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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龍章

要說我胡琴拉了七十多年，其實，也不

代表有多少含金量，隻能用來吹噓而已。還

可以說明我隻會老牛拖破車。否則，就這麼

二根弦，怎麼那麼長的時間都拉不出個道道

來？

說來話長，有不少故事，且聽慢慢道

來！

    六合之中有四維

在我的筆記小本子中，不止一次地記錄

著，內三合。心與意合，意與氣合，氣與力

合。外三合，手與足合，肘與膝合，肩與胯

合，還畫著人體中的走向符號。教我太極拳

的高小飛老師還仔細地教授過好幾次。可我

似懂非懂，說白一點，雖然白紙黑字記錄下

來，還是沒能引起我足夠的注意。

20 1 2 年四月，從書架裡抽出一本小

書，是濟群法師寫的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

關系，其中突然冒出來一句:莊子說，“六

合之外，聖人論而不議。”說是聖人隻研究

六合之內，而佛教的思考遠遠超出六合之

外，深不可測。有非凡的想象力！

然而我想，六合之內都沒有弄通，那有

能力去思考六合之外？馬上給高小飛老師發

出短信問，什麼叫六合？

我認識小飛老師，有十多年了，他人到

中年，知識淵博。太極拳、書法、篆刻、詩

詞，繪畫無不精通，為人親切熱情。在異國

他鄉，和他來往密切，不僅一起小吃小喝，

而且通過他認識了在日文學藝術界眾多中日

朋友。我聽他上太極拳課多次，也跟著練，

很想正式拜師，尚未如愿。他是我的參謀顧

問，有事總是先請教他，他有問必答，這已

經成慣例。

他告訴我，六合，就是內三合，外三

合……

高先生十分肯定的回答令人振奮。原來

聖賢莊子也有過名言，還有什麼理由不認真

領悟呢？

“心與意合”心意，心意，人們常說，

這是我的一點心意，心意不會不合吧？難道

這是告訴我們不要三心兩意，而要全心全

意，不要半心半意，而要一心一意，我若有

所悟，馬上打電話告訴高老師，他回答說，

您的理解很好！通俗易懂。

這下，我像小孩子似的雀躍起來。原來

六合的第一合，如此重要，雖然時間管理學

的要領是四件事，其中的第二件最容易被忽

視。1、重要又急，一定馬上去辦。2、重

要而不急，先放一放。3、不重要而急，可

以讓別人去辦。4、不重要又不急，可以不

理睬！

這是精彩的論斷，我知道了，就是沒有

付諸行動。結果就表現在我的寫字台上堆滿

了許多東西，都是不急的重要事情，越積越

多，永遠也整理不清。弄得我要找的東西經

常找不到，暫時不用的東西在眼前放一大

堆。我還知道日本人“整理”的好經驗，也

是四句話，能丟的丟，能送的送，暫時不用

的包起來編目備忘存起來，剩下的都是目前

必須的常用之物，可惜也沒有認真執行，為

什麼？那就是（心與意）沒有合。

當然，這裡所謂的“心”是指每個人的

人心。人心，是每個人從生到死，每日每時

每分每秒，都在不斷變化的一種存在，是現

實。

心，一顆心，是一種物質的存在。這裡

所謂的“意”就是思想，是一種意境，境

界。大家知道，現實中，每個人的心，通過

眼、耳、鼻、舌、身，面對著千變萬化的

花花世界，要能看透這個世界，形成一種

