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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天地同
和——中国古代乐器展”中，《秋鸿图谱
册》是一件极为有趣的展品，它为水墨工
笔绘画与琴谱的合装本，是一套极为珍贵
的古琴资料。在2019年故宫博物院举办
的“大圣遗音——故宫博物院古琴文化
展”上，亦用了此册图画作为背景墙。

《秋鸿图谱册》

《秋鸿图谱册》现藏故宫博物院，系
明代宫廷旧藏古琴浙派徐门所传琴曲《秋
鸿》之图谱册页，绘图在前，琴谱在后，
为绘图与琴谱的合装本。该图谱册共分四
册，册面装裱五色仿宋锦，素绢签，纵
41.4 厘米、横 71.9 厘米；右上角题楷书

“琴谱”二字，并分别注序号为“平”
“沙”“落”“雁”四字于其下。

图谱册之绘图为绢本水墨工笔画，纵
24.3厘米、横62厘米，每段为一开，内
容皆按曲目标题绘制，精美绝伦；琴谱为
减字谱，纸本，楷书，纵 19.3厘米、横
58.1厘米，亦每段为一开，并有标题。

图谱册无作者名款，每册封面后一开
与最末一开上方均钤有“乾隆御览之宝”
印玺。

“平”册 （第一册） 先有 《清商调》
《夹钟清商意》《飞冥吟》（夹钟清商调）
三段曲，后为 《秋鸿》 正曲，其顺序为
《渡江》《宾秋》《依渚》《呼群》《呼芦》
《悲秋》《聚沙》《宿芦》，共 8段；“沙”
册（第二册）收录了《争芦》《出渚》《引
群出塞》《列序》《一举万里》《衔芦》《打
围》《情同友爱》《云中孤影》，共 9段；

“落”册 （第三册） 收录了 《南思洞庭
水》《北望雁门关》《顾影》《入云》《破
阵》《书空》《远落平沙》《叫月》《延颈》
《报更》，共10段；“雁”册（第四册）收
录了 《问讯衡阳》《传书》《避弋》《惊
寒》《怀北》《引阵》《入塞》《天衢远举》
《声断楚云》，共9段，《声断楚云》末尾
有“详订秋鸿三十六段终”字样。

“平”册（第一册）第一开为《清商

调》和《夹钟清商意》两首练习曲，第二开
为序曲《飞冥吟（夹钟清商调）》，其下进
入 《秋鸿》 主题，图先曲后，依次排列。
《秋鸿》琴谱自《渡江》开始，《声断楚云》
结尾，共36段。明清许多琴谱集均收录有
《秋鸿》 一曲，起止基本相同，但一般从
《飞冥吟》开始，没有《清商调》与《夹钟
清商意》两首小曲，且中间各段次序多不一
致。即使与明初朱权的《神奇秘谱》和黄献
的《梧冈琴谱》 相较，该图谱册所录《秋
鸿》琴谱曲目顺序也多有不同。

古琴专家郑珉中先生称《秋鸿图谱册》
为明宫原旧装裱，册页未有重装迹象。绘图
与琴谱结合的图谱册极为稀少，目前所见仅
此一例。

在 《秋鸿图谱册》“平”册 （第一册）
第三开谱名“秋鸿”二字下，有两行小字
注：“妙品夹钟清商曲，世谓清商楚望谱，
瓢翁、晓山翁累删。”表明该琴谱经“瓢
翁、晓山”二人删节。“瓢翁”乃南宋浙派
著名古琴家徐天民别号，而徐天民之孙徐梦
吉，号“晓山”。徐天民、徐梦吉，以及徐
梦吉之子徐和仲，徐门数代皆为古琴浙派大
家。

徐和仲系明洪武元年“文华堂”著名琴
家之一，据《琴史初编》记载，明成祖朱棣
在藩邸时，曾召见徐和仲，并给以赏赐。
《秋鸿琴谱册》前端的两首序曲为古琴浙派
徐门琴谱的特点，琴谱中的两行小字注疑似
徐和仲之所为。据此，郑珉中先生认为此琴
谱册或为徐和仲当时所进，故北京故宫博物
院留存至今。

《秋鸿图谱册》 一直深藏于故宫博物
院，之前能接触到的人很少，更谈不上对其
研究。直到2006年12月，郑珉中先生主编
的《故宫古琴》一书出版，其下册影印了全
部《秋鸿图谱册》，才使这件传世珍品得以
公之于众。

《秋鸿》琴曲

郑珉中先生在《故宫古琴》一书中，首
先判定《秋鸿图谱册》为“明宫旧藏”，其

依据是《琴史初编》。《琴史初编》为今人许
健先生编著，在“明代”一章中，许健先生
介绍徐和仲说：“明成祖朱棣在藩邸曾遣使
召见，并给以赏赐。”

