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实创新研发“若水七星”

对音乐的喜爱从小提琴开始，但华一志却将毕
生归宿付诸于中国古琴。中华民族的性格内敛、含
蓄，古琴的音色不张扬、音量不共享，符合中华民族
的审美观念。音乐与语言密不可分。中华民族的语言
讲究声调，注重主观抒发，不在意音是否精准，而是

需要有较大的空间把语音声聜的滑动表现出来，给
予人“留白”的想象空间。比如：古琴的神秘而极具特
点的滑音。抚琴自古用于人们个人的情志抒发与修
身养性，不需要宽广的音域。西方人性格属外向、张
扬，注重实体观察，因此在乐器制作上要求有精确的
音高、审美上注重明亮的共享的音色。但作为专业制
琴师的华一志，却从这些差异中看出了共性。“由于
我的专业是弦乐器的修造，所以回国后出于对中国
古琴文化的崇敬，!""#年在从事提琴制作专业工作
的同时，开始研究中国的古琴制作。其实小提琴和古
琴都属于弦乐器，只是小提琴是西方弦乐器，古琴是
东方弦乐器。二者制作原理以及振动与发声原理都
是一样的。”华一志说。虽然现在还会有人称他是小
提琴制作大师，但华一志从没觉得自己在跨界，“我
的专业与兴趣没有转移，更没有跨界，只是在具体专
业上的一个归宿。”是的，如果说小提琴开启了他的
音乐人生，那古琴就是他的回归。为了研究和修造好
古琴，华一志师从胡维礼老先生，他是古琴大师吴景

略的高徒，现年 "$岁。
然而华一志对古琴的发展远不止“复制”那么简

单，他赋予了个人的印记。了解古琴的人知道，古琴底
板有两个“雁足”，方杆的雁足插入底板的方孔内。古
琴的七弦分两组，前 $根为一组，后 #根为一组。这两
组分别缠在各自的雁足上。按照 #%&&年以来的古琴的
制式，'根弦由两个雁足拴住，如果断了 $弦，那就要把
一组全拆了，才能换上新弦。靠手的力量把弦绷到 $$&

赫兹，这是很难，不易做到的事情。通常抚琴者断了琴
弦，只能请专业人士帮忙换弦。在多年斫琴的过程中，
经过反复研究实践，华一志终于决定将两个雁足改制
为由 '个弦轴分别调控 '根琴弦的样式。因为每根琴
弦都有一个弦轴控制并且轴与孔是锥体配合，可作旋
转无节调音。所以不仅可以快速调音，而且更换琴弦也
不费力了，抚琴者都能独立更换琴弦。华一志字若水，
他便将自己斫制的底部有 '轴的调弦结构，命名为“若
水七星”，并且获得了国家专利，这一改良解决了始终
困扰抚琴者在使用古琴时上弦和调音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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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古琴
斫制#代表性传
承人华一志老
师准时出现在
了上海音乐学
院的个人工作
室!他边制作古
琴!边给前来观
摩学习的学生
进行讲解!让他
们理解古琴的
制作工艺!特别
是如何在制作
的过程中!跟古
琴做"交流$%

一年只做两把琴的非遗传人

在这个制琴厂家喜欢用电脑仿形机械来生产琴的
时代，华一志却坚持手工制琴，他说：“作为非遗古琴研
制传承人，就应该紧守传统手工工艺制作古琴这块阵
地。并且要把这种手工操作工具制作古琴的技能，通过
带学生授徒弟的方式传承下去。”(&)*年 )月的华一
志比往常还要更忙碌一些，因为他进行古琴制作 +,多
年来的首个成果展正式在上海举办。这位一年只做两
把琴的古琴斫制技艺传承人，在他以往制作的古琴中
挑选了 !-张古琴展出，这 !-张古琴，结构合理，工艺
精湛，形制大气，音色圆润，堪称古琴斫制中的极品。而
最引人关注的当然是华一志在研究中国古琴斫制的过