思想，境界，實在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

事。

用了六合的第一合就猶如靈丹妙藥，

居然可以幫助學生找回靈感，有起死回生

之效。心與意合是拉琴的根本出發點。必

須從心裡產生拉琴的強烈欲望，要忘我地

投入到音樂的意境之中！我暗示學生，要

放下現實生活中種種難以訴說的艱辛，在

自己的精神生活中，建設一個美好的理想

基地。

先要做到心動成點。

這個點和脈博的跳動相同又不相同。

相同的是心臟脈博跳動是有規律的，平穩

地，不斷反復地。隨著心情，環境的變化

而發生變化，不同的是：在演奏胡琴時的

節拍節奏及速度是作曲家、演奏者自己人

為地設定的。作為演奏者，必須體驗表達

作品的意境，旋律節拍，節奏及準確的速

度，但是，演奏者本人的脈博跳動可以接

近樂曲的內容，不會完全相同。這是因

為，藝術源於生活，但高於生活。通俗地

■ 張 石

還有一封信，沒有表明具體日期，但

從信的內容看，也應該疏屬於1941年的信

件。信的內容如下︰

由於我已過於年老，寫不出滿分的文

章，就請您想象著讀吧。

回顧往事大約十年有四的三月三十

日，相隔很久我訪問了府上，您的老母矍

鑠、健康，您的養父外出不在，沒得相見，

非常遺憾。那時可能您還沒有迎夫君入門。

結婚之後接到您婚禮的照片。在您有了身孕

以後，就再無音信，我也察覺出您的老母對

我們的接觸似乎不高興，我也感到頻繁接觸

對你不利，因此未能再寫信聯系，知道您能

■ 鄧智超

兩年前日本大地震後的一個月，我作

為一個留學生來到了日本。和許多留學生

一樣，開始對日本並不抱有什麼太大的好

感，而是隻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日本這兒

大概賺錢要比國內多很多，一個學生能夠

靠自己打工賺錢供自己生活、留學，於是

帶著小小的夢想來到了日本。

在日本生活兩年以來，發現了許多，

學到了許多。特別是地震以來，日本人面

對災害不屈不撓的精神以及災區人民的積

極樂觀，使我們感動，所以我們這些年輕

人有了這樣的感想︰正因為有這樣的日本

人，才會有這樣的日本，也使我們萌生了

去福島的打算。

這個愿望終於得到實現，2013年3月

21 日至 22日，我(中國留學生、名叫鄧智

超、 2 2 歲、早稻田 EDU 日本語學校畢

業)、林建(22歲、早稻田EDU日本語學校

畢業)、丁天龍(24歲、早稻田EDU日本語

學校畢業)、徐文強(24歲、早稻田EDU日

本語學校畢業)、黃立崗(23歲，群馬語言學

校畢業)一起結伴到達位於福島的小名浜常

盤苑老人院，花丸共和國老人院、綴保育

院，我們帶去了中國詩人、宗教家劉波的詩

集《劉波禪詩三種》(後籐順一日譯，作家出

版社出版）作為禮物，我們和孩子們、老人

們共同分享了朗誦日文詩歌、遊戲、分享禮

物、贈送詩集的溫馨時光。

在福島路上我們見到的人並太多。因

為這2天大部分時間都是步行，荒郊野嶺，

時不時看到路旁的廢車。我們路上很少去說

話，雖然說是志愿者活動，但是我們一次經

驗也沒有，生怕自己出個什麼差錯。可是最

讓我們感動的是在兩個老人院和一個保育院

的時候，看到我們在台上很緊張，老人們

用溫暖的眼神、小孩子們用天真可愛的笑

容給了我們最大的支持和鼓勵。

在保育院，每個人都跑到我們面前跟

