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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故事: 琴艺传神的师旷 
 

刘新宇 

【正见网】师旷是春秋时晋国著名音乐家，字子野（当时地位最高的音乐家名字前常冠以“师”
字）。冀州南和（今河北省南部）人，一说为山西洪洞村人。活动时期为公元前５７２－５３
２年晋悼公、晋平公执政的时期。汉代以前的文献常以他代表音感特别敏锐的人，史称“乐
圣”。 

师旷是盲人，常自称“暝臣”“盲臣”。其为何目盲，有三种说法：一说天生眼盲；二说他是因为
觉得眼睛看到的东西使他无法专心地做一件事，所以用艾草熏瞎了自己的眼睛，使自己的心清
净下来；三说卫国的宫廷乐师高扬来到仪邑，在这里招收学生，少年师旷，自幼酷爱音乐，慕
名前来投师学琴，他聪明过人，就是生性爱动，听讲时，东张西望，不能定下心来认真学习，
以至于别人满师时，他还是一事无成。师父预赶其回家，师旷在众目睽睽之下，羞惭得无地自
容。回房后，师旷用绣花针刺瞎了双眼，下决心，一定要专心练琴。从此，高扬精心向师旷传
授 琴 艺 ， 师 旷 也 发 愤 苦 练 ， 终 于 青 出 于 蓝 而 胜 于 蓝 ， 琴 艺 逐 渐 超 过 了 师 父 。 
 
据说，当师旷弹琴时，马儿会停止吃草，仰起头侧耳倾听；觅食的鸟儿会停止飞翔，翘首迷
醉，丢失口中的食物。  

晋平公见师旷有如此特殊才能，便封为掌乐太师。  

晋平公新建的王宫落成了，要举行庆祝典礼。卫灵公为了修好两国关系，就率乐工前去祝贺。  

卫灵公带着一批侍从，走到濮水河边，天色已经慢慢地黑下来，他们在河边倚车歇息。  

时值初夏，皎洁的月亮高挂夜空，两岸垂柳轻拂水面，河水静静地流去，映着月亮闪闪发光，
就像九天落下了一匹锦缎。卫灵公正在欣赏这美丽的夜景时，突然听到一陈曲调新奇的琴声，
不禁心中大悦，于是招来他的乐师师涓，命师涓寻找这奇妙的音乐，并把它记录下来。  

师涓领命而去，静静地坐在河边，调息，抚琴，聆听那音乐，将乐曲记录下来，整整忙碌了一
夜。  

卫灵公一行来到晋国边城，晋平公在新建的王宫里摆上丰盛的筵席，热情的招待贵宾。  

宴会上，卫灵公在观赏晋国的歌舞后，便命师涓演奏从濮河边听到的那支曲子助兴。  

师涓为了答谢晋国的盛情款待，便遵命理弦调琴，使出浑身解数弹奏起来。随着他的手指起
落，琴声像绵绵不断的细雨，又像是令人心碎的哀痛哭诉。  

坐在陪席上的晋国掌乐太师师旷面带微笑，用心倾听着。不一会儿，只见他脸上的笑容渐渐消
失了，神色越来越严肃。  

师涓刚将曲子弹到一半，师旷再也忍不住了，他猛地站起身，按住师涓的手，断然喝道：“快
停住！这是亡国之音啊！千万弹不得！”  

卫灵公原本是来给晋平公祝贺的，听师旷掌乐太师这么一说，吃惊地愣住了。师涓更是吓得不
知所措。十分尴尬地望着卫灵公。  

晋平公见喜庆之时，本国掌乐太师突然插一杠子，弄得卫国国君一行人下不了台，忙责问太师
道：“这曲子好听得很，你怎么说它是亡国之音呢？”  



 2

师旷振振有词地道：“这是商朝末年乐师师延为暴君商纣王所作的‘靡靡之音'。后来商纣王无
道，被周武王讨灭了，师延自知助纣为虐害怕处罚，就在走投无路时，抱着琴跳进濮河自尽
了。所以，这音乐一定是在濮河边听来的。这音乐很不吉利，谁要沉醉于它谁的国家定会衰
落。所以不能让师涓奏完这支曲子。”他说到这里，转过脸来问师涓道：“你弹的这支曲子是
在濮河边听来的吗？”  

