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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体六书生奥妙，五山十水见精神。
书法（黄文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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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非遗 IP“菲菲”以人偶形
象在长江大学校园里与年轻学
子自拍互动时，当千年荆楚技
艺通过抖音直播获得百万点赞
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场
文化活动的创新，更是一个文
化 传 承 新 范 式 的 诞 生 。
2025 荆州非遗嘉年华，以“青
年传匠心 非遗正当潮”为主
题，生动诠释了这样一个文化
命题：传统文化不是藏在博物
馆与故纸堆里的老古董，而是
需要在当代生活中不断再创造
的活性资源。

传统文化“潮”起来才能
“活”下去！这就需要打破“非
遗=古董”的认知窠臼。长期以
来，非遗传承面临着与现代生
活脱节的问题。许多传统技艺
难以融入新时代，往往被束之
高阁，成为仅存在于教科书中
的文化标本。荆州此次活动的
突破性在于，它让非遗真正

“活”了起来我们看到，糖画师
傅的铜勺不再只是制作儿时零
食的工具，而成为年轻人争相
体验的艺术创作；“五虾闹鲇”
民俗巡游，融入“战国袍”和汉
服走秀，传统民俗由此获得了
当代审美表达。这种转变证
明：只有引导传统文化走出“深
闺”，与现代元素碰撞融合，才
能焕发出超越时空的生命力。

青年创意是文化传承的新
引擎。这次活动的深层意义，
在于构建起了“非遗——青年”
的共生机制。比如，成立“荆州
非遗青年联盟”、举办大学生文
创作品展等举措，让年轻人从
旁观者变为创作者、亲历者。

数据显示，我国非遗传承人
老龄化严重。而荆州将这次活
动的主会场设在高校，让“00
后”通过短视频创作、IP设计等
方式重新诠释传统，这种“以新

承旧”的模式值得喝彩。当荆河戏变妆成为
社交媒体上的爆款话题时，传统文化就完成
了从“遗产”到“潮流”的华丽转身。

数字技术搭建古今对话的桥梁。活动打
造的沉浸式体验场景，尤为可贵。通过高德
地图寻宝游戏、抖音话题挑战等数字玩法，非
遗传播突破了单向输出的传统模式。非遗形
象“菲菲”的直播互动，更创造了“云传承”的
新可能。这种创新表明，传统文化要“潮”起
来，必须善用当代技术语言。而数字媒介不
仅扩大了非遗的传播半径，更重要的是为年
轻人提供了参与文化再创造的低门槛路径。

荆州的这次活动充分说明，非遗保护不
能止步于技艺的“博物馆式保存”，而应致力
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比如，在活动现场，
漆扇的制作融合进当代的设计美学，使传统
文化拥有了新的生命力。这种在当代语境
中，寻找新的表达方式的创新，就是对传统文
化最好的致敬。正如历史上敦煌艺术吸收西
域画风，明清家具融合西洋工艺一样，所有伟
大的传统文化，都是在创新中得以延续的。

这场嘉年华或许只是一个起点，但它指
向的方向令人振奋——从“活态保护”到“创
新传承”的范式升级。

在全球化浪潮冲击文化多样性的今天，
我们需要更多这样“让传统潮起来”的实践。
当非遗成为年轻人追捧的生活方式，而不仅
仅是教科书上的知识点时；当传统文化能够
自然出现在我们的朋友圈，而不仅仅是在博
物馆的展柜里时，中华文明的薪火相传才真
正拥有了不竭动力。唯有让传统文化与时代
同频共振，才能书写生生不息的文明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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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石首是真正的知音故里
□ 余仲廉

俞伯牙与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
的传说，不仅承载着中国古人对友情与知
音的深刻理解，更与湖北石首的地理文化
紧密相连。从记事起，我就听说家乡石首
是知音故里。2000年 5月3日，我怀着崇
敬的心情，在石首摔琴台遗址，写下一阕
《临江仙·伯牙绝弦》：“一曲高山流水断，
人间恸绝知音？调弦口外暮云沉。苔封
挥泪处，弦绝爨桐喑。调柱忽惊樵径改，
焦尾犹鸣楚水滨。碑残犹刻伯牙亭。江
涛吞绝响，山月葬琴魂。”25年来，经过反
复研究，我得出了一个结论：石首的确是
真正的知音故里。在此，从六个方面予以
论证。

