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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宝级乐器老家在中国

我们在日本的影视配乐中，经常可以听到一种音
色特别的的乐器，它空灵、悠长、沧桑，极具表现力，这
就是尺八。据刘哲老师介绍，尺八虽然是日本的国宝级
乐器，却是由山东高唐老乡——— 唐朝人吕才定名制律
的。从1992年开始至今，日本尺八界人士多次到我国
杭州的护国仁王禅寺祭拜寻祖。
刘哲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任教于聊城大学，专业

是竹笛。上学时,刘哲就听说过尺八，他也一直以为是
日本的乐器。直到2011年,刘哲在聊城市文联副主席
吴文立整理的一篇文章《吕才与尺八》上了解到了尺八
与中国、与山东高唐的渊源。吕才生于隋成名于唐，他
传世的音乐不仅有《秦王破阵乐》等知名乐曲，根据《中
国音乐辞典》记载，吕才还制作了尺八，而隋唐时期，尺
八是演奏宫廷雅乐的主要乐器。《旧唐书·吕才传》中记
载，“贞观时，太宗诏侍臣举善音者。王硅、魏徵盛称
(吕)才制尺八，凡十二枚，长短不同，与(乐)律谐契。”这
也是有关尺八最早的出处。
尺八在唐朝首次传入日本，在日本奈良东大寺正

仓院保留着八只唐代尺八，称为“唐尺”。最早传入日
本的六孔“唐尺八”仅用于宫廷雅乐，并不流行于民
间。尺八在宋朝再次传入日本，并且在民间广为流
传。如今的五孔尺八，就是宋朝时由日本和尚觉心带
到日本的。觉心到杭州护国仁王禅寺学禅期间，向同
门居士张参学习吹奏尺八，带回了日本有名的三大
“本曲”之一《虚铎》。觉心还带去了张参善吹尺八的
四名弟子，而张参是唐代张伯的十六世孙,《虚铎》则
是张伯所创。
了解了尺八与中国的渊源后，刘哲对尺八萌生了

浓厚的兴趣，开始痴迷于尺八，寻找各种文字、视频、音
频等资料。刘哲说，日本和尚觉心在日本创立普化宗，
传授尺八技艺，将尺八吹奏融入修禅。开始，尺八在日
本作为佛教法器，随着普化宗在明治维新中被废除，尺
八才真正流入日本民间。”

努力把尺八的灵魂带回故乡

当天晚上的音乐沙龙，刘哲吹奏了唐代流传至今
的唯一一首中国尺八曲《虚铎》；而开场曲《归》,是刘哲
与同样从事音乐创作的妻子陈婷共同创作的,表达了
作者对尺八回归的期盼。《耕莘钓渭》等创作作品，则融
合了聊城的地域特色，又充分发挥了尺八的音乐特色，
展示了对传统音乐继承和创新的最新成果。
由于尺八在中国的失传，现在的尺八曲目要么是

日本的乐曲,要么是当年觉心禅师带过去的古曲,所以
要让尺八真正回归，就要创作自己的曲目。刘哲在创作
中，向中国传统音乐调式、作曲手法学习。其中代表《鱼
山梵响》，就借鉴了鱼山梵呗的独特吟诵特点，结合中
国传统调式和作曲手法，旋律空寂通达,细腻清幽。学
术界公认鱼山梵呗由曹植创制,也是山东聊城的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刘哲认为，《鱼山梵响》是鱼山
梵呗与古乐器尺八的巧妙结合。
为了让尺八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回归，刘哲不断尝

试把古琴曲、民歌、小调等改编为尺八曲，还和妻子
陈婷携手,创作具有地域特色的尺八曲目。经过不懈
的努力，两人已经在继承与创新的基础上,创作了十
余首具有传统音乐特色的尺八曲目。其中，《归》采用
了古代雅乐调式创作而成，全曲舒缓、典雅，极具中
国传统古乐的风韵。而《石上流泉》改编自诸城派古

琴,具有浓郁的民族音乐特色；《耕莘钓渭》则源自
“伊尹耕莘”、“子牙钓渭”两个典故，有长天寥廓、志
存高远的意境，充满了山野的寂静和大隐出仕前稳
如泰山的心境。

演奏者少之又少，乐器仍依赖进口

当天的音乐沙龙上，刘哲和来自各地的尺八爱好
者进行了交流互动。刘哲说，与笛箫等乐器不同，尺八
具有独特的演奏技巧，极具张力的音色，对气息、口风
的控制提出了极为细腻的要求，可谓半音之别尽在气
息分毫之间。而如何打破尺八的小众地位,让这种艺术
尽快普及开来,也是刘哲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首先，国内真正能熟练演奏尺八的人少之又少。抛
开对演奏者的要求以及历史断层的因素，单单是尺八
的价格,就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刘哲介绍说,目前尺八
起步价格基本在5000元,演奏级的尺八更是几万、
几十万元人民币不等。在刘哲收藏的众多尺八
中,就有价值两三万元的尺八,为了这些乐器,
他前前后后花费了十余万元,“尺八价格高,
不利于推广。”
另外，对制作技艺的要求也让尺八的

推广难上加难。好的尺八用对竹节、粗细、
开孔等都有着非常严格、精准的要求。适
合制作尺八的竹子,至少需要生长五年
左右。而且找到这样的竹子,只能靠自然
风干,又需要好几年。手工艺人制作一
支尺八,至少需要几个月时间。目前尺
八大多产自日本,国内也有厂家在研
发,但还处于起步阶段,质量还有待提
高。刘哲说:“没有两根完全相同的竹
子,所以也就没有完全相同的两支尺
八,这也是尺八这一古老乐器的独特
魅力。”令人“意外”的是，在当天的
交流活动中，一位外地爱好者带
来了一支3D打印的尺八，这让
现场的观众很是惊喜，刘哲现
场进行了试奏，对这种现代科
技与古老乐器的结合给予了积
极肯定，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刘哲说，自己有一个心

愿，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听到
属于中国的尺八乐曲,让更
多人能欣赏尺八的魅力。
让尺八回归，必须让更多
的人了解尺八、喜爱尺
八，从2017年开始，刘
哲启动了百场尺八公
益音乐会，几乎每周
都举行一场公益演
出，尺八的回归之
路很漫长，但一步
步走得扎实。

□文/图 半岛记者 黄靖斐

9月7日晚，城阳音乐厅内古音浩渺，古韵悠长，一场以古乐器“尺八”为主角的音乐沙龙
正在举行。山东聊城大学的教师刘哲演奏的一曲《归》让人沉醉其中，把演奏现场仿佛带回到
千年之前。这场由城阳区音协推出的音乐沙龙，也是“尺八”这种古乐器近年来为数不多的原
创作品演出。演奏会的主演刘哲为了“尺八”的回归，已潜心研究多年。

刘哲老师吹
奏投入。

刘刘哲哲老老师师所所收收藏藏的的尺尺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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