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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4日上午，东南大学古琴文化传承基地揭牌仪式隆重举行。下午，“古琴工作坊”及“古琴艺术

的当代传承”专题研讨会在东南大学古琴基地热烈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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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艺术的当代传承”专题研讨会由东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龙迪勇教授以及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主任王建欣教授共同主持，来自全国的十余位古琴专家出席会议。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们纷纷对古琴艺术

的当代传承以及东南大学古琴基地的建设发展建言献策。

关于“古琴艺术的当代传承”，专家们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古琴艺术的当代传承

中如何把握“技”与“艺”之间的平衡；二是在教学中如何进行基本功的训练，脚踏实地的传承古琴艺

术。专家们认为，传承的本质应当是文化内涵以及性情怡养，对学生的人格底蕴的影响才是古琴传承的核

心价值所在。古琴艺术在夯实基础和技法的同时也应当从其他艺术门类中汲取养分，解决好传与承、师与

生、古与今、技与艺、乐与音、理论与实践等几对关系，在传承过程中脚踏实地的教与学，才能具备传承

和传播的能力。



关于东南大学古琴基地未来的建设和发展，各位专家积极出谋划策，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建议。

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吴钊老师表示，东南大学作为古琴传承基地应该发挥综合类大学的建设优势，

与专业艺术院校的教育区别开来。传承基地的发展应当与艺术学院的优势学科建设结合起来，比如设立古

琴专业，面向世界招收留学生，兼顾理论高度与实践经验等，以培养出类拔萃的一流人才。

天津音乐学院李凤云教授对东南大学古琴基地建设提出几点具体建议：一是在学校开设通识课程；二

是发展相关社团组织；三是通过系列讲座开展固定的传承计划。

天津音乐学院王建欣教授认为，东南大学应该注重传承的模式，特别抓实课程建设，解决好专业课与

通选课之间的关系。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龙迪勇院长对专家们的诚挚建议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表示东南大学会带着梅庵的精

神故事以及专家们的建设努力将基地建设下去，继续为古琴艺术的发展提供平台和空间。

会议最后，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党委书记赵天为再次代表学校和传承基地对与会专家的到来表示由衷的

感谢，她表示东南大学一定会带着各位专家的建议去思考古琴基地的未来建设，期望与各位专家共同努力

推动古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研讨会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汤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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