我們擊掌，孩子們笑著說︰哥哥！等著你

們再來。他們天真而真摯的笑容，一直留

在我們的腦海裡。在老人院，一位92歲的

老人緊緊握住我的手說︰中日一定要友

好，千萬不要有戰爭。他們激情洋溢地朗

誦了詩人劉波的作品《海女》、《漁師》、

《匠人的手》等一系列謳歌日本普通勞動者

的詩歌，希望這一份能量，能夠傳遞給災

區受傷的心靈：

心造手工

空靈完美每一個細節

自由的手

如此魅力寫實

暗藏冒險的狂喜

把使用者記得緊緊

用至誠打配鑰匙

轉動生命的意義

單手打開年代的大門

……

默記匠人那手

情愿心疏志廢

為黃昏的天空刮痧

扯出一片紫紅

夕陽鑄金箔和蒔繪的佛龕

(選自《劉波禪詩三種．日本的心靈地

圖》，作者劉波，譯者後籐順一）

大月素堂的本家。

總結這三封信，我們能讀解出以下的

事實與大月素堂的心情。

1、大月素堂對自己女兒大月薰不幸的

生涯充滿了愧疚，就是因為他成全了孫中

山和大月薰的一段婚姻，使女兒大月薰非

常不幸，第一次婚姻的結果是不得不把自

己的女兒送給人家做養女；第二次婚姻的

結果是離婚和再次與自己的另一個女兒生

別，而在宮川富美子成年結婚以後，不斷

追問自己的身世，大月素堂不能不答，又

不好完全透露真象。他無法透露真象的原

因有二。第一，像他自己在信中所說的那

樣，覺得對不起將宮川富美子養大成人的

宮川家養父母，會攪擾人家幸福、平穩的

生活。他對自己和外孫女的接觸多次表示

懺悔，但是對女兒的愧疚又使他無法回避

與外孫女的接觸，他就是在這樣的矛盾而

痛苦的心情下寫下這些信，親情在他的心

中像烈火一樣燃燒，而道德感又使他抑制

自己接觸外孫女，勸導外孫女不要追問自

己的身世，但是他又解釋不清他這個外孫

女名義上的“父親”，為什麼把宮川富美子

拋棄給他人，而外孫女的真正母親又是誰?

他的信表現出他的心在一種無形的網中掙

紮。對於外孫女的追問，他隻有招架之

功，沒有回答之力，支支吾吾，吞吞吐

吐，深情溢於言表而又要逃避事實；充滿

對宮川家的歉疚而無法回避追問，時爾他

不得不用老衰為借口來掩蓋他的自相矛

盾。第二，當時在戰爭的情況下，中日是

敵對國家，他如說出外孫女的真正身世，

不僅自己，女兒、外孫女一家都可能大禍

臨頭。

                             □

講，假中有真，真中有假。文化現象是挺神

奇的，在欣賞音樂，觀看藝術作品，及體育

比賽時，大家都會十分投入，這在心理學中

稱為“錯覺”，是一種移情現象。藝術讓您

忘記現實，如同停止了腳步，時間也會倒

退。為劇中人的痛苦而痛苦，為劇中人的歡

樂而欣喜。這就是音樂藝術可以治療疾病，

忘掉痛苦，可以年輕化，返老還童的原因所

在。

    三中概念顯正能

下面我把自己教學中總結的三中，居然

也和六合相同。三中是弓中，弦中，把中。

除了太極拳的六合之說，還有一種說

法，六合就是前後左右上下，這個立體的三

維空間，加上時間又稱四維。記住，“點動

成線出現弓中概念，”一點就是向左向右移

動，點與點的連接就是節拍、速度。

音樂是時間藝術，時間是以分秒計算

的。您想表現的樂章，所描繪的時間藝

術，其中的意境是一種什麼樣的律動？這

個問題很怪，是不少演奏家都容易忽視的

課題。隻有大演奏家，指揮家才能心領神

會！

舉例說，大家對劉天華先生的“良宵”

