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青蔡芳詠在貴州從事古箏教學。 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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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貴州畢節的早晨帶着潮
濕的冷風。不同於往日，沒有學生
們練習古箏的琴聲，工作室裏顯得
有些冷清。蔡芳詠指導的學生們已
到貴陽參加藝術考試──這是檢驗
教學成果的時刻。蔡芳詠期待着學
生們帶回好的消息。

蔡芳詠的父親製作古箏、母親
教授古箏，蔡芳詠從小就對古箏有
着天然的親近。雖然父母不願她走
上學琴這條 「吃苦」 的道路，但5歲
的蔡芳詠堅持每天練琴4個小時，在
同齡人中 「小有成就」 。

赴京深造提升琴藝
2006年，因為一次兩岸的文化

交流活動，蔡芳詠第一次離開台灣
來到北京，見到更多像她一樣熱愛
古箏的同齡人。他們的演奏讓蔡芳
詠相當震撼，令她下定決心，一定
要到北京進行系統地學習，加強基
本功以提升琴藝。作為家裏最受疼
愛的小女兒，父母不忍心讓她一個
人到這麼遠的地方。但拗不過她的
一再請求，最終順應她的心願。

學習拼音、簡體字，住校的集
體生活，嚴厲的老師，離開了父母
和姐姐的庇護……蔡芳詠克服着種
種困難，新的學習環境也帶給她更
多新鮮感。以琴會友，她認識了許
多來自大陸各地的新朋友，開闊眼
界的同時，琴技也在不斷提升。

由於兩岸的教育系統有所不
同，獲得通用文憑就需要取得本科
以上學歷。蔡芳詠很清楚，自己所
選擇的，是條沒有退路的道路。為
參加各類考試和比賽，她每天練琴
14個小時、一練就是16年，如願考
入中央音樂學院。2009年，蔡芳詠
父親將多年經營的 「松柏古箏」
廠，從台灣高雄搬到福建福州，不
僅擴充了業務，還成就了蔡芳詠和
彭士泳的浪漫情緣。

畢業於四川音樂學院的彭士泳，
那時正在成都經營古箏
藝術中心，他希望將

高品質的古箏，放在中心銷售。為更
加了解相關產品，他從成都去到福
建，前往蔡家的古箏廠。見到同樣是
演奏古箏的年輕人，蔡爸爸把女兒的
微信推給了他。雖然兩人並未見面，
但彭士泳常在線上諮詢蔡芳詠古箏製
作的工藝，對蔡家的 「松柏古箏」 稱
讚有加；蔡芳詠也看到彭士泳比賽的
視頻，對他的演奏印象深刻。古箏演
奏的圈子並不大，在一次老師組織的
古箏論壇現場，兩人第一次見面。

「民族文化是我們的根」
年齡相仿、熱愛古箏，蔡芳詠

和彭士泳總有聊不完的話題。每一
次講座、論壇、音樂會，都成為兩
人特有的 「約會」 ，一起學習、相
互了解、共同成長、彼此欣賞，古
箏讓他們走到了一起。

婚後，蔡芳詠在畢節定居，對貴
州的文化相當着迷。她說，小學5年
級曾演奏《黔中賦》，但那時並不知
道 「黔」 在哪裏，更不明白曲中為何
會有這麼多忽明忽暗的變化。如今她
在畢節生活，才開始有所了解。 「貴
州對我來說是一個寶藏之地！北京如
果是我 『入世』 音樂殿堂的 『門
票』 ，貴州像 『避世』 的 『桃花
源』 。」 蔡芳詠說，在這裏能讓她從
紛繁複雜的世界中回歸平靜。當她在
貴州煙雨朦朧的山霧中，看到山巒樹
林因為季節更迭、天色陰晴，而呈現
出不同顏色的時候，她更能體會《黔
中賦》的曲中意境，體會到貴州的一
山一水、明暗變化。這種身心合一的
感受，加深了她對琴藝境界的理解，
在一片山野間放下雜念、靜心音樂，
見天地、見自己。 「每當這個時候，
我總會想起龔琳娜老師對我的囑託：
民族的文化才是我們的 『根』 ！無論
走到哪裏，家鄉的歌謠總能帶給我們
安慰。」

