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提起民乐，20 年前，很多人会想到
传统、风雅、曲高和寡⋯⋯如今这一代年轻人
用自己的方式让民乐燃起来。您如何看待民
乐在视频网站走红的价值？这能否推动民乐
本身革新或进步呢？

戴茹：清代的知名画家石涛，曾提出过这
样的艺术概念：“笔墨当随时代”，我们的民乐
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奏出时代所需要的
声音，所以这样大胆地改编、移植或者是创新
是值得提倡的，反映了我们民乐的一个方
面。但它只是民乐多棱镜中的一面，并不是
唯一。我们还有很多优秀的传统音乐、民族
民间音乐，滋养着当代音乐，以及每一个国人

的精神世界，这些营养就像大树的根一样，只
有树根稳固、树叶才会葱郁，要不就会飘零。

所以在我们创新、改革的时候，你们看到
的“走红”的这一面，它的发展是非常急速
的。观众可以这样去欣赏，但是演奏者或者
从业者，心里应该非常清醒，对建立一个民族
的音乐体系来说，这个分量还远远不够。从
业者应该有这样的思考。

创新和媚俗之间是有巨大鸿沟的，这就
对从业者的审美、艺术修养和艺术底色提出
了比较高的要求。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当下
音乐世界中，还是需要保持一丝丝的清醒，坚
持一种引领——我要让你听到你喜欢的音
乐，但你听到喜欢的音乐，是引领你向更高、
更好、更深远，更民族、更中国的地方。我觉
得这样的思路才是正确的。

记者：年轻人做出了努力，民乐从业者也
不遑相让。近期有一段千年古琴奏千年绝唱
的视频大热，那就是近日到访中国的法国总
统马克龙，在广州松园驻足聆听了著名古琴
曲《流水》，促使更多人走近民乐。成都是蜀
派古琴发源地，您这些年致力于古琴普及与
传承，古琴如何融入并成为我们文化生活的
一部分，您一定有自己的心得吧？

戴茹：时光流转，作为中国传统“四艺”之
一的古琴，既活跃在一代代文人墨客的诗词书
画里，又频频出现在社会文化生活和互联网世
界中。所以古琴不需要融入当代的生活，这是
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其实古琴就在我们的
生活中，它就像空气一样。新鲜美好的空气，
是我们的向往，是灵魂深处的烙印，深深刻进
了我们的 DNA，古琴音乐就是如此。这是什
么样的感觉呢？就像一个人置身污染的空气
中，并没有觉得空气被污染了，也不会难受。
突然有一天，走到山里，会觉得富含负氧离子
的空气，充满了养分与能量。我们的古琴，传
承至今，一直都在提供着这种富含负氧离子的
空气，只是我们没有觉察，当某一天撞击你的
心灵，你就感知到它的存在了。

所以，古琴改不改变？需不需要改变？

我觉得可以去尝试，用各种的方向、姿态来吸
引更多的人。每个人对“创新”的理解不同：
改编琴曲，加入乐队，让更多人知道古琴、熟
悉古琴，是一种“新”；把优秀的老曲子弹好，
再加入自己的理解，也是水到渠成的“新”。
我尊重琴的特质，不妄加改变，就千百年来那
个样子已经非常好了。

每一种乐器就像每一颗螺丝钉一样，都
有自己的用处。你需要躁动也好、冲劲也罢，
太多的乐器都可以选择，你需要安静，需要智
慧，古琴就是不二之选。当然，你可以把古琴
拿到其他地方去用，但有一些人，比如说我，
就要去坚守古琴最基础的用处，它最基本的
功能——静、独，总要有人去守护。你能欣
赏，你是知音，知音难觅。要知道古琴骨子里
是带着一丝丝曲高和寡的傲气的，这个傲气
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底色之一。这一丝丝的孤
傲，像孤勇者一样。不需要炫耀、张扬，它就
在浸润着你。

记者：民乐的创新总是伴随着各种争议，
有的人担心跨界融合会“出界”，丧失民乐原
本的味道，民乐创新的界限在哪里？如何兼
顾传统与新声，创作出具有专业水准和民族
气概的时代精品，为民乐带来更多可能？能
不能谈谈您的思考与解读。

