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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乐“出圈”：本体、本业、本真丢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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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元旦，北京民族乐团在
京上演的《国·风》新年民族音乐
会，古风、二次元等多种风格曲目
的选择、编排以及舞台呈现令人
眼前一亮，哔哩哔哩网站博主（一
般指在视频网站上传视频的人）、
民乐演奏者“墨韵随步摇”等的加
盟进一步吸引了乐迷尤其是年轻
人的关注。

近年来，民乐创新、年轻化、
“出圈”始终是一个热门话题，众
多乐团、音乐人在这条道路上不
断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也有一
些难题需要破解。

民乐越来越新潮

正如北京民族乐团团长李长
军所说，民乐想要更好地传承和
发展，必须吸引更多年轻人喜
欢；想要更多年轻人喜欢，就必
须推出吸引力够强的内容。于
是，北京民族乐团在新年民族音
乐会这一重要品牌演出项目中，
大胆探索民乐的年轻化。在今年
的《国·风》新年民族音乐会上，
从《卷珠帘》到《沧海一声笑》、从
《凉凉》到《加勒比海盗》，音乐会
将观众熟悉的流行音乐、外国金

曲以民族管弦乐形式加以改编、
演绎，观众耳目一新。音乐会的
舞美设计突出古风古韵，灯光也
一改传统民族音乐会打通透白
光的方式，而是根据音乐的情
绪、节奏而富于变化。

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欣赏
民乐的主要渠道其实不是音乐
厅，而是电视、网络、手机等媒体
平台。与传统演奏形式相比，各
类媒体平台对民乐的年轻化表
达更加青睐。民乐在各种节目中
的呈现也不再仅仅是演奏作品，
而是被赋予更多“看点”。音乐竞
演节目《国乐大典》等通过挖掘
保护濒临失传的传统乐器、民乐
与其他音乐对话等途径，试图让

“曲高”不再“和寡”。综艺节目
《明日之子乐团季》的受众定位
更加年轻，其中许多选手很受青
年观众、网友欢迎，闫永强的唢
呐、哈拉木吉的马头琴和呼麦、
萨木哈尔的冬不拉、徐洋的中国
大鼓等展现了民乐新潮、具有活
力的一面，使大众对民乐的认知
出现很大改变。在《国家宝藏》
《邻家诗话》等节目中，民乐也以
独特的方式参与其中，展现了自
己的魅力。

既好听，又好看

在青年人聚集的“文化社区”
哔哩哔哩网站，以民乐演奏为主要
内容的博主很多，作品也各具特
色。比如，“二十四伎乐”“古琴诊
所”等推出的作品中，演奏者身穿
古风服装，再通过视频技术使他们
看起来如同置身古画，音乐响起仿
佛画中人拨动了琴弦。他们演奏的
多为观众熟悉的经典曲目、影视剧
歌曲改编，耳熟能详的作品加上具
有新意的包装呈现，使得这类“古
画复活”作品深受网友喜爱。

不难发现，年轻民乐人除了
音乐本身，还普遍注重作品的视
觉呈现。三籁现代国风乐团的不
少作品借鉴了电影的表现方法，
他们远赴宁夏镇北堡西部影城，
在电影《大话西游》的取景地演奏
电影《大话西游》主题曲《一生所
爱》，把观众思绪带回电影场景。

在民乐年轻化过程中，演奏者
也在不断探索、突破自我。北京民
族乐团三弦演奏家商钟元在参加
《国乐大典》节目之前，没有想象过
自己可以站着演奏，可以在演奏中
加入歌唱甚至戏剧表演。商钟元在

不断创新尝试中加深着对民乐年
轻化的理解。她表示，演奏从流行
音乐、外国作品改编而来的作品所
需要的技巧不如传统民乐作品难，
前者的难点在于用传统民乐的技
巧、审美给流行音乐赋能。“我们的
技巧要服务于当下的演奏，让观众
认识到，年轻、潮流绝不是庸俗，而
是非常炫酷、非常‘燃’、非常有品
位的。”商钟元说。

传统根基不能丢

民乐年轻化的潮流涌动，翻
出的浪花形态各异，有得的同时
难免有失。如中央民族乐团、北京
民族乐团等着力创新的乐团，恰
恰也是在继承传统、演奏典范的
民族管弦乐作品方面具有实力的
乐团，但也有部分艺术团体、演奏
者对民乐年轻化的理解和呈现不
乏值得反思之处。

在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
琵琶演奏家吴玉霞看来，民乐年轻
化包含不同层次和多种因素。基于
民乐的本体特征创作的新锐时尚，
以及根据民间传统音乐经典和外
国作品移植、改编的多种类型，做
出符合民乐自身艺术规律和审美

