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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市东南部的
西口村自然风光秀丽，色彩明丽的墙
绘随处可见，前卫独特的艺术雕塑散
落村中，浓郁的艺术气息为这座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带来独特的气质。在
不久前举办的 2023 中国（阿尔山）旅
游大会期间，作为重点活动之一的“西
口村艺会——阿尔山乡村艺术季”不
仅为游客带来旅游新体验，也助力当
地打造主客共享的艺术空间。

西口村曾是贫困村，不少年轻
人 选 择 离 开 家 乡 、 去 外 地 打 工 谋
生。近年来，西口村逐渐探索出了
一条民俗、民宿、民居多元并举，
生产、生态、生活有机融合的乡村
振兴新路径。

在西口村的山坡上，有一座醒目
的文化地标——雕塑 《森林之子》。
这件作品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
长、雕塑系主任董书兵创作，以红砂
岩材料雕刻出一个高达7米的婴儿形
象。“婴儿”不仅寓意着生命的原点
和文化的起源，更代表着艺术家对生
命与自然的深度思考。

“人对美的向往和感受是与生俱
来的。”董书兵说。作为艺术工作
者，董书兵想通过自己掌握的技能，
为乡村带来美丽，支持乡村发展。他
希望通过长期合作，让艺术作品为西
口村吸引更多游客，拉动这里的旅游
经济。

而另一件雕塑作品《盛宴》的作
者、青年艺术家孟超则将西口村后峡
谷的自然风光作为呈现的主体，通过
自己的作品让人们关注这里的风景。
他希望让作品成为游客旅途中的新看
点，延长游客停留时间，让他们在这
里多吃一顿饭、多住一晚上，从而为
村子带来更多收入。

从最开始的不理解、观望，到经过
磨合，感受到艺术家们的心意，再到主
动加入艺术家们的团队并一起完成作
品，村民们不仅与这些远道而来的艺
术家和学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也对
艺术创作有了更深的理解。

柳编技艺非遗传承人董亚丽出生
在西口村的一个普通家庭，自幼跟着
奶奶学柳编，很小就能编些简单的篮
子。那时她没想到这门手艺有这么大
的魅力。“美术学院老师们的创意和
设计很新颖，让我受益匪浅。”董亚
丽说。

过去，董亚丽认为艺术和自己距
离很远，但随着与艺术家和学生的接
触，她受到艺术的熏陶，渐渐有了自
己的艺术见解。同时，她的柳编技艺
也为学生们带来了艺术灵感。

“来这里研学的一些学生跟着我
学会了柳编的技艺，回去时不仅带着
自己亲手编好的作品，还打算把这门

技艺融入未来的艺术创作，让更多人
认识我们的柳编技艺。”董亚丽说。

如今，董亚丽成了村里的艺术
家，她编制的灯罩、果盘、摆件等成
为不少大型会场订购的对象。2021
年，她在西口村开办柳编非遗工坊，
免费传授柳编编制技艺，带领西口村
妇女脱贫致富，让几近失传的柳编技
艺重焕生机。

在艺术的浸染下，西口村的旅游
越来越红火。由老房子改造而成的艺
术馆和艺术小院窗明几净，展出艺术
院校学生们的作品，举办艺术沙龙；
用旧水泥搅拌罐改造的装置外景引来
游客争相打卡；村民们用钩针编织村
子的卡通形象“西西”“皮皮”，不仅
受到游客喜爱，还被做成表情包；不
少外出谋生的年轻人也回来了，开起
了烧烤店和民宿，红红火火的生意让
村民们的收入大幅提升，脸上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

随着夜幕降临，西口村村民广场
上的大型柳编艺术装置 《连年有鱼》
散发着五彩的光芒。这件艺术作品由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师生与村民共同
创作完成，百余条鱼型柳编姿态各
异，寄托着村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每天晚上，在 《连年有鱼》 的灯光
下，村民们跳起广场舞，将艺术与乡
村生活融合。

去年8月，抖音直播联合中央民
族乐团共同发起“DOU有国乐”计
划，打造民乐演出“第二舞台”。在
此计划中，不仅有百名中央民族乐团
艺术家入驻抖音，平台方也面向民乐
演奏者、民乐乐团开放合作，提供相
关扶持与服务。

数据显示，近一年，抖音民乐直
播累计开播场次超414万，同比增长
232%，累计观看人次超128亿，同比
增长255%，相当于每天有1.1万余场
民乐演奏会在抖音直播间上演，场均
观众超3100人。

北京山水民乐艺术团、沛县曹
家班唢呐、箜篌博主胡雪菲、独弦琴
传承人赵霞等民乐主播们通过短视
频和直播从“线下”来到“线上”，在
网络世界中的“第二舞台”上不断拓
展民乐的演出和传播空间，找到新

“知音”。

从无人问津到迅速涨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民间唢呐
乐团曹家班的黄金岁月：只要会吹
唢呐，就不用担心收入。“当时办红
白喜事都要吹唢呐，天不亮就有人
在家门口等。”曹家班第五代传人曹
嘎回忆说。