在台灣高雄出生的蔡芳詠12歲時隻身來到北京學習古箏，後來
與同樣是古箏演奏家的彭士泳結緣。婚後兩人回到彭士泳的家鄉貴
州畢節，蔡芳詠父親創辦的古箏廠也從福建搬遷至貴州。 「高山流
水遇知音」 。如今蔡芳詠和彭士泳，一位從事琴藝教學，另一位主
打古箏經營。因古箏緣結，兩位 「90後」 走到了一起。他們是生活
上的伴侶，更是音樂上的知音，共同譜寫 「琴瑟和鳴」 的幸福樂
章，成為兩岸民心相通、感情交融的一道亮麗風景。

高山流水遇知音 琴瑟和鳴一家親

▲台青蔡芳詠與丈夫彭士泳一起演奏，琴瑟和鳴。 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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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芳詠
和彭士泳的提

議下，2020年底，蔡芳詠父母把
古箏廠從福建搬遷至畢節，由彭士

泳負責運營。 「作為樂器，古箏不是
用來看的，而是用來聽的，聲音的品

質決定了古箏的品質，即使外觀再華麗、用
料再昂貴，音質不好也是徒勞。」蔡芳詠父
親說。

蔡芳詠第一次參加比賽時很緊張，他安
慰女兒 「爸爸做的琴可厲害了，不用音響擴
音，賽場的最後一排的觀眾也能聽到！」不
負所望，蔡芳詠在比賽中拿到第一名。用着
爸爸的琴，她演奏的樂曲清澈明亮、共鳴悅
耳、穿透力強， 「技」與 「器」相得益彰，
贏得滿堂彩。

不同於普通的木質工藝品，古箏的製作
對於製作的技藝要求十分考究，需要製作者
悉心打磨、精益求精，哪怕尺寸、外觀完全
一樣的兩台琴，工藝細節不同，呈現出的音
色品質也會有天壤之別。因此，培養出一位
熟練的古箏工匠，不僅材料損耗的成本高、
周期長，更需要工匠耐得住性子，嚴格按照
工藝保持 「匠心」。

雖然開出了整個工業園區最高的工資，
但蔡家的古箏廠仍面臨招工難、留不住人的
問題，原材料與市場 「兩頭在外」，古箏
作為精細工藝品在物流環節也需格外小
心。

作為貴州唯一一家古箏生產廠，畢節

當地也給
了他們3年的
場地租金減免優
惠，使蔡爸爸可以專
心研究古箏的設計和
工藝革新，指導工人
製作好每個環節，將他的匠
法技藝傳承下去。

「古箏製作本來就是一
種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
在畢節，我們了解到貴州有很多 『非遺』技
藝，我們希望能把更多的 『非遺』文化結合到
一起。」彭士泳說，使用大漆工藝對古箏進行
加工，使琴的密閉性更好，整體音色更有厚重
感。大漆本就是一種很美的工藝，做在琴上更
具有收藏價值。福州漆器、大方漆器、掐絲琺
瑯……越來越多 「非遺」工藝在古箏的製作上
得以應用，可以讓藝術更好地融入生活，迸發
出新的生命力。

亦師亦友
教學相長

傳
承

傳承技藝

▲台青蔡芳詠的父親看好大陸的製琴市

場。

▲福州工藝、大方漆器、掐絲琺瑯……越來
越多非遺工藝在古箏的製作上得以應用。

▲台青蔡芳詠在貴州的大草原以琴會友。受訪者提供

「最讓我難忘的是藝考時，由於考試
需要兩台古箏，而我只有一台，蔡芳詠老

師搬着自己的琴，乘坐高鐵，從北京趕往石家莊，陪我參加
藝考。當時蔡老師怕我搬琴手會酸，獨自搬着兩台琴走進
去，我既震驚又感動。」 正在貴州師範大學讀四年級的學生
褚詠琪回憶起當時的畫面，仍是歷歷在目。 「我在念初三的
時候，因為文化課成績比高中錄取分數線低了一些，媽媽想
讓我考特長生，剛好音樂機構請到了蔡老師為我上課，開啟
了我與蔡老師之間的緣分。」