旨趣的艺术呈现，都是很好的尝
试，也符合中国文化海纳百川、有
容乃大的精神追求。

吴玉霞认为，这类尝试必须
以深厚的文化内涵、坚实的艺术
功力为支撑，并非人人可为。缺
乏扎实的基本功，或仅仅出于吸
引眼球目的而一味追求所谓的
年轻化，其中恐怕就含有快餐
化、表面化甚至急功近利的成
分。吴玉霞表示，传承并非因循
守旧，创新并非面目全非，科学
实践“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很重要，不应提倡“民乐快餐”

“碎片拼盘”，更不能成为民乐发
展的主流。

的确，艺术发展不能舍本逐
末，越是强调创新，越要夯实传统
根基、专业基础。叶敏认为，民乐
真正实现年轻化，实现商业与艺
术并重，要求从业者具备扎实的
音乐功底，对曲风、调性、音律、编
曲、音乐制作进行深入研究。“以
此为基础，创作或者改编出大量
不同风格的优秀音乐作品，加上
与音乐内容相匹配的表演形式，
才有可能做到深入骨髓的改变、
创新。”作曲家叶敏说。

（《中国文化报》罗群）

在我的老家陕西省商洛市商
州区护关镇泉源村，每到年关，农
户都会宰杀一头猪，并邀请一帮亲
朋邻里来帮忙杀猪。随后主人家会
摆上两桌酒席表达谢意。而猪血菜
则是答谢酒席佳肴中一道必不可
少的主菜。在宰杀猪之前，主人家
会事先准备好一个盆子，盆中放入
盐和十三香，宰杀时就用它来接猪
血。之后，将接好的鲜猪血搅匀，连

同盆子一起放入锅内隔水蒸。约
20多分钟，猪血就蒸好了。

将蒸好的猪血切成片，放入烧
开的淡盐水中焯水，捞出待用。另
起锅烧热，倒入适量的食用油，油
温合适后放入葱段、姜丝、蒜片、花
椒、干辣椒段爆香。再放入事先切
好的酸菜，注入适量清水，倒入猪
血，调入适量的食盐、白糖、胡椒
粉、老抽、生抽、耗油、味精，稍煮片

刻后勾琉璃芡，烧开盛出后淋入明
油，撒上蒜苗段，滴上香油即可。这
道猪血菜红绿相间，口感嫩滑，十
分美味。

在家乡，猪血菜备受人们青
睐。所以每次做猪血菜也成了考验
主人家厨艺的一个机会。根据个人
喜好，制作步骤里的酸菜也可以用
韭菜或青椒来替代，或者加入其它
原料来烹饪，只是酸菜具有去腥增

鲜的作用，烧制出来的猪血菜在口
味上更加鲜美。

亲朋邻里围坐一起，烤着炉
火，喝着小酒，吃着美味的猪血菜，
年味在美食中愈发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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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一台融合戏曲与
舞蹈的节目《惊·鸿》登上网络热
搜榜。

近年来，这类“戏曲+互联
网”的探索还有很多。比如，网络
游戏《天涯明月刀》开发了京剧主
题版本“曲韵芳华”，这既是跨艺
术样态的融合，也可以视为“票
友”在互联网上的一次华丽亮相。
网络京剧节目《瑜你台上见》中，
京剧演员王珮瑜以脱口秀的形
式，将戏曲“讲”给网友听。各类听
书软件，演绎戏曲名段、展示技艺

“绝活”的视频直播，“在线唱戏”
APP，等等，层出不穷。传统戏曲的
美学品格、艺术精神和文化内涵
在传播创新中焕发了新魅力。

戏曲是活在舞台上的艺术，
也是活在观众心中的艺术。无论
是经典作品的流传，还是名角大
师的诞生，都离不开有效传播。
当前，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不断提
高，网民规模已达9.4亿，戏曲的
繁荣复兴需要与互联网发展同
向而行、融合共进。在承担艺术
传播、欣赏和交流作用的同时，
互联网已逐渐成为人们巩固、拓
展、提高艺术品位的桥梁。越来
越多的戏曲爱好者活跃于网络，
更集中表达出当下观众对戏曲
的态度和期待。以互联网为基
础，搭建“新戏台”，不是应对媒
介变化的“权宜之计”，而是事关
戏曲传承发展的“发展大计”。

“戏曲+互联网”并非是削
弱或取代戏曲的现场性，而是通
过“转译”，使其更符合互联网的

“语法”。具体方式多种多样，或
在新的观演空间和场景下对戏
曲经典元素、精彩片段的再演
绎，或是戏曲与其他艺术门类的
跨界融合，也可能是依托现代媒
介技术对戏曲艺术进行再包装。
成功“转译”的关键，不仅在于高
超的“翻译”技巧，更在于深刻吃
透“原文”。因此，创新戏曲传
播，必须立足本体、守住边界，符
合戏曲的艺术特征、美学精神。
否则，所谓“创新”，就成了无根
之木、无源之水。