曹家班自上世纪50年代起就开
始在江苏徐州沛县地区表演唢呐，
代代相传，但如今，曹家班也面临
着线下演出机会减少、难以维持收
入的难题。2022 年 3 月，曹家班转
战网络平台，开始在抖音直播表演
唢呐。

“起先真的什么都不懂，不知道
用什么设备好，不知道怎么串场，
不知道什么热点能引人关注。”曹嘎
说。通过不断观摩和学习，曹家班
对唢呐表演的曲目进行改良创新，
不仅演奏传统曲目《朝天子》《百鸟
朝凤》，还增加了 《孤勇者》《本草
纲目》《赤伶》等流行歌曲以及《葫
芦娃》《黑猫警长》等小朋友们喜爱
的曲目。

现在，曹家班在抖音上拥有超
97万粉丝，还在去年登上了电视台
的跨年晚会。

同样借助短视频和直播让民乐
艺术走红网络的还有京族独弦琴艺
术自治区级传承人赵霞。

独弦琴，顾名思义，琴身上仅
有一根琴弦。但就这一根琴弦，借
助摇杆和共鸣器，却能演奏出 6 个
音区，3 个八度，可谓“一弦出百
音，独弦可成曲”。在广西壮族自治
区东兴市的京族聚居区，独弦琴艺
术已有数百年历史。传统的独弦琴
传承从不记谱，加之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选择进入城市工作，导致独弦
琴艺术几近失传。

为了传承京族独弦琴艺术这一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赵霞试过很多
条路。2013年起，赵霞先后在家乡东
兴市和江平镇开设独弦琴教学点，吸
引了许多当地人前来学习。赵霞
说：“我们居住的地方在祖国海岸线
的最西边，要想将独弦琴艺术推广
到全国其他地方，线上教学很有必
要。”2018年，赵霞开始在抖音平台
更新自己的演奏片段，录制线上教
学课程，并利用下班后的两三个小
时直播，一直坚持到现在。

最初，因粉丝基数小、传统独

弦琴曲目节奏慢等，赵霞的直播间
显得有些冷清。“为了扩大独弦琴的
受众面，我开始尝试把一些流行歌
曲和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改编成适
合独弦琴演奏的曲调。”赵霞介绍，
从电视剧 《西游记》 的配乐片段到

《南屏晚钟》《我的祖国》，她的视频
得到了越来越多观众的认可，观众
的评论也从起初猎奇般的“这就是
传说中的‘一根筋’吗？”慢慢变成
了“一弦一柱一玉指，七声八韵九
天知”的欣赏与共鸣。截至目前，
赵霞已收获超 47 万“知音”，获赞
超385万次。

增加收入支撑长远运营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是北
京山水民乐艺术团名字的出处。2008
年，在特教学院教授声乐的刘继东和
同事仲辉乐为了支持学生的音乐梦
想，辞职组建了这个全部由残障人士
构成的民乐团。刘继东说，之所以取
名为“山水”，是“希望艺术团的成
员无论何时，都可以保持一份仁山智
水的纯粹来演奏音乐”。

2020 年 4 月下旬，由于线下演
出机会减少，山水乐团开始探索线
上直播，从一开始的一个月直播一
次，到后来一周三次，每天直播间
的观众最高达上万人。

山水乐团的观众中有深夜下班
的大厨，有跑累了的外卖员，也有
充满情怀、喜欢民乐的中老年人。
线上观众的喜爱给了山水乐团很大
支持，直播带来的收入曾一度支撑
起乐团收入的“半壁江山”。

山水乐团团长刘继东说，他们
会尽可能地把观众点的歌排进曲
单，因为观众“不仅是来听曲子，更
多的是来找自己，找到力量、找到温
暖”。刘继东记得一位理发店小哥曾
留下评论说，因觉得上班没意思，
本打算第二天辞职，但山水乐团的
乐手们认真演奏音乐、积极生活的
态度，让他改变了主意。这种陌生
人之间相互给予的温暖和善意成为
山水乐团不忘初心、坚持演奏的推
动力量。

“现在回想起来，短视频平台上
的‘学员’和‘知音’在我事业
起步之初真的给了我很大帮助。”新
疆姑娘胡雪菲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
箜篌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她在天
津开设箜篌培训工作室。

“2020年刚开始直播的时候，直
播间的人数也不多。随着直播场次的
不断增加，观众由最初的两三百人逐
渐跃升到过万人，直播热度也常常能
够进入天津地区前10名，有人每天
到点儿就来，一听就是一整场，还有
的观众甚至会把乐曲录下来反复
听。”胡雪菲表示，兴于汉、盛于唐

的箜篌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现在
她正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了解
箜篌、爱上箜篌。