當時，褚詠琪正在學習彈奏的曲目是《茉莉芬芳》，
雖然彈奏時錯誤百出，但蔡老師一直細心、溫柔地教導她，
哪怕有些地方反覆出錯，她也依舊非常耐心地示範，是一位
非常負責任的老師。

「我從蔡老師身上學到的最重要的品質是真誠。在上
課之餘也經常與我交談，叮囑我在生活、學習上的注意事
項，關心我的身體狀況，哪怕現在蔡老師並不在我身邊，也
依舊惦記着我。」 褚詠琪說，蔡芳詠像是她人生路途上的指
路人，幫助她增長自信、才識，不僅是老師，也是知己。未
來，她計劃跟隨大學內的專業老師繼續學習古箏，在明年完
成自己的畢業音樂會。

在蔡芳詠的學生中，既有生活條件艱苦依然求學的10
多歲的學生、也有歷經人生坎坷不忘音樂夢想的70多歲的
老阿姨……他們身上對於古箏的熱情，讓蔡芳詠感受到學
習古箏的初心，收穫到 「教學相長」 的正能量。

▼台青蔡芳詠的丈夫彭士泳對製琴工
序相當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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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繼
瑙魯後，台灣當局另一個太平洋 「友
邦」 圖瓦盧據報也將跟進與台 「斷
交」 ，與中國大陸建交。

據澳洲《澳洲人報》報道，圖瓦
盧 「駐台代表」 潘恩紐表示，來自圖
瓦盧的消息人士稱，圖瓦盧可能在1月
26日大選後，跟進瑙魯，進行外交轉
向。澳洲及其盟友夥伴會密切注意局
勢。如果圖瓦盧與台當局 「斷交」 ，
台當局的 「邦交國」 將僅剩11個，再

創新低。
台外事部門21日稱，台灣與圖瓦

盧自 「建交」 以來，長期在農漁業、
醫療衞生、教育文化等領域有密切合
作關係。圖瓦盧各界政要，也在台灣
選後致賀，並強調維護雙方 「邦誼」
的立場。

島內網友指出： 「台外事部門可
以 『撤部』 解散了，即將見證歷史性
的一刻，不要再浪費納稅人的錢」 ；
「台外事部門後知後覺，根本就是

『斷交部』 ，名不虛傳」 。
此外，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日前

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瑙魯是民
進黨上台以來第十個與台灣斷絕所謂
「外交」 關係的國家。世界上只有一
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這是歷史和法理的事
實，也是國際社會普遍的共識。我們
對有關國家順應大勢作出正確抉擇表
示讚賞。事實一再證明，堅持一個中
國原則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過去
10年，台灣公職考試報考人數大減超過
一半，即使當局推出新的退休撫恤制度
及調漲薪資，仍難有起色。

據台當局考試主管部門統計，2009
年台灣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報考人數為
59632人，2012年達到巔峰72330人，
此後人數逐年下降，2023年僅剩34264
人。公務人員普通考試同樣呈現下滑趨
勢，2012年報考人數高達88777人，之
後年年下降，2023年剩32156人。

有公務人員考試補習機構指出，報
考公職人數大幅下滑，主要原因在於公
家機關的福利調整跟不上民間企業。從
當局統計資料就可看出，報考人數跌幅
最大的就在年金改革那幾年。

此外，目前公務人員福利不差，但
民間企業更好，衝擊年輕人報考意願，
甚至有人進入公職體系數年後決定離
職。目前公務體系已出現人才斷層現
象。即使近來當局為公務人員漲薪，但
因幅度不夠大，仍不具吸引力。

不忘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