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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想学一手？
制古琴，教你秘诀

斫琴，是指对古琴进行精工细作的工艺技术，
是中国传统技艺，也是一项复杂艰辛的工作。那
么，如何才能制作一床好琴呢？

斫琴的核心在于斫木，斫木的核心在于选
材。这是斫琴的第一道工序。

古人有训：“选材良，用意深，五百年，有正音。”
因此，要选上百年的老木料如梧桐木、杉木，且纹理
顺直无节疤、无裂痕；料还要大，至少是1.3米长、25
厘米宽、5厘米厚，才足够挖一床琴的槽腹。

第二道工序是挖槽腹。
制琴的重难点之一就是挖槽腹。手工斫琴，

要考虑琴材的纹理、年代、阴阳面，每一刀都得讲
究。只有边听音边试着下刻刀，才能使每床琴拥
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琴音。

第三道工序是上灰胎。
除了挖槽腹，重要的还有上灰胎。古琴的琴

面木质松软，为避免长期磨损，同时兼具传音效
果，琴器表漆下必有灰胎。灰胎的主要成分是鹿
角霜和中国传统大漆（生漆）。鹿角霜由梅花鹿、
马鹿和驯鹿等成熟后脱落的角制成，大漆则是天
然漆树流出的汁液。琴坯做好后须放置一年经受
四季变换，让其自然变形，减去斫琴时所产生的应
力，然后才上灰胎，必须反复刮20遍以上。

第四道工序是上漆。
制漆步骤较复杂，披麻、上灰、面漆、推光，每一步

都必不可少，才能保证古琴传承千年而音色不变。
因此，制作一张古琴，至少得花两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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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木匠的后代，居然无师自通成了古琴制作高手，你信吗？
2019年，我曾采访过“南山古琴艺术”传承人兰滇军先生，

了解到古琴又称瑶琴、玉琴、丝桐、七弦琴等，是中国传统乐器，传
承历史超过2500年。2003年，中国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入世界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古琴被列入我国首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简称“非遗名录”）。

制作古琴可不容易，一个木匠怎么就成了制琴高手？带着疑问，我们前往
南山“兰琴坊”一探究竟。

1818万元古琴万元古琴，，1010元钱捡元钱捡““漏漏””
四个月打造一架纯手工钢琴四个月打造一架纯手工钢琴

琴琴

十元钱“捡漏”淘到古琴

古琴制作，也称斫琴。“唐氏古琴传统制作技艺”，
2019年6月就被列入重庆市第六批“非遗名录”，至今已
传承第五代。

唐伟星是第四代传人，他的技艺来源于父亲唐岐
山。父亲13岁学木工，上世纪40年代，跟随师父刘双全
从老家四川遂宁来到重庆。1951年6月，修建重庆大礼
堂时，曾面向全国海选木匠，唐岐山师徒双双入选。师父
刘双全是川西一带很有名望的木匠，附近村落人家，不论
木活大小，像家具制作、修房造屋、寺庙祠堂修建等等都
要相请。特别是大户人家嫁女，随嫁古琴等物件，也会来
请他制作。唐岐山更不简单，30多岁就成了八级工，这可
是工人的最高职级，后来还当了四川省劳模。

生于1958年的唐伟星2012年开始制作古琴，迄今已
制出精美古琴近百床。说起为何会走上制琴这条“高端”
之路，唐伟星讲到了一次偶遇。

1983年的一天，他在当时的13路公交车站等车，见
一中年妇女，手提一床还在滴水的好似古琴的物件经过，
估计对方是才从垃圾堆捡到，嫌脏，刚找水冲洗了一下。
其他人漠然无视，唐伟星却把对方喊到一旁，问这个东西
卖不卖？对方很爽快，问给多少钱？他主动说给十块
吧。对方立马把物件递到他手上，毫不犹豫接过钱，一转
身就不见了。唐伟星也没想到，自己竟买到了一床名家
所制古琴，捡了一个大漏。因为，这床古琴此后被一位收
藏朋友以18万元收藏。其实，唐伟星能识这个“宝”，本事
并非一年半载培养出来的。

1977年参加工作时，他在重庆雕刻工艺厂担任雕刻
工，1986年调入重庆市出租汽车公司，这显然与他的喜好
不吻合。为何要这样做？因为他有一个梦想——自己做
钢琴。这个梦在重庆雕刻工艺厂没法实现，但新单位却
有这种可能。公司给他定了一个美工岗，他也开始摸索
做钢琴。幸运的是，时任经理坚定支持了他的想法。

