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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世界杯，三大男高音奉上了
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古典乐界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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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家 访 谈

艺术需要的普及不一定是商业化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蕙茹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古典音乐曾以
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成为“破圈”话题。
而从花滑赛场上出现音乐开始，古典乐就
一直是花滑运动员们钟爱的曲目类别。
去年底卡塔尔世界杯上，足球与古典音乐
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结。

“生命中的节律无处不在，各大运动
项目中更是如此。”音乐知识博主周雨思
分析，很多体育项目，并不只是一项纯体
力的消耗，而是一种脑力与体力结合的
艺术，要想成为真正的强者，往往需要稳
定的节奏、良好的心态以及睿智的头
脑。运动节奏的稳定与否对于比赛结果
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音乐则可以有
效帮助运动员调整自己的节奏。

周雨思说，很多时候，足球与古典音
乐（特别是歌剧）中洋溢的激情，有着近
乎完美的一致性。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
的，莫过于 1990 年意大利世界杯决赛之
夜，当时歌剧界的顶级大咖——帕瓦罗
蒂、多明戈以及卡雷拉斯演唱的《今夜无
人入睡》打动了无数球迷与乐迷，正式开
启了“三大男高音”享誉全球的黄金时
代。同时，这次演唱也让这段普契尼的
咏叹调成为世界上最广为人知的古典音
乐作品之一。当然，除了世界杯，古典音
乐也频繁地出现在其他足球赛事中。甚
至欧洲冠军杯的主题曲《冠军联赛》，也
是由英国作曲家托尼·布里登在亨德尔
作品《牧师扎多克》的基础上改编而来
的，著名球星梅西曾用钢琴演奏过这首
曲子。更有趣的是，不少足球名帅也对
古典音乐有着深深的迷恋。意甲传奇教
练特拉帕托尼收藏的古典音乐唱片多达
6000 张，他曾公开建议自己的球员在比
赛前听巴赫的音乐来进行调整。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有 19 段音乐
作品是西方古典音乐史上的名篇杰作。
从莫扎特、贝多芬、德沃夏克的交响华
章，到威尔第、比才的歌剧律动，从柴科
夫斯基为芭蕾舞剧创造的不朽“足尖旋
律”，到小约翰·斯特劳斯隽永纯美的维
也纳华尔兹，无论从体裁、地域、时间跨
度上都堪称广博，也难怪被很多音乐学
子戏称为“梦回音乐史听辨考试”。

为什么一次国际体育盛会的开幕式
要使用大量的古典音乐？青年乐评人高
建认为，首先，伴随着 19 世纪至 20 世纪
交响音乐艺术从西欧、中欧拓展至整个
欧洲大陆、南北美洲、亚洲的历史进程，
古典音乐客观传播度和整体艺术品质上
已成为最具世界性的音乐语汇，大量使
用古典音乐体现了对于全人类优秀文化
财富的尊重。其次，以交响音乐为代表
的大量古典音乐器乐作品，不但因其普
遍的“无词”属性超越了语言文字的隔阂
障碍而被世界各地观众所熟悉和接受，
更于逻辑内涵中铭刻了对于光明、胜利、
喜悦、欢庆的坚定追求。再者，经典音乐
作品早已以各种方式渗透在我们的日常
生活之中，说明杰作的生命力不但不惧
怕创新与变化，更是呼唤和亟须符合艺
术规律、富于时代气息的沿革创造。

原来体育和古典乐
有这么多奇妙缘分

如今在音乐流媒体平台付费购买
高品质的古典音乐产品，已经成为很多
网友的习惯。在古典音乐这条赛道上，
国内领先的古典音乐服务平台库客音
乐，拥有包括拿索斯在内的全球900多
家唱片公司的音乐版权，建立起庞大的
古典音乐内容库，约300万首音乐曲目
涵盖了超过 9.5 万名音乐家，超过 2000
种乐器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向国内
800 多所大学、图书馆和其他机构提供
订阅服务。音乐版权授权是库客音乐
的收入核心，库客音乐总裁孙嘉谣表
示：“库客音乐一直在扩大古典音乐的
内容资产，从上市以来，我们的机构订
阅客户每个季度都在增加。”

如今古典音乐的新兴应用场景逐
渐增多，如广告的背景音乐、游戏音

乐、短视频的配乐等。而人工智能、
5G、AR/VR 等技术不断更新迭代，也
赋予古典音乐资产更多变现可能，这
一赛道正在成为风口。第16届贝多芬
国际钢琴比赛决赛在维也纳金色大厅
举行之际，库客音乐把这场决赛的影
像在成都等中国 5 个城市的卢米埃影
城放映，几乎场场爆满。孙嘉谣坦言：