此处并未注明信息来源，也未提及《秋
鸿》琴曲。而郑珉中先生据此断定“此谱或
系徐和仲当时所进，故宫中藏有此谱”，此
言只能说是一种推测，因为没有资料证明徐
和仲有此图谱册，也没有文献记载他曾献此
图谱册给明成祖，更没有证据表明此图谱册
在明初宫中就有收藏。然而，郑珉中先生在
《清宫旧藏秋鸿琴谱》一文中说的是：“此件
琴谱可能是由明代浙派徐门名琴家徐和仲在
洪武年间进献给宫廷的。”

尽管郑珉中先生在推测时用了“或系”
“疑似”“可能是”字眼，但得出结论时则相
当肯定：“可信这部图谱应为浙派徐门的传
谱，且图谱早于 《神奇秘谱》。那么 《秋
鸿》一曲之作者确非朱权，实为南宋郭楚望
可以明矣。”

郭楚望，名沔，浙江永嘉 （今温州平
阳）人，南宋末年古琴名家，浙派古琴的创
始人。郭沔的琴曲作品非常丰富，包括《潇
湘水云》《泛沧浪》《步月》《秋雨》等，其
中以《潇湘水云》最为有名。

在推测的基础上，郑珉中先生将《秋鸿
图谱册》确定为明洪武年间已有之，并以此
认定其早于成书于洪熙乙巳 （1425年） 年
间朱权的《神奇秘谱》，从而否定朱权对于
《秋鸿》琴曲的最早著录和著作权，将之归
属于南宋末年琴家郭楚望。

最早记载《秋鸿》琴曲作者为郭楚望的
是《梧冈琴谱》，此书的编撰者为明弘治年
间的黄献，距朱权生活的时代也有 100 余
年。《梧冈琴谱》 并未说明郭楚望为 《秋
鸿》琴曲作者的依据，只是把《神奇秘谱》
中“解题”的“臞仙曰”改为“楚望曰”，
其他内容皆同。

朱权在 《神奇秘谱》 序言中说得很清
楚，是将“昔人不传之秘”“无有吝讳，刊
之以传后学”，即将自己之所得刊布奉献给
世人。他刻传的这部琴曲，是当时许多琴师
在教授“琴生”时参订写下来的，很可能是

经过那些琴师集体研究审订过的，这不同于
后来许多琴谱集囿于狭隘的“一家之言”

“一派之见”。无门户之见，全心编选经典之
作，正是《神奇秘谱》突出的优点。朱权将
《秋鸿》琴曲列于最后，自是有别于上卷的
唐宋古琴曲和中下卷的宋以降的流传琴曲。

《神奇秘谱》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琴曲谱
集，在我国古琴史上享有盛名，其编撰者为
明初的朱权，成书于明洪熙元年 （1425
年）。全书分上中下3卷，共收63支琴曲。
下卷最后一曲题名《秋鸿》，是一部长达36
段的大型琴曲。《神奇秘谱》不仅是最早著
录此曲的琴谱集，且在书中朱权明确说明此
曲由他所创。

在《神奇秘谱》中，朱权为每一首琴曲
均做了“解题”，其中有些是勾稽该曲的史
料，有些则为朱权对琴曲的理解。《秋鸿》
的“解题”阐发了《秋鸿》 琴曲的寓意是

“盖取诸高远遐放之意，游心于太虚，故志
在霄汉也”，礼赞秋鸿“凌空明，干青霄，
扩乎四海，放乎江湖，洁身于天壤”的品
格。“解题”既继承了古人视鸿雁为动人情
思、发人感慨的审美物象的传统，又寄托了
创作者自身经历真切感受。

“解题”中还有《秋鸿赋》一篇，是朱
权存世的唯一赋作。之所以古琴学界认为
《秋鸿》琴曲为朱权创作，且这一观点出现
较早，就是源于《神奇秘谱》中朱权所作的
这篇《秋鸿赋》。朱权在该赋中不遗余力地
颂扬了《秋鸿》琴曲质量之高远，还在赋末
尾说：“或问制作者其谁，苟非老于琴苑，
孰能为之揄扬；乃西江之老懒，诚天胄之诗
狂，羌扶醉以写兴，故謦欬于是章。”

朱权自26岁到南昌就藩后，“构精庐一
区，鼓琴读书期间”，期间40余年岁月，朱
权确乎是“老于琴苑”。而“西江之老懒”

