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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等一回之游武汉古琴台记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这是唐代诗人

李白所写的《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此诗中的“江城”，就是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

汉”，也是因此诗武汉自古称为“江城”。 

 

--题记 

 

自二〇一五年西安、二〇一七年长沙之旅后，今年九月二十日晚我踏上了开往湖北武昌

的卧铺列车开启我的江城武汉三日之行。至此，诗仙李白所提及的三座城市我都留下了印迹。 

 

九月二十一日早晨六时四十分，列车抵达了武昌火车站，回忆十年前(二〇〇八年)的今

天，我正在西部省份四川省的都江堰和青城山旅行，今日则开启中部湖北省的武汉三日之旅。

武汉是我成年以来继成都、杭州、南京、哈尔滨、台北、西安、南昌、合肥、长沙之后到访

的中国第十个省会城市。 

 

早晨的武昌，秋风习习，从武昌火车站到我所预订的汉口火车站附近的旅馆虽有地铁，

但为了观赏武汉市容市貌，我特地选择乘坐 10 路公交车前往旅馆，在巴士行进过程中，透

过车窗，意外地看到了俞伯牙钟子期相约的古琴台，于是临时决定今日下午就前往游览。不

知不觉，约一小时后，我抵达汉口火车站。 

 

之所以此时选择来武汉，不光是旅游，另一个原因是，目前定居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我

的已故忘年交王恩禧老师的追思会告别仪式将在九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半(墨尔本时间)在

墨尔本斯普林韦尔墓园博伊德教堂举行，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随着国民政府在内战中失利，

王老师随同家人从汉口前往台湾。在王老师离开大陆的城市汉口，我将和墨尔本同步，为王

老师做追思礼拜告别，我想也具有特别的意义吧。 

 

中午游览完第一站中国最美大学武汉大学后，在武大附近的餐馆吃了中饭后，我随即搭

巴士前往坐落于汉阳区的古琴台。古琴台，又名伯牙台，位于汉阳区龟山西面、月湖南侧，

与黄鹤楼、晴川阁并称武汉三大名胜，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古琴台建于北宋，

后屡遭损毁。清嘉庆初年重建古琴台。 

 

据《吕氏春秋》、《列子》等记载，俞伯牙于该处偶遇钟子期，弹奏一曲《高山流水》，

伯牙视子期为知音，并相约一年后重临此地。不料，一年后伯牙依约回来，却得知子期经已

病故，伯牙悲痛之余，从此不复鼓琴。看了园内相关文字介绍得知，古琴台建筑群占地约

15 亩，除殿堂主建筑外，还有庭院、林园、花坛、茶室等，规模须然不大，但布局精巧、



游武汉古琴台记 (作者：Winter) 

 2 / 3 
 

层次分明。殿堂前有琴台，为汉白玉筑成的方形石台，约 20平方米，相传为伯牙抚琴之处。 

 

到了古琴台门口，雄伟的大门上方写着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古琴台。大门左右两边各

有一只石麒麟，好像在守护着古琴台，向人们诉说着伯牙和子期对音乐的感知与寄托之知音

友谊。一对石麒麟不禁使我回想起二〇一六年十月参观过的合肥李鸿章故居，其门口也有一

对守卫者，不过那儿是一对威武的石狮。 

 

来武汉之前，我印象中以为古琴台是在高山流水背景环境下的一个亭台，没想到，这里

并无高山，亦无流水，而是一座特意修筑的白墙黑瓦屋。花 15 元门票进入后，发现里面游

客并不多，可能是因为临近黄昏的缘故，这样的游览质量定必会很高。 

 

漫步于琴台院内，处处可见翠竹摇风，景致幽清。园内还有若隐若现的古乐《高山流水》

的曲子，时而铮铮，时而淙淙，在耳畔萦绕不断，令人感觉置身世外，飘然若仙。据说《高

山流水》一曲，被录入美国“航天者”号太空船上携带的一张镀金唱片上，于一九七七年八

月二十二日发射到太空，向宇宙星球的高级生物传播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文明信息。我想，不

