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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波尔多市加隆河畔，水镜广场
一隅传来的悠扬音乐声吸引了行人驻
足。一架古筝，一袭汉服，一位蒙着面
纱的中国女孩，动人的音符从她舞动的
指尖之间流淌出来，为充满欧式风情的
老城街头带来了迥乎不同的东方美。在
她周围聚集的行人越来越多，每一首曲
目表演完毕常常掌声四起，甚至有人随
着音乐的节奏和旋律跳起舞来。

这位在异国他乡奏响中国民族乐器
的“95后”名叫彭静旋，也是抖音网红

“碰碰彭碰彭”，目前正在法国波尔多留
学。惯常出现在民族音乐会上或者影视
剧中的古筝，被彭静旋搬到了海外的闹
市街头，借助互联网的短视频传播，它
的魅力被展示给更多的海内外观众。东
西方文化元素的碰撞，传统和现代音乐
交融，筝音袅袅之间，彭静旋不只是一
位专业的古筝演奏者，更是一位传统文
化的传播者和创新者。

在欧洲街头享受古筝

漫步在欧洲的大街小巷，常能见到
与市民生活融为一体的各种街头演出。
初至法国留学的彭静旋很享受这种悠闲
轻松的音乐氛围，却为没有见到中国乐
器表演而遗憾。“我是学古筝的，大家
一起享受音乐、拥抱阳光的感觉这么美
好，我自己要不要也试一下？”习筝近
20年、热爱音乐的她，很快把想法付诸
行动。

心心念念的古筝漂洋过海来到了法
国，但从外围的观众变成被人们环绕的
演奏者，彭静旋虽然有过很多在国内的
演出经验，依然有一些忐忑：过去，自
己总是在音乐厅里“正襟危坐”，对着观
众席安安静静地弹奏“学院派”曲目；
现在，把古筝搬上国外的街头，对古筝
可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外国人，能
接受这种传统、独特的中国乐器吗？

第一次街头表演略显仓促，彭静旋
选取了几首不同风格的曲目，有轻柔温
和的流行音乐《青花瓷》，也有热烈奔放
的传统民乐 《赛马》。令彭静旋惊喜的
是，她的演奏很快吸引了不少路人的注
意力。有人掏出手机合影，有人默默地
放下表示敬意的零钱，掌声不时响起，
彭静旋对之后的演出有了更大的信心。

后来，大约每两周一次，彭静旋会
到波尔多大剧院附近的街头表演一个半
小时。逢假期，她还会带上古筝前往巴
黎以及瑞士等其他国家。随着“上街”
次数的增多，彭静旋也希望能更好地展
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在热心网
友的建议下，她穿上了具有鲜明中国特
色的汉服，一目了然地亮明自己的身
份，也更美更吸引人。她还自行制作了
许多法文版的古筝宣传册，放在她精心
装饰的“中国角”中，摆在古筝前方最
醒目的位置。

如果说形式只能引发初步的好奇，
音乐本身则使古筝获得了持续的关注。

“音乐的语言是相通的。只要是美好的音
乐，不管东方西方，都能打动人心。”融
入情感倾诉的 《高山流水》 靠悠远宁静
的意境收获了西洋知音，而增强了节奏
感和律动感的现代改编版 《十面埋伏》，
不但在国外当场“炸街”，还“炸”出了

一些去过中国的法国人，在她表演的间
歇，用简单的中文和她交流，也“炸”
出了更多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对中国
很有善意的人，告诉她对古筝、对中国
文化的喜爱。

今年 2 月 21 日，彭静旋受邀在联合
国世界母语日活动中表演。目前，她正
在计划和一个瑞士乐队在日内瓦音乐厅
举办小型合作演出，这是因疫情而延迟
的一场音乐会。她还在课余时间教授两
个法国学生学习古筝。“虽然不能像西
洋音乐和乐器在中国那样普及和拥有整
套培训体系，但我们的民族乐器在国外
已经有了一定量的教授和传播。希望民
乐、古筝能越走越好，在海外有更高的
接受度。”她说。

在传统基础上尝试创新

在古筝国际化和创新化的道路上，
彭静旋一直在努力尝试。她认为，“古筝
是可以很多元的，来源于传统，却不必
局限于传统；但想要出新，只有在对传
统技法和传统曲目很熟的基础上，才有
能力演奏不同类型的音乐。”

从武汉音乐学院毕业后，彭静旋本
可以加入民乐团或继续在古筝专业进
修，但她决定不拘泥于传统，去国外学
习西方的音乐分析理论和鉴赏体系，为
民乐的创新发展寻找中西融合的可能。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电子音乐在编曲
时融入了古筝等民族乐器的音色？”她的
大学毕业论文以此为题进行了一些考
察。“法国是很早发展电子音乐的国家，
我想来这里进行进一步的学习。”2018
年，她顺利地考入了法国波尔多国立第
三大学的音乐与文化专业。