戴茹：我致力于琴乐传统的坚守，但是对
于琴乐的开拓者我也抱有敬意。传统里有很
多今天看来很现代的部分，太多宝藏我们还
没有挖掘。在传统中扎得深，才能走得远。
在我看来，好的作品和好的审美体验可遇不
可求，一方面我们的从业者或者作曲家，要更
多地了解我们的民族性、民族音乐的特点，另
一方面，需要润物细无声地去提高欣赏者的
认知。优秀的音乐作品，作曲家是一度创作，
演奏者是二度创作，听众的参与是三度创作，
只有在这个三维、四维空间中，一个作品才得
到最完美的展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融合
发展的道路有很多，不必求同，而是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有人可能适合去创新、去跨
界，有人愿意安静地守着我们传统的工艺，做

一个百年老店，你随时回头，都有人在这里，
守护着枝繁叶茂的传统。

今天的音乐环境，为各方面的人才、各种
创新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间和包容度，一部分人
往前走，一部分人回头看，各有担当。有些人
与生俱来有守护传统的责任，有些人更适合创
新跨界，用更新鲜的形式，去吸引更多的年轻
人来关注、欣赏我们的传统音乐，优秀传统文
化，这不失为一个好的路径。希望我的各位同
行或者同业者都能在这个时代大展宏图。
（戴茹：古琴演奏家，四川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

往前走，回头看，各有担当专 家 访 谈

戴茹教授抚琴，高山流水，琴声悠远

中央民族乐团大型新创音乐会
《颂·黄钟大吕》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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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胸裙、宝相花、高头履、蝴蝶唇，手
抚琵琶笙古筝箜篌，宫商角徵羽跌宕穿梭
⋯⋯6 月 17 日的上海东方艺术音乐厅，

《唐·宫乐宴》现场，成都的“二十四伎乐”
国风乐团，将观众带回千年前的大唐市井
生活，一幅气象万千的盛唐画卷徐徐展
开。上海是《唐·宫乐宴》巡演的首站，随
后还将在北京、广州等城市巡演。目前所
有已开票城市均售罄，备受追捧。

打开 B 站，搜索 UP 主“二十四伎乐”，
就能看到以成都永陵博物馆石刻“二十四
伎乐”石刻为蓝本，复制唐代乐器、创新改
编民乐演奏的这个“古代宫廷乐团”。作
为一个依托于真实文物复原的乐团，目
前，二十四伎乐上传的视频全网浏览量已
破亿。“这是一个真的‘活起来’的乐队。”
评论认为，当二十四伎乐不断有新的作品
呈现，频繁地出现在大众媒体中时，其不
仅是成都永陵博物馆中，那件“只可远观”
的文物了。这意味着在现代的语境下，二
十四伎乐被赋予了真正的生命力，是鲜活
的存在。

乐团新创的《唐·宫乐宴》不是一场传
统意义的音乐会，而是讲述了一个相遇与
重逢的大唐故事。在台上，遣唐使和环佩
乐伎时不时的对话，让观众沉浸式体验剧
情。“梦回”“千里”“离离”“又见”四幕中，

《天空之城》《穿越时空的思念》来自日本
动漫，经过创新的改编，唤醒了年轻听众
的 DNA，《青花瓷》《兰亭序》改编自流行
歌曲，原本的国风基调与民乐可谓相得益
彰，《梅花三弄》《春江花月夜》《霓裳羽衣
曲》古韵盎然。演奏员还以剧情的方式向
观众展示了些许唐代风尚。例如唐代叉
手礼的正确姿势，唐时制茶的步骤等，极
具古风古韵。

作为成都的国风乐队，二十四伎乐也
多与成都音乐人合作。压轴曲目《唐·宫
乐宴》正是来自青年作曲家蔡奕滨与音乐
人朴冉共同创作的作品，节奏明快，热闹
非凡，勾勒出盛世长安之景。返场演出尤
为有趣，演奏员们愉悦地打着节拍，接连
带来了新版《青城山下白素贞》《云宫迅
音》，观众则跟着晃动起了手中的彩灯，大
有一番“穿着汉服蹦迪”的意趣。

演出结束后，许多身着汉服的观众在
门口留影合照。“就像是一场传统文化爱
好者的大联欢，我们和观众都被点燃了。”
二十四伎乐主理人吴彦霖说：“将传统文
化用现代语境展现出来是我们在二十四
伎乐 IP 创作上的坚持。这几年我们不断
进行内容创意。从文创产品开发到研学
产品的生产，从线下剧目的生产到线上视
频的创作，我们不断进行二十四伎乐IP跨
界领域探索，让中国审美风吸引 Z 世代的
关注。”