知那神秘的外星球生物听了这个曲子，会不会也有“知音”之感呢？ 

 

琴台园内有一个小型“蜡像馆”，馆前的大门两侧有一幅对联：“志在高山志在流水，一

客荷樵一客抚琴”，馆内陈设是根据俞伯牙与钟子期结为知音的故事情节加以塑造的，包括

“赴楚还乡”“子期听琴”“高山流水”“摔琴谢知音”几组蜡像，生动再现了“高山流水”

的场面。 

 

往右边小门进入，则是清朝道光皇帝御书“印心石屋”照壁，在黄昏余晖下金光闪闪，

其用阴阳笔法镌刻而成，洒脱而大气，他借用佛语“心心相印”表达了对时任两江总督陶澍

的肯定。 

 

旁边是“伯牙抚琴”的石雕，设有小凳，游人有若有雅兴可坐在旁边“倾听”松声阵阵，

那琴声也会自远方飘来呢。 

 

照壁东侧有一小门，上题“琴台”二字，据传出自北宋著名书法家米芾之手，其笔力之

深，就像是米芾在向这一对知音致敬，也是古琴台的镇台之宝。 

 

再往前便是琴堂，是一栋四周回廊，砖木架屋的殿堂，釉瓦盖顶，彩画精致，金碧辉煌。

檐下匾额上书“高山流水”四字，格外风流潇洒。该殿堂建于清朝嘉庆年间，掩映于一颗“知



游武汉古琴台记 (作者：Winter) 

 3 / 3 
 

音”古树之后，“知音”树从中间一分为二，就像两个人合抱在一起，大殿在黄昏时分显得

格外古朴美丽，蓝天之下，余晖之中，墨色的屋顶画出流畅的线条，与高大遒劲的“知音树”

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堂前庭院中有汉白玉筑成的方形石台，传为伯牙抚琴遗址。台的中央刻有“琴台”二字

的方碑，四周台壁上饰以连续浮雕，为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镌刻十分精美，形象生动逼

真。 

循着“高山流水”等古筝曲的琴音，我们走进大殿，原来，这里已经开辟成为古琴台博

物馆。环视馆内，满屋的横幅立轴，“春秋列国”、“高山流水”、“梅兰竹菊”，浸透着

墨的芳香，馆内大堂右前方，一位老人正在播弄着古琴，在行走劳顿之后，这阵阵悠扬琴声，

令人有“如听仙乐耳暂明”的感觉，纷繁复杂的情绪也顿时安静了下来。 

最为可贵的是，琴台内处处可见诗文碑刻楹联，倍添其丰厚的文化底蕴。“动水花连影，

听琴月堕光。”“意伴高山，台上青天协韵；心随流水，琴边明月知音。”“清风明月本无价，

流水高山自多情。”这些与“高山流水”暗暗相谐的句子，给这一处幽静的园林更添几分诗

情，令人回味无穷。 

 

此刻，站在古琴台前，看着伯牙抚琴的雕像，一瞬间仿佛穿越时空跨越千年，伯牙与子

期的相谈甚欢、忍痛惜别至最后的生死相隔，这段失落的历史如同画卷一般缓缓展开，又消

逝在如今匆匆的朦胧烟云之中了。 

 

短暂的游览终于要挥手说再见，这里的苍松翠柏，这里的石刻碑文，这里的园林大殿，

这里的悠扬琴音，我们都将储存在记忆之中作为美好的怀想。在二〇二〇年这个非常时期，

我与武汉人民一道，与湖北人民一道，共克时艰，我要对武汉这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再说

一声：“武汉加油！”对我们伟大的祖国说一声：“中国加油！” 

 

作者写于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修改于二〇二〇年二月九日上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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