彭静旋把对古筝创新的思考融入她
的街头表演实践之中，探索了民族乐器
曲风的多样性。外国乐曲 《克罗地亚狂
想曲》 的浪漫，说唱风格的 《大碗宽
面》 的跳脱，二次元歌曲 《达拉崩吧》

的灵动，这些过去和古筝“不搭边”的
格调，经过彭静旋的编曲，也纷纷飞扬
在她的筝弦上。“说唱音乐会有曲律空白
的部分，我会跟随律动重新编一段。一
些金属重音的处理，我会通过拍打古筝
琴身来实现。”彭静旋介绍说。

在法国人的眼里，古筝就像是躺着
的竖琴。这激发彭静旋进一步学习了竖
琴。她希望能发掘古筝与西洋乐器音色
互补的可能。彭静旋曾和法国同学试验
性地合奏龚琳娜的《拐弯》，也曾用古筝
弹奏郎朗的即兴钢琴曲 《荒野狂想曲》。
这些中西融合的创新尝试，都在社交媒
体上得到了良好的反馈。

在视频中融入“古筝+”

彭静旋和她的古筝真正从异国街头
进入大众视野，得益于演出视频在网络
上的广泛传播。目前她在抖音拥有近
800 万粉丝，在国外媒体上也受到了欢
迎，每一个视频都有很高的播放量和大

批网友留言。她在 YouTube 上发布的
《倩女幽魂》播放量超400万次，海外网
友的评价与国内粉丝出奇地相似，有海
外网友留言说：“虽然没有歌词，但能感
受到音乐中的悲伤。”“我仿佛听了一个
中国故事，粉红的花朵从树上飘落，人
们沉浸在爱情里。”

彭静旋认为，“反差美”可能是古筝
“出圈”的原因。闹市街头的外国观众对
古筝的关注，最先打破了国内网友的固
有观念。传统雅正古朴的古筝演绎出新
奇多元的旋律，变得“平易近人”，古筝
版的影视音乐 《刀剑如梦》、流行歌曲

《Mojito》，尤其引发年轻人的共鸣。
“古筝+”是彭静旋音乐作品介绍中

的“高频词汇”，“古筝+戏腔”“古筝+
rap”“古筝+昆曲”，她尝试加入其他音
乐元素，使古筝的旋律更富层次感。

“民乐与潮流的关系就像是两个朋
友，过去可能没有什么大的相交，但是
在越来越多人喜欢传统文化的背景下，
两者可以结合进行推广。”在彭静旋看
来，时下常被提起的“新国潮”正是以
传统的东西做底，再融入潮流的元素为
形式增色，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去跟上年
轻人的脚步。

彭静旋现在还担任法国高等教育署
“中国留学生网络大使”，不断通过官网向
更多的中外学生分享自己的古筝文化实
践。她表示，自己一直有着带古筝环游
世界的梦想。“其实有一个大背景在支撑
我，国家真的越来越强大了，才让我们
留学生有勇气在外国的
街头表演。”她自豪地
说。虽然疫情影响了她
进行更多中外音乐文化
交流的计划，但彭静旋
目前正在继续进行古筝
与电子音乐融合的试验，
希望未来能带着让大家
耳目一新的古筝原创曲
目和中外网友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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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艺群体评论“新”在评论思维方式与互联
网思维结合，具有广阔灵动、简洁明快、直抵本质的
认知能力和辩证策略，善于抓住作品的主题主旨，既
宏观判断作品的思想倾向性，又微观分析作品的艺术
独特性，旗帜鲜明讲道理，率性犀利说真话。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文艺评
论家协会主席李明泉谈新文艺群体评论发展特征

▶音乐需要传承，这种传承可能表面上是传承一
种技能、技艺，甚至是职业的传承训练方式，但实际
上我们在跟学生教学互动的过程当中，所传递的不只
是技能、技艺，更多的是一种人文、文化，是中华民
族的思想、情感，是我们的精神、情怀、血脉。

——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二胡演奏家、教育
家宋飞谈音乐传承

▶在当代，书法的实用功能正在慢慢褪去，文字
的书写逐渐进入美术馆以后，书法的发展也遇到了一
些问题：更多地追求展示上的美感，而忽略了文化的
含量。因此书法家除了写字以外，更需要通过文字或
是文学来提升自身的内涵。提倡书法家写一点自己创
作的内容，这样他的书法才能自我提升。

——江苏省文联副主席、江苏省美术馆馆长徐惠
泉谈书法创作

▶戏剧艺术有自己的规律，感人的真人真事未必
就能原封不动地搬上舞台，搬上舞台也未必就能成为
感人的好戏。戏剧要在矛盾冲突中推进情节、刻画人
物，要有想象力的飞腾和对时代生活的典型概括、对
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度开掘。