多年来，各大院团、高校、专业
音乐家们不遗余力为民乐普及事
业作出各种尝试、努力，随着社交
媒体和视频平台的崛起，一些网络
中的年轻民乐人打破了次元壁，以
各种创新方式诠释民乐，获得了极
高的关注度和影响力。

在B站，5800万播放量的古筝视
频，便是 2014 年墨韵用古筝弹奏的
二次元歌曲《千本樱》。近几年，墨
韵逐渐偏向于选择曲式有设计感、
更有层次的作品，演奏技巧方面也
在寻求突破。她说：“我很感谢这个
时代，感谢网络这个平台，可以让我
尝试各种创新。这不一定就是黑暗
料理，一定不好吃，我就想试试看，
谁知道呢？”

箜篌青年演奏员满宝酱不仅

能用箜篌弹奏传统经典，还能弹奏
流行曲《遇见》《海阔天空》，外国音
乐《卡农》《走出埃及》，让人惊叹民
乐的无所不能。满宝酱每周都会
开直播，网友现场播放点歌，她就
可以当场记谱，用箜篌演奏。手指
翻飞处，琴声潺潺来。目前她在直
播平台的点赞量已经破 630 万。

作曲家、音乐制作人马久越真
切感受到了民乐在新媒体端的火
爆，他说：“这些年轻人或许不是专
业出身，没有足够的创作能力，但对
我们的民族音乐充满热爱，又很有
创意。这种自发的能动性，非常可
贵。他们通过翻奏热门作品，与更
多有相同爱好的年轻人快速联结，
一起玩起来，这样的民乐才是有生
命力，有活力的。”

作为一家教授古琴的机构，自
得琴社的出圈，除了借力热门作品
之外，更得益于他们探索出了“古画
式视觉输出”的审美方向这一独一
无二的文化表达方式。迄今为止，
自得琴社的视频作品已经还原了
汉、唐、宋、明各个朝代不同的服饰
和妆容，线下演出“天真·自得”“琴
为何物·唐·孤烟直”等，还引发了穿
汉服看演出的潮流，以“复古”实现
了创新。

抖音发布的《2022 抖音民乐直
播数据报告》显示，抖音直播覆盖民
族乐器种类 87 种，观看人次突破 61
亿。海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张
燚认为，民乐在视频网站的走红是
国人文化自信的反映，也是我国国
力上升的结果，并有利于我国音乐
文化多样性发展，“其更为深远的意
义在于传播范畴——为民乐提供更
大的舞台、更多的机会。”

当二十四伎乐
穿越到了上海滩正创造新的审美

“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又是一年端午到，人们吃
粽子、饮雄黄，插艾草、戴香囊，赛龙舟、诵诗词、赏民乐
⋯⋯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过节方式。

可以说，节日就像一条纽带，连接历史和当下，体现了
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如何更好地
涵养和传承传统节日及其承载的优秀文化，需要更多适应
当代社会的创新表达和创意呈现。

在B站，up主（即上传者）“墨韵”用古筝演奏《千本樱》，收
获了惊人的5800万播放量；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琵琶演奏家
赵聪带领“民乐国家队”玩起了直播⋯⋯破次元而来的古老
民乐，正以更多样的形态、更丰富的渠道触达观众，传统文化
绽放出年轻而又迷人的色彩。

在赵聪看来，数字时代的到来开辟出了一条新的赛
道，在新的起跑线上，新一代民乐人一定能够创造出属于
自己的审美体系。如何不断拓展创新表达的边界，为民乐
带来更多可能，丰富我们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
践和经验，这也引发人们更多关注、思考和期待。

6月21 日、22 日连续两
天，中央民族乐团大型新创
音乐会《颂·黄钟大吕》在国
家大剧院音乐厅奏响。音
乐会由中央民族乐团团长
赵聪担任艺术总监，国家话
剧院院长田沁鑫担任总导
演，音乐会突出中华文明的
创新性，以经典再造经典，
以创意突破常规。赵聪是
较早探索民乐创新的职业
演奏家之一。如今，身为