其一，古籍文献的明确记载
伯牙（俞伯牙）善琴，钟子期善听。伯

牙志在高山，子期赞“峨峨兮若泰山”；伯
牙志在流水，子期叹“洋洋兮若江河”。子
期去世后，伯牙摔琴绝弦，终身不复鼓
琴。这一情节被《列子》《吕氏春秋》等典
籍记载，成为“知音难觅”的永恒隐喻。

北宋学者乐史（字学古）于太平兴国
年间（976—983年）领衔编纂的《太平寰宇
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官方系统编
撰的全国地理总志。其《卷六十五·江南
西道·石首县》明确记载：“调弦亭在县东
六十里，相传伯牙鼓琴于此。”作为文献源
头，是现存最早明确记载伯牙鼓琴地点的
官方志书，其权威性远超明代话本，成为
石首知音故里说的核心论据。作为地名
溯源，书中“调弦亭”记载，直接关联西晋
杜预开凿“调弦河”的史实，形成“地名—
事件—文献”的完整证据链。作为文化符
号，“调弦”二字因书而显，逐渐成为知音
文化的象征符号，后世诗词、碑刻多援引
此书内容。

此后，明代系列志书（如《寰宇通志》
《大明一统志》）进一步巩固了石首调弦口
作为知音发生地的地位。清代《石首县
志》记载：“俞伯牙从楚都东下，停舟鼓琴
于此，弦渐而调之，因以得名。”这都说明
地名由来与知音典故直接关联。

其二，千年传承的地名与遗迹
调弦口。《太平寰宇记》介绍其原名为

“生江口”，知音故事发生后更名为“调弦
口”。北魏时期卓越地理学家、文学家郦
道元的著作《水经注》不仅是古代地理学
巅峰之作，更与石首知音文化有着隐秘而
深远的关联。郦道元在石首地理记载中
写道：“生江水出江陵郡，北径生江口入大
江。”明确生江口（今调弦口）为荆江支流
汇入长江之口。并且作地貌印证描述：

“水极深”，与今调弦口中华鲟洄游深水区
吻合，或为伯牙鼓琴时“鲟鱼出听”传说的
地理依据。郦道元以《水经注》为石首调
弦口烙下千年地理印记，其笔下的“生江
口”不仅是水文坐标，更成为知音传说中
伯牙鼓琴处的自然注脚。当江水奔流至
调弦口，郦注之严谨与知音之浪漫在此交
汇，见证着历史地理与人文精神。

调弦河。西晋杰出政治家、军事家、
学者杜预，于太康元年（280年）率军攻吴，
一路势如破竹，与王濬水师会师建业（今
南京），终结三国分立。战后，杜预镇守荆
州，为巩固南方、发展漕运、便利军事运
输，他下令疏浚荆江支流“生江水”，连通
洞庭湖与长江。因河口位于伯牙调弦遇
知音之地，遂名“调弦河”（《湖广通志》引

《晋书·杜预传》），沿用至今1700余年。
核心地名群。伯牙口、摔琴台等地

名，与冯梦龙《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中描述
的情节完全吻合。伯牙口位于石首市调
关镇南部，桃花山山脉北麓。其原名“北

哑口”，因伯牙二次访知音途经此地改
名。传说伯牙在此驻足问路，钟子期后裔
世代居此，村名延续至今。伯牙口象征知
音文化的传承，村内钟氏家族数百年耕读
传家，人才辈出，为地名增添人文厚度。
摔琴台位于石首市调关镇伯牙口村南，半
山腰悬崖上。其特征是三面悬崖，面积仅
容四人，与明代冯梦龙描述的“摔琴台耸
立半山腰”完全吻合。

考古支持。1998年石首马鞍山出土
的商代镈钟（又称“特钟”），为湖北省发现
时代最早的青铜礼乐器之一，全国罕见。
镈钟作为宫廷乐器，可能与钟子期（传为
楚宫乐师）相关，可为当地文化认同提供
考古支撑。由此推测其为钟氏家族遗物，
侧面印证钟子期身世。

其三，诗词文化的历史印证
明代文人的调弦亭诗作，是知音故事

在石首定型的文学见证。他们以诗为舟，
在调弦河的碧波间打捞千年传说，将高山
流水的琴声化作永恒的文化记忆。如
今，这些诗句仍镌刻在调弦亭的廊柱上，
与江风明月一起，诉说着知音精神的永
恒魅力。

