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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等一回之遊武漢古琴台記 
 

“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這是唐代詩

人李白所寫的《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此詩中的“江城”，就是有九省通衢之稱的

“武漢”，也是因此詩武漢自古稱為“江城”。 

 

--題記 

 

自二〇一五年西安、二〇一七年長沙之旅後，今年九月二十日晚我踏上了開往湖北武昌

的臥鋪列車開啟我的江城武漢三日之行。至此，詩仙李白所提及的三座城市我都留下了印跡。 

 

九月二十一日早晨六時四十分，列車抵達了武昌火車站，回憶十年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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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則開啟中部湖北省的武漢三日之

旅。武漢是我成年以來繼成都、杭州、南京、哈爾濱、臺北、西安、南昌、合肥、長沙之後

到訪的中國第十個省會城市。 

 

早晨的武昌，秋風習習，從武昌火車站到我所預訂的漢口火車站附近的旅館雖有地鐵，

但為了觀賞武漢市容市貌，我特地選擇乘坐 10 路公車前往旅館，在巴士行進過程中，透過

車窗，意外地看到了俞伯牙鐘子期相約的古琴台，於是臨時決定今日下午就前往遊覽。不知

不覺，約一小時後，我抵達漢口火車站。 

 

之所以此時選擇來武漢，不光是旅遊，另一個原因是，目前定居在澳大利亞墨爾本的我

的已故忘年交王恩禧老師的追思會告別儀式將在九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時半(墨爾本時間)在

墨爾本斯普林韋爾墓園博伊德教堂舉行，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末隨著國民政府在內戰中失利，

王老師隨同家人從漢口前往臺灣。在王老師離開大陸的城市漢口，我將和墨爾本同步，為王

老師做追思禮拜告別，我想也具有特別的意義吧。 

 

中午遊覽完第一站中國最美大學武漢大學後，在武大附近的餐館吃了中飯後，我隨即搭

巴士前往坐落于漢陽區的古琴台。古琴台，又名伯牙台，位於漢陽區龜山西面、月湖南側，

與黃鶴樓、晴川閣並稱武漢三大名勝，為湖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古琴台建於北宋，

後屢遭損毀。清嘉慶初年重建古琴台。 

 

據《呂氏春秋》、《列子》等記載，俞伯牙于該處偶遇鐘子期，彈奏一曲《高山流水》，

伯牙視子期為知音，並相約一年後重臨此地。不料，一年後伯牙依約回來，卻得知子期經已

病故，伯牙悲痛之餘，從此不復鼓琴。看了園內相關文字介紹得知，古琴台建築群占地約

15 畝，除殿堂主建築外，還有庭院、林園、花壇、茶室等，規模須然不大，但佈局精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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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分明。殿堂前有琴台，為漢白玉築成的方形石台，約 20平方米，相傳為伯牙撫琴之處。 

 

到了古琴台門口，雄偉的大門上方寫著三個蒼勁有力的大字—古琴台。大門左右兩邊各

有一隻石麒麟，好像在守護著古琴台，向人們訴說著伯牙和子期對音樂的感知與寄託之知音

友誼。一對石麒麟不禁使我回想起二〇一六年十月參觀過的合肥李鴻章故居，其門口也有一

對守衛者，不過那兒是一對威武的石獅。 

 

來武漢之前，我印象中以為古琴台是在高山流水背景環境下的一個亭台，沒想到，這裡

並無高山，亦無流水，而是一座特意修築的白牆黑瓦屋。花 15 元門票進入後，發現裡面遊

客並不多，可能是因為臨近黃昏的緣故，這樣的遊覽品質定必會很高。 

 

漫步於琴台院內，處處可見翠竹搖風，景致幽清。園內還有若隱若現的古樂《高山流水》

的曲子，時而錚錚，時而淙淙，在耳畔縈繞不斷，令人感覺置身世外，飄然若仙。據說《高

山流水》一曲，被錄入美國“航太者”號太空船上攜帶的一張鍍金唱片上，於一九七七年八

月二十二日發射到太空，向宇宙星球的高級生物傳播中華民族的智慧和文明資訊。我想，不

知那神秘的外星球生物聽了這個曲子，會不會也有“知音”之感呢？ 

 