搭建网络“新戏台”，是互联
网思维和戏曲艺术规律交融下
的深刻变革，既要延续传承戏曲
的“老味道”，还要培养具有互联
网欣赏习惯和审美心理的“新戏
迷”。这就要求戏曲工作者敏锐
捕捉社会审美心理的新变化，既
要警惕“信息茧房”造成的视野
偏狭，也要防止趣味固化带来的
审美疲劳。通过一次次“破圈”传
播的探索实践，构建网络时代戏
曲欣赏新空间，创造戏曲有效抵
达观众的新场景。

为此，必须细致分析受众需
求，关注他们喜欢看什么戏，以
及他们喜欢怎样看戏，找到戏曲
与当代受众艺术趣味和审美偏
好有效对接的“端口”，激发当下
观众特别是年轻人走近戏曲的
兴趣。不过，建立“端口”，只是
创新戏曲传播的第一步。戏曲传
播创新不能满足于碎片化的呈
现、话题式的热度。时下戏曲传
播引发的一些“破圈”现象，值得
点赞和鼓励，但更应思考的是如
何保持、延续和深化这种热情，
并将其真正转化为推动戏曲创
新创造的不竭动力。这是观演关
系的重构，既需要戏曲专业人士
加盟和技术力量支持，也有赖于
戏曲生态的良性发展。

当视频平台上对“姹紫嫣
红”的在线吟唱，转变为对艺术
本体的特色和思想内涵的深刻
理解，古老戏曲才能真正融入当
代文化生活。当观众对戏曲的欣
赏，从耳目惊艳转变为心灵陶
醉，感受到戏曲内蕴的中华美学
精神，从中汲取文化滋养和精神
力量，网络“新戏台”才能真正成
为当代人共享的文化空间，成为
既传统又时尚的文化盛会。

搭建网络“新戏台”
李邨南

新华社南京1月
31 日电（记者 刘巍
巍）记者1月31日从
江苏省苏州市政府获
悉，截至2020年底，
该市建成开放博物馆
（纪念馆、陈列馆以及
馆藏古代书画、古籍
的美术馆）102家。苏
州市区常住人口中，
每 10万人拥有博物
馆1.2家；苏州大市常
住人口中，每13万人
拥有博物馆1.2家。

如今，苏州基本
形成了以苏州博物馆
为龙头、国有馆为主
体、主题馆为特色、非
国有博物馆为补充，
各类博物馆协调发展
的良好格局。

作为首批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苏州将
博物馆打造为彰显江
南文化特色、打响江
南文化品牌的重要
抓手。

早在2012年，苏
州市委常委会就审议
通过了《十大文化工
程方案》，第一次提出

“博物馆城建设推进
工程”。2018 年，在
《苏州市委市政府关
于文化繁荣兴盛三年
行动计划》中，苏州提出“用3年时
间使全市博物馆总量达到100家
左右”的目标要求。同年，在相关行
动计划中再次提出，力争在“十三
五”末实现每13万人拥有1家博物
馆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要求。

近期发布的苏州市“十三五”
期间博物馆运营报告显示，目前，
苏州共拥有国家等级馆9家，其中
一级馆2家（苏州博物馆、常熟博
物馆），二级馆6家（苏州碑刻博物
馆、苏州戏曲博物馆、苏州丝绸博
物馆、吴江博物馆、张家港博物馆、
太仓博物馆），三级馆1家（苏州生
肖邮票博物馆）。“十三五”期间，全
市备案博物馆接待观众3623.22万
人次，其中青少年观众571.5万人
次。截至2020年底，全市博物馆藏
品总量达131759件/套，其中珍贵
文物（馆藏一、二、三级文物）共
14663件/套，占比达11.1%。围绕
馆藏资源，全市备案博物馆共策划
社会教育活动2441场，参与观众
达66万人次。

《触摸幸福：走向我们的
小康生活》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 1月 29 日电 近
日，一部记录“精准扶贫”巨大成就
的全彩图文书《触摸幸福：走向我
们的小康生活》由新华出版社出
版，面向全国发行。

该书收录了40个脱贫攻坚故
事。曾经的破旧小山村，如今白墙
褐瓦的民宿点缀其间，穷山沟变成
了“聚宝盆”；搬离地势险恶、土地
贫瘠的原住地，易地扶贫搬迁搬出
了美好新生活；田间地头支起的手
机直播架，把农产品送出大山、送
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电商带动乡
村集体迅猛发展……

书中收录的实践案例全面展
现了广大干部群众为实现小康生
活做出的不懈努力和创新追求，图
文并茂讲述了人们告别贫困、拥抱
新时代幸福新生活的动人历程，彰
显了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和奋斗
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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