在唐代达到了高

度的发展，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作流

程和标准。它融合了文化、艺术、音律、

美学修养和木工、漆工等多种技术，体现

了中国古代文人对音乐和美的追求。

家住天津静海区的程广桐就是一位

斫琴师，师从古琴斫制名家苗元先生，并

创立了桐胤山房，专业从事古琴斫制、研

究和传承。2019年，程广桐作为第四代

传人，成功申请古法斫制古琴技艺为区级

非遗项目，并为这项传统技艺的传承付出

了不少心血。在程广桐看来，“古法斫制

古琴技艺工序复杂且耗时较长，考验的是

斫琴师持之以恒的耐性和决心，在生活节

奏如此快速的今天，想要静下心来并不容

易，但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走

近古琴，感受千年古韵的魅力。”

追踪热点

日前，第二届国际独角戏剧节天津

场在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实验剧场拉开

帷幕，从11月19日到30日，《象棋的故

事》《孟小冬——寻皇之路》《四则恐惧

故事》《一个女演员最后的瞬间》4部独

角戏，均是由一名演员完成整部剧的表

演，演绎出人生百态。同时，多场不同

形式的戏剧沙龙也与天津观众见面，让

观众欣赏到独角戏的多元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