“每一部古典音乐作品的背后，就是一
段历史，可以讲很多故事，这给了知识
分享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们的产品
更注重音乐故事化，引导用户怎么更
有趣地听古典音乐。”

音乐学者田艺苗早些年写古典乐
的评论集，销量平均在 5000 至 1 万之
间，已算好成绩。从2016年起至今，田
艺苗在喜马拉雅平台开设线上音乐讲

座，专辑播放量逾4700万次，订阅人次
将近 56 万。相比当年书籍的销量，这
是超出 50 倍的放大效应。单是《田艺
苗：古典音乐很难吗》栏目，如今的订
阅人数为 34.5 万人，获得账面收入近
7000万元。

去年 11 月 21 日，继索尼音乐之
后，环球音乐旗下的DG宣布推出高清
音质的古典音乐流媒体服务平台。平
台和唱片公司布局的背后，自然看重
的是古典音乐复兴的潜力，也顺应了
大众审美提升，音乐消费升级的潮流。

对于古典乐而言，这绝对是一趟
值得追赶的潮流。从某种角度上来
说，属于古典音乐的创作黄金时代已
经走远，但我们也愿意怀有最乐观的
态度、用大英百科全书序言里对于《荷
马史诗》诗意的评价来表达对于古典
音乐的热爱和坚信：“它也许属于过
去，但它永远不会过去。”

记者：去年3、4月间，社交媒体推出了“了
不起的古典乐”计划，你作为单簧管演奏家，
与钢琴家陈萨、大提琴演奏家秦立巍、小提琴
演奏家宁峰，以及中国爱乐乐团等一流演奏
家与乐团入驻。科普古典乐常识、推荐古典
乐现场、演奏喜欢的古典音乐曲目。一年过
去了，你有哪些感想可以与我们分享呢？

王弢：我最近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古典音
乐家，都入驻到了不同的平台。在新媒体不
可逆的趋势下，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舞
台，也意味着个性时代的到来。

以前演奏一些作品，你可能需要有场
地、时间、有经纪公司帮你运营，还要有稳定
的演出频率和很高的演出水平，甚至要有比
赛获奖，你才有机会去向大众展示自己的音
乐，但现在不管知名与否、成功与否，都可以
全面开花。

对我来说，我反而更想分享的是生活，
一个从事古典音乐工作的人怎样生活。因
为我的音乐已经在舞台上呈现给大家了，在
社交媒体上我就侧重于把音乐和生活作为
两条轨道并行呈现。我认为一个音乐家的
生活，有时候比一个音乐家呈现出的音乐更
有趣，因为通过学音乐改变了一个人对生活
的理解，这样的分享也许会给人更多的启
迪：哦，原来学音乐的人可以这样去看世界，
学音乐的人是这样去对待生活的。

记者：有评论家认为，我们谈一个新生
歌手，也许只有少数人知道，但谈莫扎特、贝
多芬，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不是可以理解古
典音乐更容易去推广，更容易被接受，我们
在谈论古典音乐该如何破圈时，其实古典音
乐早就破圈了？

王弢：不能这样看。就像我们都知道亚
里士多德、孔子，但不是每个人都懂哲学，每

个人都读《论语》，我们都知道庄周梦蝶，但
是每个人都读过《逍遥游》吗？不一定吧。
有人知道莫扎特，有人知道贝多芬，但他们
并不知道莫扎特创作了什么样的一个作品，
或者说贝多芬为什么成为了音乐的巨人，我
们对大师的名字如数家珍，也知道其著作等
身，但不代表古典音乐更容易推广，我觉得
这是另外一个概念。

这些年，虽然平台变得越来越大，但其
实古典音乐正在缩小自己的受众群和圈子，
因为听古典音乐是需要有审美门槛的，它需
要学习。而现在这个信息碎片化时代，专注
的、深度的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比较困难的
事。所以，我觉得古典音乐其实没有破圈，
只是现在更多人在不同的平台演奏古典乐
器，希望通过不同的触角，让更多的人慢慢
反向去发现，这乐器背后还有一个古典音乐
的艺术存在，从而试着去了解它。