“天胄之诗狂”，更明白地点明了作者的居住
地、生活状态、身份、才学性情，正是朱权
自己。

《秋鸿》琴曲之清代往事

到了清代，乾隆皇帝与《秋鸿》琴曲也
有过交集，而这交集中的关键人物就是清代
著名琴家唐侃。

唐侃是一位旗人琴家，乾隆皇帝曾多次
听他弹琴。唐侃在清康熙年间曾随大将军费
扬古出征昭木多，立下军功，甚至负伤。据
《满汉名臣传》之《费扬古列传》载，康熙
三十五年 （1696年） 五月，费扬古率部与
噶尔丹作战，将噶尔丹诱至昭木多并击溃。
其时唐侃随费扬古出征，尚为年轻。雍正年
间，唐侃封副都统。到乾隆初年，他已告老
家居。

唐侃告老后，寓居北京西山。乾隆皇帝
听其弹琴，均为去玉泉山静明园之时。乾隆
十二年（1747年），曾作两首听唐侃鼓琴的
诗，都比较特别。其一《善琴者唐侃村居西
山下是日过其庐因题》，诗注中介绍了唐侃
的生平。其二《香山听唐侃弹琴》，则更值
得玩味。时值初秋，玉泉山下静明园，距唐
侃的居所只相隔五里路，所以唐侃受邀“抱
琴而来”。诗中对听唐侃所奏《高山》《流
水》《秋鸿》三支琴曲的感受做了描绘，认
为古琴才是“正始之音”，“筝琵笛筑”不能
比拟。

笔者认为，乾隆皇帝此诗对三首琴曲的
形象描写，并不意味着他顿悟琴理，他依
然“平生不识宫与角”，只不过是“其理或
可推而知”。尽管乾隆皇帝不甚解琴音与琴
理，却对听琴兴致盎然，也对唐侃鼓琴评
价颇高，大有“伯牙子期”般的惺惺相惜
之情。或许正是因此，乾隆皇帝对 《秋
鸿》 琴曲格外印象深刻，于是也就有了
《秋鸿图谱册》 上那么多的“乾隆御览之
宝”钤印。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

《秋鸿图谱册》与《秋鸿》琴曲
吕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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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行书

《惟清道人帖》

明代《秋鸿图谱册》

《惟清道人帖》页，宋，黄庭坚书，纸本，行书，纵
29.3厘米，横31.8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黄庭坚在江西分宁，此帖当书
于其年夏日，时年51岁。《惟清道人帖》有峭拔之态，充分体
现了黄庭坚行书的特点，为其代表作品。其内容记录了惟清道
人的品行及与张商英（天觉）的交往。惟清道人俗姓陈，南州
武宁人，为江西隆兴府黄龙寺禅师，北宋政和七年 （1117
年）卒。

此帖释文为：惟清道人本贵部人，其操行智识，今江西丛
林中未见其匹亚。昨以天觉坚欲以观音召之，难为不知者道，
因劝渠自往见天觉，果已得免，天觉留渠府中过夏。想秋初即
归过邑，可邀与款曲。其人甚可爱敬也。或闻清欲于旧山高居
筑庵独住，不知果然否？得渠书，颇说后来草堂少淹留也。庭
坚叩头。

此帖为清宫旧藏，鉴藏印有“缉熙殿宝”、项元汴诸印、
“仪周珍藏”等22方，半印5方，此帖曾收在《法书大观册》内。
曾著录于《妮古录》卷四、《平生壮观》卷二、《墨缘汇观》法书卷
上。《三希堂法帖》卷十三可见清代乾隆皇帝曾题赞称此卷“凌冬
老干偃蹇岩壑”。 （付裕）

汉代盛行厚葬之风，人
们视死如视生，认为灵魂不
会随着死去而消亡，生前、
死后的世界都是一样的。尤
其是汉代后期，陪葬品多以
缩小版的实物替代品为主，
如陶灶、陶壶、陶鸡、陶
狗、陶楼等，故随葬明器
中，死者生前生活环境及所
用的生活用品被大量制作成
浓缩版的高仿明器，房子就
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建筑类
明器之一，从出土的汉代墓
葬陶仓楼明器中，可管窥到
汉代建筑的规模形制。