——安徽省艺术研究院院长、编剧李春荣谈戏剧
艺术的审美标准

▶现在西方各国的美学体系，都局限于西方文化
的范围，没有吸收东方美学、中国美学的内容。如果
没有中国学者的参与和努力，要想使美学真正成为一
门国际性的学科，要想建设一个现代形态的美学体
系，恐怕是有困难的。在美学的学科建设方面，中国
学者可以作出自己的独特的、别人不能替代的贡献。

——北京大学教授、美学家叶朗谈美学的学科建设
（张靖仪整理）

武汉冬日的天空阴沉沉的，凄风冷
雨敲打着车窗。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援鄂医师钟鸣，因
武汉出现疫情，第一时间从上海前来支
援。当他在武汉下火车的时候，车厢里
只剩他一个人。他迅速来到金银潭医
院，全身心投入这场战斗……这是全景
式真实记录武汉一线抗疫历程的影片

《一起走过》 中的一个片段。一幕幕场
景，唤起难忘的回忆，令人潸然泪下，同
时也在我们内心积聚起澎湃的力量。自
4月20日起，这部影片在全国院线上映。

2020年初，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突袭
大江南北，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
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
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
众一心、众志成城，打响了疫情防控的
人民战争，取得了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重大战略成果，书写了气壮山河的抗
疫史诗，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
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
抗疫精神。在这场空前严峻的抗疫斗争

中，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集团）
闻令而动、逆行出征，先后派出两批共
9人的摄制队伍。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
片厂 （集团） 副总经理郭本敏说，“创
作者用镜头靠近最前线，留下了最真实
的镜头。”影片采用纯纪录片手法，以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播报的声音作为叙
事时间线索，串联起援鄂医生、武汉社区

工作人员、志愿者、患者等亲身经历的
故事，用人物口述进行事件叙述及情感
表达，展现了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每一
个普通民众，在抗疫面前的家国情怀以
及感人至深的力量，塑造了包括“天使
白”“橄榄绿”“守护蓝”“志愿红”等各行
各业的一大批平凡英雄。

影片出品方、总发行方保利影业投
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信生说：“ 《一起
走过》 还原的是中华儿女在历次灾难
中不服输、 打不垮的顽强生命力，也
是 我 们 交 给 人 民 以 及 世 界 的 一 份 答
卷。”总导演朱勤效表示，“这部电影
不是为了去触碰大家的伤痛，而是为
了传递一种温暖。这种温暖，是人类情
感共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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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温暖 积聚力量
纪录电影《一起走过》上映

本报记者 苗 春

上图、右图：彭静旋在法国街头
表演古筝

彭静旋和她的古筝
本文照片均由采访对象提供 彭静旋 （右一） 用古筝和外国流行乐队合作表演

日前，福建省福州市开展“多彩非遗传坊巷演出”
“传承千年文脉直播”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挖掘历史文
化街区内涵，弘扬古厝文化。图为演员在福州三坊七
巷衣锦坊水榭戏台表演闽剧《荔枝换绛桃·投荔》。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福州：多彩文化传坊巷

彭静旋在法国街头表演
时放在古筝前的“中国角”

本报电（记者郑娜） 4月 29日至 30日，中央芭蕾舞团第十
一届芭蕾创意工作坊在北京天桥剧场上演。作为北京文化艺术
基金2020年度资助项目，本届工作坊以“初心”和“出新”为
主题，用7部风格迥异的全新原创芭蕾作品，向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献礼。

本届工作坊汇集了 《寄相思》《山河》《贝多芬》《黎明之
前》《影迹》《梦蝶》和《孤独星球》7部新作。这些作品中既有
表现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历程的献礼之作，如讲述高君宇烈士
与石评梅女士凄婉爱情和革命人生的 《寄相思》，展现大灾面
前党和国家倾尽全力护佑人民、中华儿女空前团结的 《山
河》，描绘革命先烈在硝烟中砥砺前行的 《黎明之前》；也有包
含年轻编导对于当下生活深度思考的作品，如展现时代进程、
探讨时间这一永恒话题的 《影迹》，反映手机改变了人们的沟
通方式，制造出无数“低头族”的 《孤独星球》；还有以中西
方文学艺术经典为灵感的创新之作，如对 《G 大调第四钢琴协
奏曲》 进行全新解读与编创的 《贝多芬》，对庄子名篇进行当
代解读的《梦蝶》。

芭蕾创意工作坊是中央芭蕾舞团自 2010 年起为培养青年
艺术人才打造的公益品牌项目，10 余年来为推动中国原创芭
蕾的发展、助力青年人才实现艺术梦想，提供了重要支持和广
阔舞台。一批批优秀艺术人才和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展现
出中芭年轻一代蓬勃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工作坊将视线聚焦最美逆行者，把对生命的深刻感悟化作
5 部感人至深的原创芭蕾作品，克服重重困难如约推出 《向生
命致敬——第10届芭蕾创意工作坊》，以线上首播的形式，在特
殊时期为屏幕前数以千万计的观众们送去了艺术的慰藉和心灵
的鼓舞。

中芭7部原创新作致敬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