卫灵公和师涓都很惊讶，连连称是。“亡国之音”便由此而来。   

晋平公很不以为然地说：“早已改朝换代了，我们现在演奏，又有什么妨碍呢？你还是让贵国
乐师弹下去吧！”  

师旷摇摇头，执拗道：“佳音美曲可以使我们身心振奋，亡国之音会使人堕落。主公是一国之
君，应该听佳音美曲，为什么要听亡国之音呢？”  

晋平公见卫灵公一行人面有难色，便命令师旷道：“你快松手，让乐师弹下去！别扫大家的
兴！今日是大喜之日，怠慢了贵宾，拿你是问！”  

师旷执拗不过，只能松手。  

师涓终于弹完了那支乐曲。  

当最后一个音符消失，晋平公见师旷面带愠色，便对他发问道：“这是什么曲调的乐曲？”  

“这就是所谓的《清商》。”师旷回答。  

“《清商》是不是最悲凉的曲调？”  

“不是，比它更悲凉的还有《清徽》。”  

晋平公道：“好呵，你作为回礼就来弹一曲《清徽》吧！”  

“不！”师旷道，“古代能够听《清徽》的，都是有德有义尽善尽美的君主。大王的修养还不
够好，不能听！”  

晋平公道：“我不管什么德什么义的，我只喜欢音乐。你快弹吧！”  

师旷感到王命难违，只好坐下来，展开了自己的琴。当他用奇妙的指法拨出第一串音响时，便
见有 16 只玄鹤从南方冉冉飞来，一边伸着脖颈鸣叫，一边排着整齐的队列展翅起舞。当他继续
弹奏时，玄鹤的鸣叫声和琴声融为一体，在天际久久回荡。  

晋平公和参加宴会的宾客一片惊喜。  

曲终，晋平公激动地提着酒壶，离开席位边向师旷敬酒边问道：“在人世间，大概没有比这
《清徽》更悲怆的曲调了吧？”  

师旷答道：“不，它远远比不上《清角》。”  

晋平公喜不自禁地道：“那太好了，就请太师再奏一曲《清角》吧！”  

师旷急忙摇头道：“使不得！《清角》可是一支不寻常的曲调啊！它是黄帝当年于西泰山上会
集诸鬼神而作的，怎能轻易弹奏？若是招来灾祸，就悔之莫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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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太师不必过虑。上古之事更加久远，怎能祸及现在呢？你弹来听听又有何妨？”  

师旷见晋平公一定要听，无可奈何，只好勉强从命，弹起了《清角》。  

当一串玄妙的音乐从师旷手指流出，人们就见西北方向，晴朗的天空徒然滚起乌黑的浓云。当
第二串音响飘离殿堂时，便有狂风暴雨应声而至。当第三串音响骤起，但见尖厉的狂风呼啸
着，掀翻了宫廷的房瓦，撕碎了室内的一幅幅帷幔，各种祭祀的重器纷纷震破，屋上的瓦坠落
一地。  

满堂的宾客吓得惊慌躲避，四处奔走。  

晋平公也吓得抱头鼠窜，趴在廊柱下，惊慌失色地喊道：“不能再奏《清角》了！赶快停
止⋯⋯”  

师旷停手，顿时风止雨退，云开雾散。  

在场所有的人打心底里佩服师旷的琴艺。卫国乐师师涓大开眼界，激动地上前握住师旷的手
说：“你的技艺真可惊天地、泣鬼神啊！” 

晋平公亲眼目睹了太师师旷的传神琴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每逢自己无法解决的难事和军
国要事，他都召师旷垂询。  