“民乐国家队”的团长，她也
把这种创新思路带到了乐
团中。2019 年与短视频平
台合作，发起“了不起的国
乐”活动，参与人次很快破
亿。去年乐团的百余位艺
术家，还集体走进直播间，
开 创 了 国 家 级 院 团 的 先
河。“为什么要让民乐艺术
家入驻短视频平台？”“‘民

乐国家队’为什么要去玩直播？”“我
们要为人民服务，人民在哪我们就在
哪。我们也逐步意识到，网络的点击
量、播放量不仅仅是单纯的数字，数
字背后是实实在在的民心。”赵聪说。

玩直播只是这家“民乐国家队”
诸多改变的一部分，乐团还成立了
面向年轻人的男团、女团组合“青衫
渡”和“俪人行”赵聪介绍，成立两年
来，两个乐团走进校园、文化馆、音
乐厅，还走进线上平台，“让当下的
年轻人知道，原来传统也可以很时
尚、很潮、很古典，也很厉害。”

今年 2 月底开始，北京民族乐团
也开始融入网络直播的洪流，当年轻
演奏家们第一场直播下来，得到了一
组令人惊喜的数字——曝光人次580
万+，点赞次数67万+，最高在线人数
1.4万+，自此，每周一到周四晚，直播
间都会有一场精彩的民乐会。团长李
长军表示，舞台艺术最有生命力的依
旧是现场，让网友变成线下现场的观
众，走进剧场，这是最终的目的。

当更多人迈出了走近民乐的
第一步，同时，也向民乐专业从业
者提出了挑战——能不能以优质
的 作 品 留 住 观 众 ，与 他 们 一 同 走
下 去 。 青 年 作 曲 家 李 博 认 为 ，优
质 的 作 品 ，其 精 神 内 核 与 文 化 思
考一定是重要的。“我们手中的民
族乐器——琵琶、二胡、笛子等所
承 载 的 民 族 文 化 ，更 有 广 阔 的 天
地去探索。”

成都青年古琴演奏家赵虹上个
月推出的琴歌视频《绝句》，令人眼
前一亮。春水汤汤，春意融融，小朋
友“一行白鹭上青天”的念白与琴
音、箫声，在青龙湖公园依依杨柳间
回荡，令人意犹未尽。赵虹介绍，琴
曲演奏和琴歌，都是古琴很重要的

表达方式。《诗经》“三百零五篇，孔
子皆弦歌之”，弦歌即指琴歌。现存
最早的琴歌曲谱是宋代文学家姜夔
创作的琴歌《古怨》。20世纪50年代
以来，在管平湖先生指导下，王迪开
始发掘整理琴歌。《关山月》《阳关三
叠》《凤求凰》《秋风辞》等都是广受
琴友喜爱的琴歌作品。“我们拍摄

《绝句》这个作品，就是希望用民乐
和成都的此时此刻产生连结，拍摄
的时候，很多市民也在公园里赏景
游玩，无时不在传递这样的信息：民
乐是活在当下的。”赵虹还表示，以
后将继续拍摄与今时今日成都相关
的系列作品。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印记，
所以我们的艺术同样也要与时代接

轨，要有时代的声音，要留下这个时
代的作品。不能仅仅就是简单的传
承，民乐要跟不同的文化和科技进
行碰撞。”赵聪一直在尝试拓展不同
表达的边界，音乐会《天地永乐·中
国节》正是赵聪创意策划，与故宫博
物院的首个合作项目，委约郝维亚、
马久越等作曲家共同创作，自 2020
年推出，已成为中央民族乐团的爆
款。音乐会选取了春节端午等 8 个
中国传统节日，演奏家们用手中的
乐器描绘“中国节”。她透露，今年
乐团将与故宫、美国环球音乐联合
推出《故宫之声》，通过一种润物细
无声的方式让世界感知中国音乐，
走近中国文化。

谁都无法回答中国民乐到底有
多少种可能性？但更多的人加入进
来，就会有更多的可能性，传统文化
的传承和创新永无止境。

让民乐活在当下作品里

破次元而来的

民
乐

民乐国家队为什么要走进直播间

越来越多年轻人在网上玩民乐

琴歌《绝句》在青龙湖公园依依杨柳间回荡 图据赵虹古琴工作室（摄影/鲁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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