汉代五层连阁式彩绘陶
仓楼面阔144厘米，进深69
厘米，高161厘米，出土于
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马作汉
墓，收藏于焦作市博物馆。
陶仓楼为两栋连阁式建筑，
主要由院子、主楼、附楼、连阁组成，另有看门陶犬和楼中陶
俑等，26 个部件可以拆分组装。左边的主楼为主人居住环
境，上下五层，一只忠实的看门狗卧于门口，形象逼真，正侧
面而视，目光中透着一丝机警。底楼院门上盖有宽大的屋檐，
两角建有小亭，中间的两扇对开门上饰有兽衔环铺首各一件，
门槛较高。二层、四层和五层间均置有四面飞檐，盖简瓦，二
层开有四扇小窗，三层外有低矮围墙，开两扇门，四层开两扇
大窗，右边窗口有一陶俑端坐于窗前，眺望远方，神情悠闲，
似在守望自己的家园；顶层明显狭小许多，楼顶作庑殿式，上
面站立一只陶朱雀，身形肥硕，憨态可掬。朱雀为中国古代神
话中天之四灵之一，在先秦被认为可以接引死者灵魂上升于
天，陶仓楼上布置陶朱雀，反映了墓主人死后升天成仙的渴
望。二、三层檐下分别出有三根挑梁，挑梁上各置有一朵斗
拱，屋面绘有三角形、菱形等各种几何纹饰。在三、四层之
间，一条盖有廊檐的通道（汉代称复道）与右边的附楼紧密相
连，构思巧妙，独具匠心。附楼为用于储藏粮食的仓楼，上下
四层，一楼开有门，二、三、四层各开有一扇小窗，顶层覆盖四
阿顶，屋面盖简瓦。陶胎红色，外施黄釉，通体彩绘，虽经历岁
月沧桑风雨侵蚀，仍色彩绚烂，鲜艳夺目。整个建筑雄伟壮观，
设计巧妙，比例协调，错落有致，拆分组装灵活，尽管已过去
2000余年，院门还可以随意开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汉代建筑
的工艺特色。

汉代陶仓楼
李笙清

本报讯（记者 付裕）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
目“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重要子课题之一——《呼
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课题组日前在北京举行编撰工作会
议，相关人士称，该 10 卷本考古大系已经出版 6 卷，计划
2021年内新出版两卷，2022年底完成全部编撰出版工作。

“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于 2012年 8月正式立
项，旨在通过在呼伦贝尔地区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取
新的考古材料，开展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多学
科综合研究，力争取得新的学术突破。

呼伦贝尔地域辽阔，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经过多年努力，
考古工作者已在大兴安岭林区、呼伦贝尔草原及呼伦湖周围取
得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包括相当于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
早期的石板墓、两汉时期的鲜卑墓、隋唐五代时期的室韦遗存
以及蒙元时期的城址等，特别是海拉尔区谢尔塔拉墓地、陈巴
尔虎旗岗嘎墓地发掘发现一批8至10世纪的游牧民族墓葬，为
在呼伦贝尔地区研究蒙古族起源提供了科学考古发掘的实证资
料，备受中外学术界关注。

《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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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参加庆祝党的四十诞辰，今
天还是兴奋的。一天工作心里鼓起更大干
劲，身上添了十分力气。上午看稿子，下午
参加漫谈会，兴志都很高。漫谈会上自己讲
了一九三八年到延安去的情况，听毛主席
讲话，给自己纪念册上题“努力学习”，说

“清凉山上有两面旗子，一面写真理，一面
写自由”，印象到今天还是新的。我应当以
此做报答，更加努力学习，努力工作。

为社里“民主生活”写了一首庆祝党的
成立四十周年的诗，抄在下边:

人说四十是中年，党寿应比日初升，
艰难缔造千秋业，嘉猷创建百世功。

吴伯箫的七一日记
秦利生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中国文化信
息协会红色收藏工作委员
会会长秦利生收藏有一本
吴伯箫的日记，其中 1961年
7 月 1 日所写的日记让人印
象深刻。

燎原胜利览星火，万里征程超长风，
河山如画情无限，遍地歌声“东方红”。
韵律未尽谐和，但心是热的，感情是真挚

的，正是“情无限”也。

吴伯箫原名熙成，是当代著名的散文家
和教育家。1919年考入曲阜师范学校，任学
生会干事。五四运动期间，他参加罢课，查日
货，宣传民主与科学等活动。

1924年夏，吴伯箫师范毕业后，经同乡
介绍，到孔府家馆任英文教师。1925年夏考
入北京师范大学。1931年夏毕业后，他在青
岛大学校长办公室任事务员，结识闻一多、洪
深、老舍、王统照、孟超等。1935年，吴伯箫任
济南乡村师范教务处主任兼国文教员。暑假
期间，他回到青岛，与老舍、王统照、洪深、臧
克家、王亚平等创办《避暑录话》。1938年 4
月，吴伯箫长途跋涉到达延安，进入中国人民
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1月，任八路军总政治
部抗日文艺工作组组长，赴长治一带工作。

1941年8月，吴伯箫加入中国共产党，在
边区政府教育厅任中等教育科科长。1942年
5月，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曾任陕甘宁边
区文化协会秘书长。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担
任过东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新中国成立后，吴伯箫主要从事语文教
材编审的领导工作，长期担任人民教育出版
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并坚持散文创作。吴伯箫1961年7月1日所写的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