记者：那么，你认为音乐教育的根本目
的是什么？

王弢：音乐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让人懂得
生活中的真善美。古典音乐是非常抽象的
一种艺术，柴可夫斯基说过：音乐能让人体
会到肃穆和静谧。每一天，当我们困在繁杂
的工作或者起伏的情绪中，往往会忘记自我
关怀和照顾心灵。可如果你拥有了一个艺
术门类的滋养，就能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得到
一个休息的时刻，一个跟自己对话的时刻。
于是，你此刻窗外的夕阳，就不再是你每天
下班都看到的这轮落日，你会发现今天的夕
阳，明天就不复存在，你懂得了珍惜、欣赏：
原来一个人活在当下是多么的美好！这就
是艺术教育的意义——寻求对大自然的赞
美，对生命的歌颂，对生活更多一点宽容、理
解，它最终让人体验到的是内心的平静。

记者：新媒体与新技术加速了古典音乐
的大众传播，但在“最后一公里”撬动大众消
费市场，解决古典音乐商业化方面依然是一
道难题，对此你有何见解？

王弢：古典音乐就是一个小众市场，分
众是更精细化的一个必然走向，让不同的人
在自己的喜好当中去享受快乐。你喜欢摇
滚乐，就在摇滚乐中释放天性，我喜欢古典
乐，就在古典乐中去解构生活哲学，每一个
人都可以在喜欢的领域找到自己。所以，不
一定每个人都要听古典音乐。

但是，不管你是喜欢哪种音乐，或者何
种绘画，都得喜欢一点儿艺术，因为有时候
工作繁杂，学业压力，难免情绪低迷，在艺术
的审美当中，你可以让自己得到片刻的放
松，慢慢去释放那些沉重，让自己过得更轻
盈一些。明代张岱曾说：人无癖不可与交，
以其无深情也。言外之意，人还是得有一个
喜好，因为你喜好，你可能去追求这个门道
当中至深至高的道理，你就变得更纯粹，更
专注，更享受与自己独处的时光。

不可否认，当今全球的古典音乐正在商
业化，我觉得商业化是一个中性词，它只是
某种艺术种类被不同的渠道放大以后的结
果。有的艺术可以更艺术化，有的艺术可能
更商业化，不是每一个艺术或者艺术家都要
追求商业化的，所以不一定要把艺术商品化
作为终极目标。

只要把艺术作为绝望时的一把钥匙，或
者说心里的一份惦记，在苦闷、困顿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认识艺术？艺术需要
的普及，是需要更多人了解艺术的美，并深
深地相信艺术能带来更多的力量，而不是一
定要商业化，这是我的思考。

（王弢：单簧管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新媒体浪潮下
3月30日至4月30日，国家大剧院第八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盛大归来。这场“中国交响乐盛会”上，包括成都交响乐

团“交响套曲《成都》主题音乐会”在内的16支国内乐团持续上演21场演出，让观众更加全面且多维度地感受古典乐之
灿烂，春之盛景。

4月2日，成都城市音乐厅交响乐团2023音乐季首场惠民音乐会——“经典电影原声音乐会”1300余张票全部售罄，
还开启了建厅以来首次“舞台加座”的观演方式。交响乐与流行音乐彼此做加法，带来了奇妙的和谐。

社交媒体平台上，古典音乐相关内容也越来越多，入门教程、精选推荐、心得分享⋯⋯，也有更多的人在短视频内容
创作中将古典音乐选为 BGM（背景音乐）。新媒体浪潮下，古典音乐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新的关注，给古典音乐版权资产
变现带来了新的增长点。尤其是年轻的Z世代，在为古典乐的面貌制造着新的可能性。我们讨论古典乐迎来风口的同
时，也在进一步思考：什么样的音乐情感共鸣才是当代年轻人所感兴趣的？在东方审美崛起、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今天，这
样的情感内核如何通过现代化的音乐审美体现出来呢？

古典乐正在迎来

古典音乐被很多人认为是“高冷、
过时”的，但事实上，这种刻板印象已
经被数据打破。古典乐的受众正在年
轻化。据英国唱片协会、音乐流媒体
平台Deezer联合皇家爱乐乐团发布的
报告《古典乐复兴在 2020》，得出的数
据结论是 18－25 岁的年轻人占全世
界古典乐迷的三分之一（34%）。

国内的古典音乐受众在年轻化方
面也与国际接轨。作为中国最大的古
典音乐授权服务商，库客音乐总裁、拿
索斯中国首席执行官孙嘉谣表示，目前
古典音乐逐步形成了以年轻人为主的
用户群体，库客音乐的用户画像随着大
环境在不断年轻化，18 岁到 35 岁的用
户在库客音乐的视频号中占90%。

一批年轻的古典音乐艺术家借助
短视频和社交媒体平台成长起来，获
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比如在 B 站这
个年轻人的地盘上，不少古典音乐UP
主收获了大量粉丝，2021 年 2 月，B 站