琴台園內有一個小型“蠟像館”，館前的大門兩側有一幅對聯：“志在高山志在流水，

一客荷樵一客撫琴”，館內陳設是根據俞伯牙與鐘子期結為知音的故事情節加以塑造的，包

括“赴楚還鄉”“子期聽琴”“高山流水”“摔琴謝知音”幾組蠟像，生動再現了“高山流

水”的場面。 

 

往右邊小門進入，則是清朝道光皇帝禦書“印心石屋”照壁，在黃昏餘暉下金光閃閃，

其用陰陽筆法鐫刻而成，灑脫而大氣，他借用佛語“心心相印”表達了對時任兩江總督陶澍

的肯定。 

 

旁邊是“伯牙撫琴”的石雕，設有小凳，遊人有若有雅興可坐在旁邊“傾聽”松聲陣

陣，那琴聲也會自遠方飄來呢。 

 

照壁東側有一小門，上題“琴台”二字，據傳出自北宋著名書法家米芾之手，其筆力之

深，就像是米芾在向這一對知音致敬，也是古琴台的鎮台之寶。 

 

再往前便是琴堂，是一棟四周回廊，磚木架屋的殿堂，釉瓦蓋頂，彩畫精緻，金碧輝煌。

簷下匾額上書“高山流水”四字，格外風流瀟灑。該殿堂建于清朝嘉慶年間，掩映於一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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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古樹之後，“知音”樹從中間一分為二，就像兩個人合抱在一起，大殿在黃昏時分顯得

格外古樸美麗，藍天之下，餘暉之中，墨色的屋頂畫出流暢的線條，與高大遒勁的“知音樹”

交相輝映，相得益彰。 

 

堂前庭院中有漢白玉築成的方形石台，傳為伯牙撫琴遺址。台的中央刻有“琴台”二字

的方碑，四周台壁上飾以連續浮雕，為伯牙摔琴謝知音的故事，鐫刻十分精美，形象生動逼

真。 

循著“高山流水”等古箏曲的琴音，我們走進大殿，原來，這裡已經開闢成為古琴台博

物館。環視館內，滿屋的橫幅立軸，“春秋列國”、“高山流水”、“梅蘭竹菊”，浸透著

墨的芳香，館內大堂右前方，一位老人正在播弄著古琴，在行走勞頓之後，這陣陣悠揚琴聲，

令人有“如聽仙樂耳暫明”的感覺，紛繁複雜的情緒也頓時安靜了下來。 

最為可貴的是，琴台內處處可見詩文碑刻楹聯，倍添其豐厚的文化底蘊。“動水花連影，

聽琴月墮光。”“意伴高山，臺上青天協韻；心隨流水，琴邊明月知音。”“清風明月本無

價，流水高山自多情。”這些與“高山流水”暗暗相諧的句子，給這一處幽靜的園林更添幾

分詩情，令人回味無窮。 

 

此刻，站在古琴台前，看著伯牙撫琴的雕像，一瞬間仿佛穿越時空跨越千年，伯牙與子

期的相談甚歡、忍痛惜別至最後的生死相隔，這段失落的歷史如同畫卷一般緩緩展開，又消

逝在如今匆匆的朦朧煙雲之中了。 

 

短暫的遊覽終於要揮手說再見，這裡的蒼松翠柏，這裡的石刻碑文，這裡的園林大殿，

這裡的悠揚琴音，我們都將儲存在記憶之中作為美好的懷想。在二〇二〇年這個非常時期，

我與武漢人民一道，與湖北人民一道，共克時艱，我要對武漢這座文化底蘊深厚的城市再說

一聲：“武漢加油！”對我們偉大的祖國說一聲：“中國加油！” 

 

作者寫于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修改於二〇二〇年二月九日上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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