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墨韵 成都人，原名陈一如，一

位粉丝量超过200万的B站知名

古筝up主，因其娴熟的技术、炸

裂的手速被粉丝称为“六指琴

魔”，演奏视频被称为B站“镇站

之宝”。youtube粉丝10w+；100

个投稿视频，总播放量超1亿。

人物卡片

“年轻一代⋯⋯了解世界多样化的音乐后，再去

思考如何将世界的流行和本土的传统恰当融合”

“我是属于野生派的”

“曾经为了练习一个作品，我的最高纪录是一天

弹了16个小时”

“看了世界后，还是想回到成都”

“传统民乐也可以很潮的⋯⋯让传统民乐与
潮流文化碰撞出更多奇妙的火花”

Focus

2023年3月17日
星期五

12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让人惊讶的是，墨韵并非科
班出身。

“我是属于野生派的。”墨韵
笑着说。接受采访的时候，墨韵
戴着轻薄的面纱，穿着一身轻纱
汉服，款款走来，裙裾飘飘，就像
从古画中走出的仕女一般，恬静
又温柔。坐在古筝前，墨韵将双
手缓缓放在琴弦上，悠扬的旋律
从她的指尖流淌，让人仿佛置身
于空灵的山谷，又乘风于彩云之
巅。

6 岁 时 ，墨 韵 开 始 接 触 古
筝。“我妈妈特别喜欢钢琴，所以
最开始希望我学习西洋乐器。”
但后来，妈妈认为“学习传统乐
器会不会有助于女儿了解中国
的历史和文化呢？”经过深思熟
虑，妈妈让她学习古筝。

古筝又名汉筝、秦筝、瑶筝、
鸾筝，是中国汉民族传统乐器中
的筝乐器，属弹拨乐器。古筝音
色优美，音域宽广，演奏技巧丰
富，具有相当强的表现力。在很
多人心中，一直以来古筝都可谓
是古代佳人的“标配”。“还记得
小时候看《还珠格格》，紫薇用古
筝弹了一首《梦里》，特别好听！”
就在那时，《梦里》优美的旋律在
墨韵心中埋下了一颗古筝的种
子，这首乐曲也成了她的古筝启
蒙曲之一。

回忆起与古筝第一次见面
的场景，墨韵至今印象深刻。“不
同于现在有缩小版的乐器专门
给小朋友学习，那时候我们学习
的古筝是正常大小。”体型大，是
墨韵对古筝的最初印象，“记得
那时我的手完全张开，都还够不
到一个八度。”但是，当墨韵第一
次弹拨琴弦时，从指尖泻出的优
美旋律瞬间吸引了她，让她对古
筝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古筝弹
出的每一个音都是好听的。”

和练习其他乐器的孩子一

样，学琴之路必然与辛苦相伴。
墨韵在结束每天的学业后，都会
练习两三个小时的古筝，还会在
寒暑假期间参加各类集训。学
习古筝需要带甲套，但墨韵的手
指依然每天几乎都是红肿的，有
些地方还因为被磨破了皮而出
血。但即使如此，她也没有生出
过放弃的想法。“虽然练习的时
候感到很累，很枯燥，但现在回
过头看，我很感谢那段练琴岁
月。”墨韵说，如果不是小时候打

下的扎实基础，就不会有现在的
技术水平。

2011 年，墨韵凭借优异的
成绩考入了四川大学对外汉语
专业。苦练古筝 10 余年，通过
专业 10 级考试，为什么不选择
专业音乐院校？“除了古筝外，我
还有另外一个梦想。”因为从小
热爱传统文化，所以“我一直渴
望去国外教中文，把中国的好东
西传播给外国人，所以我坚定地
选择了对外汉语专业。”后来读
研究生，墨韵依旧选择了对外汉
语专业。

汉服走进了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国货赢得了无数年轻人的追捧，国漫势如
破竹，屡创佳绩⋯⋯当下年轻人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个性化追求，形成了“国风当
道”的潮流时尚。

何谓“国风”？最初《国风》出自《诗
经》，是《诗经》的精华，记载了周初至春秋
间各诸侯国的民间诗歌，是华夏民族文艺
宝库中的璀璨明珠。随着现代社会语境的
变迁，今天的“国风”逐渐成为建立在中国
传统文化基础上、蕴含大量中国元素并适
应全球流行趋势的艺术形式或生活方式的
统称，广泛应用在音乐、服饰、影视等领
域。国风，正在从历史幽深的隧道中漫步
走来，融入当代人的日常生活，长在现代社
会的肌理之中。

根据B站发布的《年度国风数据报告》
显示，2021年站内的国风爱好者超1.77
亿，18-30岁占比七成。绒花发簪、甲胄、
民族乐器、戏腔、非遗手艺等都是年轻人最
关注的内容，唢呐、古筝、琵琶成为年度最
受欢迎的民族乐器，其中，唢呐相关视频播
放量高达2.2亿次。此外，戏腔为国风歌曲
的演绎提供了一种新模式，风靡一时。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自愿成为
“国风”的追逐者？“这与青年一代的文化自
信与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息息相关。”墨
韵表示，她有很多“00后”粉丝，这些年轻粉
丝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十分浓厚，在他
们的世界里，传统文化不再只是一个遥远
的符号，而是可以通过传承、创新来连接古
今的一座桥梁。“他们在感受世界潮流文化
的同时，也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着，所
以更加渴望将优秀传统文化与潮流审美相
结合，形成新的自我表达。”