石首人韩守益，字仲修，明弘治六年
进士，官至河南道御史。其诗作虽多涉宦
游，但对故乡调弦亭的书写充满深情。他
在《泊江渚》中写道：“芦花飞，映晴雪，身
世飘零不须说。四海皆兄弟，无端对面分
秦越。丈夫莫学冷煖情，襟怀磊落肝胆
明。”诗中“芦花飞”意象暗合调弦河秋景，
伯牙子期相遇于中秋，芦花如雪正是知音
故事的时间符号。“身世飘零”“肝胆明”等
句，既抒个人宦海沉浮之感，亦隐含对伯
牙失知音的共鸣。韩守益作为石首本土
官员，其诗作被正德《湖广图经志书》收
录，强化了调弦亭的官方文化认同。

作为石首三阁老之一的明代正德至
嘉靖年间重臣，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张
璧（字崇象），其《调弦口上访知音》一诗，
是现存直接以调弦亭为主题的明代诗作
典范：“江上清风岭外霞，调弦古迹实堪
嗟。当年投学成连子，此日人思俞伯牙。
高山流水声已杳，阳春白雪曲徒夸。钟期
去后知音绝，独立荒烟日影斜。”诗中“江
上清风”“调弦古迹”点明石首地理，与《太
平寰宇记》记载呼应。“成连子”指伯牙师
承成连学琴的传说，凸显石首作为伯牙学
琴地的民间叙事。尾联“独立荒烟”以景
结情，将个人凭吊与历史苍茫融为一体，
成为知音主题的经典表达。其诗作被正
德版《湖广图经志书》、嘉靖版《荆州府志》
收录，官方志书的引用强化了调弦亭作为
知音故里的权威性。明代文人咏调弦亭
诗，多围绕高山流水意象展开，张璧诗作
为其中代表，开创了以调弦亭为载体的文
学传统。

清代诗人汪巨源是一位多才多艺的
文人，其作品和学术成就展现了他在诗
文、学术笔记、地方志等多个领域的深厚
造诣，诗文内容涉及山水游记、友人情谊、
学术考证等，既有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有
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他的诗句“调弦遗
响彻三湘”，以“三湘”为空间框架，融合调
弦河、洞庭湖等意象，形成“琴声—流水—
大地”的时空交响，不仅是对石首知音文
化的诗意礼赞，更成为这一历史文脉在清
代传承的鲜活注脚。

其四，与其它地点的对比优势
石首调弦口与武汉汉阳的对比。一

是文献记载的初始时间，有据可考，十分
明确，石首调弦口是西晋太康元年（280
年）命名，而汉阳古琴台始建于北宋（960

年）之后，前后相差 680年。二是地名依
据，石首调弦口原称“生江口”，与知音故
事吻合，而春秋战国时期尚无“汉阳”这个
地名。三是官方记载，石首调弦口有 20
余部志书连续的权威记载，而汉阳古琴台
的最早记载只是明代话本。

至于其他地区，泰山、海盐等，仅有明
清传说，缺乏相关地貌与遗迹，无系统文
献支持。

其五，官方与学术界的双重认可
从非遗认证来看，石首“伯牙子期的

传说”，过去有官方志书等历史文献明确
而连续的记载，当今已列入荆州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

从学术支持来说，华中师范大学民间
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守华教授等学者指
出，通过历史文献、考古发现及文化传承
的综合研究，石首调弦口作为伯牙子期知
音故事的发源地更具历史真实性。

其六，自然与人文的互文性
中华鲟洄游现象。调弦口水域为中

华鲟密集区，其秋季洄游时间与伯牙调弦
（中秋）吻合，或为“鲟鱼出听”传说的现实
映射。

隐士文化契合。钟子期辞官隐居的
“老虎山”为两湖平原制高点，符合“高山
流水”意境，与石首地理特征高度匹配。

综上，石首作为知音故里的证据体系
完整，从文献、地名、文物到学术认可均占
优，其真实性远超其他地点。本人认为，

“高山流水遇知音”之典故，世人多谓其在
汉阳，此乃地理优势之使然。犹如“杏花
村”之争：汾酒成就山西杏花，而九华烟雨
亦润泽池州杏村。然而考证调弦口等诸
多地名犹存，如散珠缀链，自成体系。今
予以研究佐证，并非只是为家乡石首争
胜，但求钟子期、俞伯牙二人精魂，正本清
源，得归其所。

拙作《临江仙·伯牙绝弦》的地理考
据。今石首调关镇江畔存明万历年间的

“古调弦亭”碑，清《石首县志》记载：“伯牙
台，临江，传为子期听琴处”。伯牙亭残
碑，“伯牙”二字清晰可辨，碑阴刻“嘉靖三
十六年重修”。琴断口，距摔琴台二里许，
江岸礁石形如断琴，民间称为“琴石”。典
故爨桐，出自《晋书·蔡邕传》，此处双关琴
材与石首“焦尾岩”传说。实地考察发现，