“古典音乐”频道，有 10.4 万个视频，
3.1 亿次的观看量。截至目前，有 27.2
万个视频，10 亿次的观看量，两年时
间，这组数据增加了两倍左右。2022
百大 UP 主、知名音乐 UP 主“尔东和
小明”是青年作曲家刘尔东与青年小
提琴演奏家易经明的账号，两人是中
央音乐学院同学，毕业后按理是进入
乐团做乐手或者成为音乐教师，但两
人觉得“传统的音乐职业路径比较难
以发挥演奏者的个人优势”。2020 年
11 月，尔东和小明选择成为 UP 主，当
时 B 站上古典音乐家不是特别多，古
典音乐也不是特别主流，他们制作第
一个视频《〈甄嬛传〉红颜劫》时，粉丝
只有500人。2021年1月，两人发布了
复刻动画片《猫和老鼠》古典音乐的视
频，这个“厚积薄发”的作品成了爆款，
播放量突破百万，获得了一大批的专
业认可。2021 年，上海交响乐团邀请
尔东和小明参与音乐节演出。两个年
轻演奏者，与一个权威乐团合作，“这
在之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4月28日，大提琴家王健阔别三年
归国首秀的音乐会将举行，一票难求。
看交响乐在西方属于习惯性消费，对音
乐家而言，这种消费惯性当然是好事，
但让王健更为珍惜的，是国内观众的

“选择性消费”：“中国是古典乐年轻观
众最多的地方，人们自主选择走入音乐
厅，感受古典乐带来的心灵悸动，这更
能体现音乐对他们的影响。”在孙嘉谣
看来，古典音乐市场在西方的发展已经
相对饱和，“而中国正处于起步阶段，有
很大的发展空间，如今越来越多在国外
音乐学院接受古典音乐教育的中国年
轻艺术家回国发展。”

新媒体技术和视频平台为古典音
乐的传播提供了新机遇，传播的方式
颇为多样化。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 2019 年，B
站以交响乐为底色的跨年晚会大获成
功，正式开启交响乐搭配经典影漫游
IP 跨界联动之路。去年 12 月 31 日，B
站的交响乐跨年晚会延续着热度——
古典音乐与 60 个影漫游 IP 梦幻联动，
流行音乐的节奏、和声、音色被“二创”
进古典音乐中，古典音乐肩负起了更
多元的情感表达。去年春天，小红书
推出“了不起的古典乐”计划，用户在
这一话题之下可以学习古典音乐、曲

目等常识，众多一流演奏家与乐团也
纷纷入驻。比如钢琴家陈萨在社交媒
体上搜索过自己的名字，发现有不少
粉丝晒出了她最近音乐会的门票，她
很感动，很快就决定在平台分享音乐
日常。对于喜欢古典音乐的用户来
说，他们一旦在社交媒体找到志同道
合的一群人后“黏性极强”，成为生活
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音频方面，QQ音乐也为古典音
乐的传播提供了新场景。依托关注古
典音乐的数百万规模的 DAU（日活跃
用户），2022 年，QQ 音乐集中策划了

“3·8 古典女性音乐家主题策划：听见

她的声音”“5·1致敬劳模作曲家”“6·1
那些藏在动画片中的古典音乐”等系
列活动。如今，在 QQ 音乐的“艺术
家”ID 页面，我们会发现贝多芬、莫扎
特、巴赫的粉丝总数已超过 200 万，远
远高于一些偶像明星。

在国外，TikTok 同样成为一批古
典音乐家和乐团的新舞台，古典音乐
的月收听量达到了 115 亿次。总部位
于瑞典的免版税原声音乐提供商Epi-
demic Sound 最近发布了一份《互联网
之声报告》。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全球
古典音乐的使用量增长了 90%，古典
音乐在YouTube上正在得到内容创作
者的青睐，到2022年，古典音乐已成为
内容创作者使用量增长最快的音乐流
派。

向奔赴双 古典音乐有极强的用户黏性

个风口一 新渠道赋予更多变现可能

小提琴演奏家时震宇在全球第二座数字艺术美术馆无界美术馆空间内，演绎德彪西、维瓦尔蒂等作曲大师之作，成为观
众的新体验 图据上海交响乐团

王弢的社交媒体，充满了音乐与日常

3

月

30

日

，指挥大师捷杰耶夫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

乐团

，携手大提琴演奏家李拉为第八届

﹃
中国交响乐之

春
﹄
盛大开幕

图据国家大剧院

风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