随着“国风”劲吹，国风音乐也走进了
大众的视线。近年来，从各大晚会到各类
综艺，再到影视剧配乐、游戏音乐⋯⋯国风
音乐成为“常驻嘉宾”，甚至在短视频的配
乐中，国风似乎都成为一种“流量密码”。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传统诗词歌赋
的现代演绎，听到了古代乐曲发出时代新
声，感受到了五声音阶、民族乐器的多彩魅
力。墨韵所演奏的歌曲，从本质上来讲属
于民乐的范畴，但又是浓烈的国风音乐。

提起民乐，可能很多人会存在一种刻
板印象——“俗”，不少人会将民乐与街头
的吹拉弹唱画上等号，以为民乐与时髦、国
际化毫不沾边。为了突破这种刻板印象，
有很多民乐人正在努力，尝试用各种潮流
方式与民乐结合进行创新，开创了“新民
乐”这一全新的民乐表现形式。墨韵只是
千千万万“新民乐人”中的一个。通俗来
说，“新民乐”就是把具有民族特色的乐器、
乐风、节奏与西方乐器、曲风结合创新，进
行现代化的艺术处理，各取所长，最终合二
为一。比如，墨韵就是将古筝与二次元音
乐相结合。“最开始我也没有想到用古筝弹
二次元歌曲会这么好听。”毫无疑问，墨韵
是“新民乐”的先行者，诚如她所言：“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审美，在尊重优秀传统文化
内核的前提下，相信年轻人的创造力，让年
轻人充分发挥想象力，才能创造出新的时
代音乐潮流。”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相信有了
这批“时代弄潮儿”的努力和创新，未来我
们定能看到中国民乐走出国门，成为新的
世界潮流，金发碧眼的孩子们怀抱琵琶轻
拢慢捻，或是手握笛箫吹诉衷肠。

铁打的文化内核，百变的个性追求。
我们乐于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拥抱
优秀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也在跨领域
融合中推陈出新，让年轻人在一次次“圆
梦”的过程中增强文化认同。

深读

铁打的文化内核
百变的个性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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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乐，是指用中国传统乐器以独奏、合奏形式演奏的民间传统音乐。中国民乐历史悠久，西

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民间便流行吹笙、吹竽、鼓瑟、击筑、弹琴等器乐演奏形式，还涌现了师涓、师

旷等著名琴家。中国民乐演奏形式丰富多样，秦汉时的鼓吹乐、魏晋的清商乐、隋唐时的琵琶乐、宋

代的细乐、清乐⋯⋯都属于民乐范畴。

穿越千年的悠悠岁月，古老民乐跨越时空，遇到了现代一群年轻人，他们用前卫的理念为传统民

乐注入了潮流活力，将传统民乐与世界流行音乐融合，用新锐的方式让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产

生共鸣，打破了传统乐器在人们心中限于“婚丧嫁娶”的刻板印象，让许多人知道了原来传统乐器也

有活泼与潮流的一面。

铁打的文化内核，百变的个性追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拥抱优秀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

也在跨领域融合中推陈出新，让年轻人在一次次“圆梦”的过程中增强文化认同。今天，本报记者专

访多年来致力于探索民乐创新、传播中国民乐文化的古筝达人——墨韵，看她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唤

醒民乐的古老声音，让中国民乐融入新时代，拥抱全世界。

虽然没有去专业音乐学院深造，
但在大学期间，无论学业压力再大，墨
韵依旧坚持每天练琴。

“那时候我很爱玩百度贴吧，贴吧
里有很多前辈会发一些自制的古筝伴
奏视频，这些视频给我打开了一扇新
世界的大门。”用古筝弹奏流行歌曲是
墨韵从来没有想过的事，“非常有新
意，给了我眼前一亮的感觉。”此后，墨
韵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将古筝与潮
流结合起来呢？”

生活中，墨韵是一位忠实的“二次
元”粉丝。有一天，她突然产生了一个
大胆的想法，“用典雅的古筝去弹奏

‘炸燃’的二次元歌曲会有怎样的效
果？”一边思考，墨韵一边蠢蠢欲动。

2014 年 7 月，墨韵翻奏了网络虚
拟歌手初音未来的歌曲《千本樱》，并
将视频上传到了 B 站。“其实当时就是
随便拍拍，拍摄的手法、设备都很一
般。”但就是这么“一般”的视频，让墨
韵在极短的时间内声名鹊起。视频
中，她的手速令人震惊，演奏效果让人
热血沸腾，网友纷纷留言称她为“大
神”。截至目前，《千本樱》视频在 B 站
播放量高达 5742 万，收藏量达 182 万，
留言量超过56万。