都很熟悉。很多演奏家都演奏過這首優美的

樂曲。然而，真正符合作者意圖的演奏不是

很多。大多數人隻追求旋律優美、明亮，音

準節奏的準確，唯獨不講究速度。十有八九

的人拉的速度都偏慢。劉天華先生在樂曲曲

譜中寫下的“輕快”二字，沒有引起足夠的

注意，可以這麼說，您的（心）還沒有合劉

天華先生的（意）。

而我體會到的弓中概念，就是在運弓

時，雖然從左到右，但是中心點是在弓中，

以弓中為重心中，到弓中要放慢弓速，減少

弓壓，靜下，沉下來，這樣的運弓來回可以

成圓。

何謂弦中？點動成面。

因為，拉胡琴與拉小提琴的不同點，就

是胡琴弓子是在兩弦之內，內外弦的擦弦方

向是相反的，一前一後。而小提琴是在四根

弦之外。壓弦方向基本相同，四根弦排列是

半圓形，弓子都是從上向下壓。

演奏在較慢的樂曲時，換弦不是很難。

而在快速的樂曲中如《賽馬》、《空山鳥語》

等，要想換好弦是不容易的。

關於換弦方法，我的第二任二胡老師馬

友德，他說換弦的要領是以軟碰硬。弦是硬

的，馬尾是軟的，要求右手手腕放鬆，才能

把換弦技術掌握好。現在看來馬老所言，就

是陰陽互濟，陰不離陽，陽不離陰。柔中存

剛，剛中有柔。後來，我在教學中還發現，

因為內、外弦雖然靠得很近，距離也隻有一

厘米不到。因為用力方向是相反的，我悟出

一個新名詞，那就稱為“弦中”，兩弦之

中，這個概念挺有趣。

斜向巧撥宜四兩，這個太極拳理論中的

四兩撥千斤，應用在胡琴的演奏中的換弦技

術，關鍵就是要建立弦中這個支點。有了這

個點，把內外弦固定在一個統一體內，弓毛

依靠這個支點可以在內外之間來回快速變化

而感到十分輕鬆，這在過去是難以想象的。

體量這個原因。以後一直沒有通信，本多

信?子及御富士女子也沒了音信，也不知道

在什麼地方。接到你的信，知道了您的夫

君也到了而立之年。

所寫之事都免不了遺恨，而拜讀信

文，深深感到您的夫君是一個寬厚和包容

的人，非常想見他一面。

大月素堂信件原稿宮川弘提供

信中所提本多信?子可能是醬油批發商

本多家的女人，上文我們提到過，大月素

堂就是通過本多家的斡旋，將宮川富美子

送到宮川家做養女。其實大月素堂原姓本

多，因為其姐夫無後，過繼到姐夫家做養

子，其姐夫姓大月，因此所謂本多家就是

內弦為陰，外弦為陽，又是一個陰陽互濟不

可分離，拉內弦時想到有外弦存在，反之拉

外弦時有一個內弦存在，依靠這個支撐點的

收攏性能力，把內外弦形成一個圓，這是可

能和必要的，這是心與意合在內外弦換弦中

的重要體現。

 何謂把中？面動成體。

面動成體，依靠左手的換把技術。這裡

也有一個把中概念。在鬆肩沉肘後，肘部安

排在什麼位置，十分重要，把中的位置就是

肘部起支撐作用的位置，這是按照換把跳動

的大小而定的。隻有確定把中這個位置，就

可以把左手上位與下位相結合，無論跳動的

幅度及速度的快慢都不怕，穩操勝券。不成

問題，又是一個心與意合在左手換把技術中

的要領。

    圓心樞紐是太極大師遺言

總之，不論是點動成線的換弓技術，線

動成面的換弦技術，面動成體的換把技術，

全都離不開，太極拳大師王培生先生在給高

壯飛之信中有述：要點是虛實二字，動作要

輕靈連貫，速度均勻，通過圓運動而形成每

個動作之圓心，並以此為樞紐。

這段話很好！實在太重要啦！

我們走路，經常感到我的身體有沉重

感，假如把我的全身，當成一個圓圈，提氣

一半，抓住中心，左右走路也有中心，才穩

定自如，步履輕盈，變成年輕人一般了，哈

哈！真沒想到，心與意合還可以體現在平時

的走路的方法之中。

以上的眾多內容，我一點點地講給學生

們聽，有待大家慢慢地不斷開悟。

但是，已經見效，最近二月以來，每次

上課都有明顯進步，大家不想信自己會拉出

這麼好聽的旋律。

事實告訴了我，二胡教學是一個系統工

程，必須全方位地從內到外，從頭到足的配

合。以前的教育方式多少帶有頭痛醫頭，腳

痛醫腳，不是整體療法！故而收效甚微！如

今用六合，三中把大家的正能量有所開發，

十分高興！

昨晚，去會見朋友的路上，寫下二句打

油詩作為結尾。

若無勝有玩四維，

六合三中顯正能。

大月素堂書信原稿。宮川弘提供

中國留學生和福島的兒童在一起。

陳龍章和學生們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