晋平公的王宫修缮一新后，又铸了大编钟，乐工们都以为此钟是合于律制的，但师旷用手轻轻
一弹，认为不合。经过校正钟律，果然发现此钟的音响是不协调的。  

晋平公制成一张琴，大琴弦和小琴弦音高相同，他让师旷来调整它。师旷拨了两下，一下就发
现了其中的问题。他借题发挥道：“对于琴来说，大弦好比君主，小弦好比臣下。只有大小相
应，各得其所，才能合阴阳，成就美声。现在大王让它们相互混合，我这个瞎子怎么能调好它
们呢？”  

晋平公经师旷这么一说，细看大小琴弦，正是由于相互混同才至音不分高低。他吩咐师旷予以
纠正。师旷将大小弦略作对调，便奏出抑扬顿挫的琴音，师旷奏着奏着，他忽然停手，哈哈大
笑起来。  

晋平公见师旷突然发笑，忙问所笑为何？  

师旷道：“刚才，我通过琴声发觉齐国的国君在同嫔妃嬉闹，从床上摔下来，把胳膊摔坏
了。”  

晋平公觉得惊讶，当即就派人赴齐国询问，齐王笑着说："是的，是有这样一件事。"  

晋平公见师旷有如此神功，遇到重大的军事行动，就召他拿着律管“听军声而卜吉凶”。  

有一次，齐国攻打鲁国，晋国决定会合诸侯援鲁伐齐。晋平公想知道战争前景，就召来师旷垂
问。  

师旷将鲁国和齐国军歌演奏了一遍后，对晋平公禀告说：“大王不必兴师动众了！齐国军队已
经被鲁国赶出了国门。”  

晋平公半信半疑之际，派往鲁国的观察使者回来禀报的情况与师旷所说的丁点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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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晋平公听到楚国发兵攻打郑国，朝野上下议论纷纷，都说强楚攻郑，郑国必灭，他又
召来师旷问究竟。  

师旷弹着琴弦，唱起南北不同的歌曲，然后向晋灵公禀告道：“楚国以强凌弱，必会以失败告
终。”果然没过几天，就传来楚国兵败的消息。  

晋平公见师旷音律占卜战争吉凶如此准确和灵验，就把他留在王宫中，不离左右。  

有一次，晋平公望着师旷双目失明的样子，忽然感叹道：“太师虽绝顶聪明，却是盲人，你的
那个世界真是太昏暗了。”  

师旷道：“也未必。其实天下有五种昏暗，而我还没轮上其中之一呢。”“你这话是什么意
思？”晋平公不禁发问。  

“好吧，让我一件一件说给大王听吧。”师旷侃侃而谈：“群臣通过行贿来博取名誉，百姓们
受冤屈而无处伸张，君王对此不闻不问，这是第一昏暗。忠臣不用，用臣不忠，蠢材高踞要
位，小人压制贤明，君王对此不知不晓，这是第二昏暗。奸佞玩弄两面派来掩盖自己的嘴脸受
到尊荣，贤人遭诬陷被赶走，而君王对此不觉不察，这是第三昏暗。国家贫穷，百姓疲惫，而
君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醉心于谄谀之词而不醒悟，这是第四种昏暗。是非不辨，法令行不
通，贪官污吏枉法，老百姓无法安定，而君王对此不明不白，这是第五种昏暗。国家陷入这样
五种昏暗，没有不垮台的。比较起来，我的昏暗不过是小昏暗，还不至于危害国家呢。”  

晋平公听到这番妙论，甚是感动，决心勤于国政，力求做个有道的明君。  

还有一次，晋平公设宴招待文臣武将，他喝酒到了兴头上，自叹道：“哈哈哈，其实人生的快
乐，莫过于做人君了。只有君王说的话，没人敢违抗。”  

师旷正坐在晋平公旁边，他听到这话，抱起琴便向晋平公撞了过去。晋平公大惊，赶忙躲避。
师旷手中的琴撞在宫墙上。晋平公惊愕地问：“太师，你这是干什么？”  

师旷铮铮地答道：“刚才有小人在乱发议论，所以我要撞他。”  

晋平公气呼呼地道：“刚才发议论的就是我呀！”  

不料，师旷摇摇头道：“我看刚才所发的议论根本不象君王该说的话。”  