那时的墨韵并不知道自己已经火
了，她仍然每天按部就班地学习、练
琴，当她时隔几个月再次登录自己的
账号时，“简直惊呆了！没想到可以受
到这么多人的认可！”

墨韵说，最初的时候，她只是用古
筝将曲子的旋律弹奏出来，“但总是觉
得差点儿意思。”于是，墨韵将点指、摇
指等古筝技法融入其中，同时也做了
一些特别的处理，在结构和配器上也
做了相应调整，让它在音域、音色上的

表现更加出色。
获得第一波成功后，墨韵反而放

慢 了 步 调，没有急着推出下一个视
频。“看到那么多人喜欢我，突然感到肩
上有了一种责任感。”墨韵说，她希望带
给粉丝的作品都是经过长时间打磨的
精品。“曾经为了练习一个作品，我的最
高纪录是一天弹了 16 个小时，真的很
累，但想到那些等待着我作品的观众，
我觉得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2015年4月，经过10个月的沉淀，
墨韵推出了她的第二个代表性作品
——筝鼓和鸣版《权御天下》。作品一
经发布，迅速登顶，一晚上 11 万的点
击量创下了 B 站纪录。截至目前，《权
御天下》视频播放量超1500万。

此后，墨韵接连推出了多个制作
精良的作品，无一例外的是，这些作品
都带着强烈的“墨韵风格”——典雅又
炸裂，这也逐步成为墨韵的一大标签
——古筝不再只是高山流水，而是可
以又燥又燃。

虽然已经赢得了许多赞誉和认
可，但墨韵始终保持着清醒。“在一些
细节上，我和专业的表演艺术家相比
肯定还是有一定差距。”墨韵时刻正视
这种差距，并坚定信奉“铁杵磨成针”
的道理，“可能专业艺术家练习一首曲
子需要耗费几个小时，但我想要弹到
和他们差不多的水平则可能需要数十
倍的时间，我愿意付出。”

目前，墨韵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
的更新频率。“2020年从美国回到成都
后，有了一支成熟的团队，现在基本保
持着月更的频率。”墨韵说，“可能这个
时间间隔比较长，但只有这样，我才有
时间去尝试新的东西，找到关于古筝
的更多可能性。”

﹃
六指琴魔

﹄
墨韵

用古筝拨动世界

可高山流水

，亦可炸裂燥燃

本科毕业后，墨韵前往美国，继
续在对外汉语专业的领域深造。读
研期间，墨韵经常参加学校的各类晚
会，当然，每一次墨韵的出现无一例
外都有古筝陪伴。墨韵发现，古筝这
一传统的中国乐器，对于外国人而言
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有一次，墨韵在
西雅图参加博物馆志愿者活动，为当
地的小朋友弹奏了一曲古筝。活动
结束后，小朋友们纷纷围在墨韵周围
问：“这是什么乐器？为什么它发出
的声音这么好听？”墨韵说，那一刻，
孩子们眼中的惊艳触及了她的内心
深处，她突然意识到，“他们对不熟悉

的乐器有着这么强的好奇心！中国
的传统文化和音乐如此美妙，应该让
全世界的人们看到！”

墨韵是发自内心地热爱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这从她对古筝的态
度可以窥见一二。“传统文化是经过
了数千年积淀而传承下来的宝贵财
富，我能够在其中找到强烈的共鸣
感。作为年轻一代，今天的我们可
以看到更广阔、更多样的世界，在了
解世界多样化的音乐后，我们要去
思考如何将世界的流行和本土的传
统进行恰当融合。当然在融合的过
程中，传统民乐的音色、内核是不能

被抛弃的。”
2018年，本已在西雅图有了一份

稳定工作的墨韵，选择回到了故乡
——成都。“看了世界后，还是想回到
成都。那时，我的B站账号已经有了
一些粉丝基础，所以想把爱好变成事
业，继续探索如何让传统民乐与潮流
文化碰撞出更多奇妙的火花。”

回到成都后，墨韵加入了安得
音乐，遇到了一群以传播中华传统
音乐为己任的“同道中人”。近年
来，墨韵频繁参加《国乐大典》、河南
卫视中秋晚会等各类传统文化传播
活动，每一次亮相，都会引发一阵关
注热潮。“传统民乐也可以很潮的。”
有不少年轻人认为，传统民乐曲高
和寡、古旧乏味，“但我从不这样认
为。对于音色独特、个性极强的民
族乐器而言，与节奏固定、和弦要求
高的流行歌曲融合确实有难度，但
创作者和演奏者应该勇于去挑战突
破边界，探索更多新的表现方式。”

墨韵认为，传统指的是民乐所
承载的文化内核，“但如何表现是可
以由我们自己决定的。年轻人用怎
样的方式去讲好传统故事，需要年
轻人去深入思考，去决定。”对于未
来，墨韵有着清晰的规划。“接下来
我想尝试拍摄一些古筝的纪实性短
片，带大家了解古筝和古筝文化。
另外，我也会坚持挖掘古筝更多的
可能性，传承和创新将会是我音乐
道路上永远的关键词。”

2022年·上海“大话西游”手游巅峰赛演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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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二次元，炸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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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国传统民乐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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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风音乐演奏传统戏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