钢琴是西洋乐器的“百乐之王”，唐伟星做钢琴的梦
想，是从制作小提琴开始的。

四个月做出纯手工钢琴

自小耳濡目染，唐伟星对木工的推拉刨锉基本技法
早已娴熟。

1975年，唐伟星开始学拉小提琴，那时买一把新的小
提琴要二三十元，贵的要上百元。他只好在拍卖行花8元
钱买了一把旧琴。旧琴用起来不那么舒畅，他就想何不
自己来做一把呢？

在父亲指导下，在18岁那年他很快就制作出了第一
把小提琴。此后一发不可收，很快又制出了第二把、第三
把……这时，他觉得只拉小提琴不过瘾了，他想弹钢琴！

那时的钢琴，可是难得一见的高级玩艺儿，他便约了4
个朋友到处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1982年，他们在重庆
郊区一所学校找到了一架旧钢琴，花300元买回来。一番
打量后，唐伟星突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自己做钢琴！

1986年，唐伟星和4个朋友合作，在其中一个朋友家
中，花4个月时间，做出了一架纯手工钢琴。时任重庆音
协主席叶语不相信，邀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钢琴
教授来到现场，从钢板、音板、击弦机、琴弦、箱体、键盘等
逐一验证，最后给予了确认。

1987年9月24日，重庆有媒体还专门对他进行了报
道，标题是：《四名青年四个月业余时间手工制作85键立式
钢琴》。有关专家在看了他们制作的钢琴后评价说，如果设
备和原材料能保证的话，琴的质量还会大大提高……

唐伟星向我们讲述了制琴的艰难：钢琴的钢板最难
做，因为是球墨铸铁材料。他参照旧钢琴的钢板先制出
模型，然后到位于化龙桥的重庆阀门厂，通过翻砂车间的
朋友才制作出来；琴弦也不简单，里面是钢丝，外裹一层
铜丝，全手工缠制，其强度和难度都不可想象……

陆续制出古筝吉他扬琴

钢琴制作成功，唐伟星有如登山到了山顶，后面的事
情做起来就更顺风顺水了。后来，他陆续制作了吉他、扬
琴、古筝等乐器。

他还不满足。1982年，唐伟星拜重庆著名金石学家、
篆刻家黄笑芸先生为师，学习书法、篆刻，这也为他后来
古琴制作中的落款打下了厚实基础。

有一次，书画朋友看见他收藏的一款古琴，遗憾地说
这琴无琴弦、无琴轸，没法弹奏。唐伟星说，那我自己来
修。起初，他并没注意到这床古琴还有题款，题款刻在琴
腹（共鸣箱）内，修琴时才意外发现。内中文字显示，上款
是民国19年，下款是渝北王普生制。王普生是制琴大家，

“唐氏古琴传统制作技艺”就传承于他。
抗战时，国民政府迁往重庆，随之迁来的还有当时国

内古琴名家查阜西、徐元白、徐文镜、杨宝元等，他们会同
重庆本地古琴名家杨少伍、王普生等，在下半城十八梯建
立了“天风琴社”。王普生在与各方名家交流中，将自己
的古琴制作技艺不断提高与发展，最终成为浙派古琴制
作的集大成者。1946年，王普生与刘双全结为挚友，把技
艺传给了他，此后刘双全又传给了唐伟星的父亲唐岐山。

九个弟子平均年龄40岁

唐伟星现有9个弟子，平均年龄40岁左右。每周，他
都会安排两天进行专门授课。弟子入门学艺，首先考其
人品和学养；其次，再看有无吃苦耐劳的精神；三看有否
真正热爱古琴制作和古琴音乐艺术的心境等。若都能达
到要求，方能入门授教。

“制作一床古琴，每个环节都应手工完成。”唐伟星
对于古琴制作，有着自己的一套标准和要求，对徒弟亦
是如此。

唐伟星告诉我们，制琴技艺颇为复杂，识材、挖槽腹、
刮灰打磨、上弦调音等等，多达200多道工艺流程，每道工
序都必须精准无误，“斫一床合格的古琴，用时少则一
年，多则三五年才能完成……”

2019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在重
庆举办。赛事期间，展示了重庆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唐伟星参加活动并获得了优秀奖。他
告诉我们，他正是以这次活动为新的出发
点，健全“唐氏古琴制作技艺”的传承体
系，进一步推广古琴文化。

目前，唐伟星获聘重庆建筑科技
职业学院客座教授，还将参加今年7
月在成都举办的全国第七届琴展。
接下来，他计划办一个古琴演奏培
训班，还在筹备举办个人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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