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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唐琴有一个过程，具体讲，我对
唐琴的认识，原来也和一般古琴家的认识
完全一样，只不过由于工作关系长期接触
文物，又学了一点理论，因而在普遍的认识
过程中向前发展了一步。我想把这个认识
过程罗列出来，对青年古琴家和初接触古
琴的朋友认识古琴与学习鉴定文物，可能
会有所启发和帮助。
    任何人对某一事物或某一类文物的认
识，都有一个由浅入深逐步提高的过程，对
识别传世古琴中的唐琴、雷琴自然也不能
例外。识別琴的来源首先是继承传统，包括
书本和琴谱、师授和古琴界多种传说以及
所接触到的实物。开始有个极粗浅的认识，
久之发现矛盾而产生疑问，又寻求方法以
解决疑窦。如此反复，最后摸出一个规律，
于是使认识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前进了一
步。兹将认识过程缕叙于后。

  一、继承传统阶段

  对古琴最初的认识，首先是家中有一
张大明嘉靖涂思桐仿唐李勉制的“百衲”琴
和《五知斋琴谱》、《琴学人／-j》二书，经过
摸挲阅读，知道了古琴的多种样式、名称、
内外各部位的专有名词和大体的构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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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及投入师门后，又懂得了好琴要有走手
音，见到了更多的明琴和唐宋元琴，懂得了
要看款字、断纹、木质和辨声音。只要声音
响，蛇腹断，木质松，有款字的就是好琴。
腹款写或刻的是什么朝代，就是什么朝代
的琴，而牛毛断纹多是明琴。既而又知道
“唐圓宋扁”的时代特点，有雷氏款和唐代
年款的当然是唐琴，无款而琴面圆拱的也
是唐琴；发大蛇腹断、木质朽旧、形制扁平
的琴是宋琴。大凡黑漆中有几处朱漆的琴
总不晚于元朝，栗壳色与朱漆的断纹琴，其
时代均早于宋。在这段时间里，我有机会反
复观赏了管平湖老师斋中壁间、案头的全
部古琴，也看过了汪孟舒先生所藏的唐宋
古琴，锡宝臣旧藏的至德丙申款“大圣遗
音”，程子容购得的李伯仁旧藏的“飞泉”以
及故宫博物院新发现的至德丙申款“大圣
遗音”。从而加深了凭声音、木质、断纹、漆
色、款字、铭刻来断定古琴年代的认识。于
是凭这些认识，经常同挚友一起去各处看
琴，为之鉴别年代。当时北京收藏家大兴冯
恕病故，所藏文物随之而流散出来。其所藏
的“松风清节尸琴，因其子曾学琴于黄勉之
之门而享名于当时琴坛，为老辈琴家所重。
“松风清节”琴为仲尼式，琴面弧度较圓，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