旁边的文武大臣见晋平公当众下不了台，纷纷讨好道：“师旷犯上欺君，应该杀头！”  

师旷伫立在那里，嘴角露出冷笑。  

晋平公沉思了好一会儿，最后摆摆手，道：“太师忠言逆耳，就算他规劝我一次，算了算
了！”  

晋平公自鸣得意之际，遭到师旷当头一瓢冷水，虽免了师旷死罪，可师旷那举动令他惊魂不
定，不久就病倒在床。  

晋平公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眼看不行了。这时，师旷又对他说：“主公，您的病看来还得我来
治啊：”  

晋平公道：“太师，你有什么灵丹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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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旷也不答话，又拿出琴来弹了一段解闷去忧的曲子。  

晋平公听着听着，就象雨过天晴一般，郁郁寡欢的心情一扫而光，病立即好了。  

晋平公对师旷起死回生的本领十分折服，把他引为心腹知己。  

这天，晋平公问师旷：“我很想再读些书，求些学问，只是年纪大了，恐怕太晚了！”  

师旷道：“既然主公知道晚了，何不把蜡烛点起来呢？”  

晋平公以为师旷嘲笑自己，气咻咻地说：“我和你说的是正经事，你怎么跟我开玩笑啊！”  

师旷道：“我这个瞎了眼的臣子，哪敢跟君主您开玩笑啊？我听人说，一个人在少年时期就刻
苦学习，好象是旭日东升，光彩夺目，前程是十分远大的；壮年时期开始刻苦学习，好象是烈
日当空，锐气正盛，前途也是光明的。到了老年时期，才下决心学习，那就像晚上点起了蜡
烛，光亮虽然比不上太阳，可是有了烛光照亮，也要比没有蜡烛在黑暗里摸索强得多呀！”  

晋平公听了师旷的话，沉思了半晌，点头赞许道：“经太师点拨，我茅塞顿开，我要活到老学
到老啊！”  

师旷见国君是个肯纳谏的君王，就经常借献琴艺之机，象哲人一样指点国政得失，尽自己的所
能，努力维持晋国的昌盛。 

当卫献公因暴虐而被国人赶跑时，晋悼公认为民众太过份，师旷则反驳说：“好的君主，民众
当然会拥戴他，暴虐之君使人民绝望，为何不能赶他走呢？”晋悼公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于是
又问起治国之道，师旷简言之为“仁义”二字。  

邻国看到这种景象，评论说：“晋国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国家。连它的掌乐太师弄弦都能测国
运 ， 对 这 种 国 家 只 能 小 心 侍 奉 。 ” 因 此 ， 师 旷 被 尊 为 乐 坛 琴 艺 中 的 祖 师 爷 。 
 
齐国当时很强盛，齐景公也曾向师旷问政，师旷提出“君必惠民”的主张，可见他在当时深受
诸侯及民众敬重。 

到晚年时，师旷已精通卜算音律，撰述了《宝符》１００卷与《禽经》，在明、清的琴谱中，
《阳春》、《白雪》、《玄默》等曲解题为师旷所作。 

在后世的传说中，他被演化成音乐之神、顺风耳的原型、及瞎子算命的祖师等。 
 
今天的人们认为师旷的故事是神话，其实真修者都知道在古代，人们普遍相信神，神也经常向
人展示一些神奇的事情。师旷其实是一个修炼人，因为瞎了眼，所以才使自己的心清净下来，
有了一定的功能，可以占卜吉凶，“闻弦歌而知雅意”。 

师旷用琴音为晋平公治病，人们认为不可能，其实从五行学说上讲：人生病都是因为五行紊
乱，阴阳不调，琴之五音对应五行，以琴之五音归正人体中之五行，调和阴阳，病自然就好
了。 

师旷向晋平公说的五种昏暗，不幸的是当今的中国无一不有，每一种昏暗其严重程度都可说空
前绝后，希望未来的中国领导人都能记住师旷的劝告和今日中国之教训，广行仁义，勿使五昏
再现于中国。 

（参考资料：《中国琴坛故事》及《中国古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