“樵径”在调关山麓有古道遗迹，宽五尺，
传说是钟子期采樵之路。“山月葬琴魂”，
化用清《石首竹枝词》“琴台月冷照孤坟”
句，实写长江南岸绣林山月夜景象较之
汉阳琴台传说，石首说在时空逻辑上更
具合理性。钟子期身为樵夫，活动半径
当在石首山陵与长江之间，而非百里之
外的汉阳。

本人认为，即使确认石首是真正的
知音故里，“高山流水遇知音”传说作为
中华文明最动人的文化符号之一，其生
命力早已突破地理界限，展现出跨越时
空的普世价值。这种超地域特征的形
成，既是文化流动的必然结果，也是人性
共鸣的深刻体现。明代冯梦龙《俞伯牙
摔琴谢知音》将传说通俗化，通过话本小
说传播至穷乡僻壤，并译介至海外，成为

“东方的友情寓言”。石首、汉阳等地均
宣称拥有知音文化遗存，这种“竞争性保
护”反而强化了传说的生命力，体现文化
遗产的共享本质是人性对理解与共鸣的
永恒渴求。它如同一曲无字歌谣，在华
夏大地的山河间流淌，也在不同文明的
星空下回响。或许正如那未曾断绝的琴
音，只要人类还在追寻心灵的契合，这个
传说便永远鲜活。

在“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千古传说中，
石首犹如被历史尘埃掩埋的明珠。在《为
什么说石首是真正的知音故里》一文中，
作者以严谨考据、多维论证与深情笔触，
为其拂去岁月蒙尘，还原出一个极具说服
力的“知音故里”。

文章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其论证体系
的严谨性与全面性。从古籍文献、地名遗
迹、诗词文化等六个维度展开论述，形成
环环相扣的证据链。在文献考据方面，以
北宋《太平寰宇记》为核心，串联起北魏

《水经注》、明代系列志书及清代县志，构
建起跨越千年的官方记载脉络，这种层层
递进的史料支撑，使石首作为知音发生地
的说法具备无可辩驳的权威性。在地名
遗迹层面，从调弦口、调弦河的历史沿革，
到伯牙口 、摔琴台的实地考证，再结合
1998年出土的商代镈钟，将地理空间与考
古发现有机结合，实现“文献—地名—文
物”的三位一体互证，让传说场景在现实
中找到具象化落脚点。

文化传承的脉络在文中清晰可见。
通过梳理历代文人对石首调弦亭的题咏，
从明代韩守益、张璧诗作，到清代汪巨源
词句，展现出知音文化在石首的千年延
续。这些诗词不仅是文学瑰宝，更成为历
史见证者，它们与地方志书相互呼应，在
时间长河中共同构筑起石首知音文化的
精神丰碑。值得注意的是，将石首与武
汉汉阳等地进行对比，以文献记载时间、
地名沿革、官方认证等维度为标尺，凸显
石首在知音传说溯源中的独特优势，这种
客观理性的分析进一步增强了论证的可
信度。

文章的价值不仅在于学术层面的考
据，更在于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意
义。作者坦言考证并非为地域争胜，而
是希望“钟子期、俞伯牙二人精魂，正本
清源，得归其所”，这种对文化本真性的
执着追求，折射出对民族精神根脉的守
护。在当今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石首知
音故里的确认，不仅是对地方文化特色

的彰显，更是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的有力诠释。知音传说早已超越地理界
限，成为“东方的友情寓言”，而石首的考
证工作，则为这一文化符号注入更深厚
的历史底蕴。

文章结尾对知音文化普世价值的升
华，将考据的严谨性与人文的浪漫性完
美融合。以“竞争性保护”视角解读各地
对知音文化之争，指出这种现象恰恰体
现了人类对理解与共鸣的永恒渴求。石
首的知音故里之争，最终回归到对人性
本真的追寻，使学术论证升华为对文明
本质的思考。

《为什么说石首是真正的知音故里》
一文，以扎实的考据为骨，以文化的情怀
为魂，不仅为石首知音文化正名，更在浩
渺的历史烟云中，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提醒我们，每
一处文化遗迹的考证，都是对文明基因的
解码；每一次历史真相的还原，都是对民
族记忆的传承。

叩问知音文化的千年密码
——评余仲廉《为什么说石首是真正的知音故里》

□ 余大中

文史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