程中有效地把欧洲弦乐器中适合中国古琴发声的原理
和技法，融入到古琴斫制的理论和实践中。而这一切要
从那个学拉小提琴的少年说起。!"..年，华一志当时
))岁，这个喜欢音乐的少年开始学拉小提琴。似乎是
冥冥之中，.年后华一志被分配到机器修造厂当钳工，
工作上的成长锻炼出了他极强的动手能力，在拉小提
琴的过程中每次遇到琴坏了，他就自己找些资料学着
自己修理。久而久之他对小提琴的结构和修造也越来
越感兴趣。)"*.年，华一志左手中指严重骨折，不能再
拉琴了，对音乐和小提琴的痴迷让他将全部兴趣都转
移到了弦乐器的修造上。
上世纪 ",年代初世界上的名琴大量涌向日本，为

了能接触到真正的世界名琴。华一志决定留学日本，他

在日本大阪最有名的卡内基弦乐器有限公司学习和工
作，半年后就成为了该公司最好的弦乐器修造技师。他
曾修复过二十多把价值几百万美金以上的世界顶级名
琴，包括斯特拉迪瓦利、瓜尔耐利、瓜达尼尼、蒙特雅娜
等在内。)"")年受上海音乐学院特邀回国，在管弦系
从事小提琴制作学科的教学工作，并从 )""/年开始研
究古琴的制作。-,)/年上海音乐学院推荐华一志参加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斫制代表性传承人”的评
选，-,)$年上海市政府为华一志颁发了“上海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古琴斫制”代表性传承人的称号和证书，同
时，上海音乐学院也获颁了“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古
琴斫制保护单位”的铜牌。-,)'年上海音乐学院特批
教育用房给华一志，作为古琴斫制的传承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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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一志说!好多年前他就有想法想出一本

书" #这些年我每制一张琴都详细记录下制作的全过程以

及制作时的想法和心得" 每给学生上课都认真做好备课

讲义" $不仅如此!就连这次的古琴作品展也是想抛砖引

玉!增加自己的专业素材和实践经验!为以后出本专业的

古琴制作的书而做准备%作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古

琴斫制$代表性传承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让更多人

了解和传承中国的古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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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制琴是“交流”的过程

华一志是很传统的一个人。比如他认为，古琴的
斫制不管如何革新，古琴的声音特质是不能变的。华
一志从斫琴的选材开始就和古人保持一致。故宫博
物院现存 $-张古琴中有 /'张是用中国梧桐的木料
做的。于是他就把中国梧桐定为古琴用材。为了找到
最正宗的中国梧桐，华一志到了浙江省的桐乡，桐乡
之名也就是“梧桐的故乡”之意，专门选用七八十年
以上的中国梧桐来作为古琴用材。在技艺上，华一志
坚持纯手工开料，在他看来，斫制者前期手工加工的
过程就是与材料进行“交流”的过程，木材是有生命
的。华一志说：“我制作古琴从原木开始，用大锯开
料，在用大锯剖料时，锯齿与木材发出的锯切声，我
就大概知道这块木料的干燥程度，软硬情况。”从刨
花的形状、感觉以及刨花的气味，华一志就能进一步
知道这块木材的具体干燥年份，以及该木材的比重、
软硬、分子结构疏密情况。他说：“这些初加工的活很
费体力，但制作者必须亲手去完成。只有亲手操作工
具，一步一步加工与木材一点一点交流，你才能了解
手上这块木材的机械性能和声学性能。制作者只有
对该木材的机械性能、声学性能了解了，才能知道在
之后的加工流程中如何去掌握面板弧度，把控它的

敲节音，精确地决定它的厚薄分布。这些核心的内容
不是加工前设计好的，而是在手工操作工具与木材的
具体交流后才定稿的。这就是电脑机械为什么不能制
造高级琴的原因。”

此外，华一志还保持着有规律的生活，每天早晨
打网球，然后去学校做古琴，在食堂吃午餐。下午 /

点回家后，看书、喝茶、休息。晚上和 ")岁的母亲一
起吃个饭。当然，现在华老师最喜欢做的事还是制作
古琴，每天投入的时间也最多，“我每天制琴的时间
为 /—$小时。再喜欢的专业每天干都要厌倦。经常
是自己强迫自己放下活儿回家的。我好不容易喜欢
上一个专业，一定要珍惜。我就是这么想的，这么过
好每一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