据了解，目前已有超10万名民
乐主播获得打赏收入，其中1.3万人
为国家级非遗民乐演奏者。

教学相长助力文化传承

民乐艺术在线上走红，找到新
“知音”并不是终点。传承，是民乐
演奏者们的共同目标。

“我觉得目前国内的民乐团对箜
篌的开发、应用还不够，很多民乐团
用的都是竖琴。”据胡雪菲介绍，箜
篌（此处指竖箜篌）和竖琴是同源乐
器，它们都起源于古代波斯，传向东
方发展为箜篌，传向西方发展为竖
琴。两者的区别在于，竖琴是单排琴
弦，箜篌是双排琴弦，且每一根琴弦
都配有琴码，以便演奏颤音、滑音等
中国民乐技法。胡雪菲说：“箜篌的
表现力非常丰富，在民乐团中不仅能
作为色彩性乐器，还能担任主旋律，
和交响乐队进行协奏。”

现在，跟随胡雪菲学习箜篌的学
生线上有28名，线下有9名，其中大
部分都是通过她的线上直播了解到箜
篌这一乐器，进而产生兴趣，报名学
习。在从事箜篌演奏直播的 3 年多
里，胡雪菲见证着箜篌一点点被大家
所熟知。

“刚开始直播的时候，很多观众
都不认识箜篌，经常有人发弹幕问

‘这个乐器是什么’，但现在有些观众
已经可以一下子说出箜篌的名称，甚
至还能简单介绍箜篌的历史。”胡雪
菲说，更让她开心的是，她教的第一
个学生，从零起步，经过 4 年的学
习，于今年成功考入了沈阳音乐学院
附属中等音乐学校箜篌专业，成了她
的师弟。

赵霞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的
独弦琴教学点创办至今已有 10 年，
新增了4位老师，她们都是赵霞带出
的学生。每天，有近百名学生在赵霞
开办的两个非遗传承点学习独弦琴。

“这些学生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
有刚刚进入校园的小朋友，算起来，
我教过的学生已有上千名，在直播间
里教的学生更不计其数。”赵霞说。

对于如何更好地传承和推广独
弦琴，赵霞有着自己的见解。“新时
代新做法，传承文化也是一样。”赵
霞说，“我们在线下办一次活动，普
及面最多几千人，但如果线上发布
的一条视频火了，浏览量最高能达
到几百万上千万，我认为这是用最
低的成本做最高效的推广。”

采访最后，赵霞告诉我们，曾
经因没有曲谱、学琴人少，京族独
弦琴几近失传；而现在，她编写的
独弦琴歌曲选集已经完稿，并运用
于教学。接下来她会逐步将徒弟们
推向台前，帮助他们获得更多关
注，“目的无他，只为更好地传承传
统文化”。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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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一曲《牡
丹亭》婉转悠扬。“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故事
从中国江南水乡唱到法国塞纳河畔。

日前，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携 《牡丹
亭》亮相巴黎蕾博拉戏剧院，900多个位置座
无虚席。600多年时光轮转，杜丽娘与柳梦梅
的凄美爱情故事，通过清丽婉转的声腔、盈
盈袅袅的身姿和细致打磨的唱词，引发现场
观众共鸣。

80岁的克里斯蒂亚娜久久不愿离去：“这
个故事太凄美、太感人了。法国也有类似的
故事，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个梦很美，人们
都需要梦想。”

在同样闻曲而来的伦敦大学戏剧学教授
玛丽亚·舍夫佐娃看来，尽管许多欧洲民众是

初识昆曲，但表演中的动作、色彩与用词等
可看、可听的元素，能够为不同国度观众架
起交流的桥梁，让外国观众也能在昆曲艺术
中找到共鸣。

1986年，昆曲艺术家张继青曾在巴黎莫
加多剧院表演 《牡丹亭》。“我和所有热爱中
国戏剧的观众都特别高兴，时隔多年终于再
次在巴黎看到中国传统戏曲。”法国文化部文

化戏剧名誉总监让-皮埃尔·余尔斯说。
江苏省宣传部部长张爱军表示，昆曲不

仅联结起了跨越国界、跨越时空的情感，也
联结起了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友谊。

同时，“文明遇·鉴：中国昆曲江苏周”
在位于巴黎的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开幕。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
将昆曲列为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

表作”，助推这一古老艺术走向世界。如今，
昆曲艺术再次来到巴黎，埃菲尔铁塔下、卢
浮宫外、凯旋门前……在巴黎许多地标性建
筑附近，精心装扮的中国昆曲演员轻扬水
袖、“绽放”街头。

中华传统文化不断与世界交融。昆曲的
海外演出在传承中不断创新，既有原汁原味
的表演，又有融入西方元素的跨文化创作，

在和而不同中收获大量海外“票友”，传统戏
剧的“朋友圈”正不断扩大。

次日下午，昆曲走进法国校园。折子戏
《宝剑记·夜奔》《虎囊弹·山门》《牡丹亭·游
园惊梦》 亮相法国诺欧商学院，不少当地青
少年慕名而来。高中生贡迪·阿尤布在演出结
束后主动上台学习昆曲身段。“我很喜欢昆
曲。这次奇妙的体验让我对中国戏曲和中国
文化更有兴趣了。”

“昆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代表着我们的
传统审美和传承精神。”柳梦梅的扮演者、江苏
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施夏明说：“昆曲之美
不分国界，我们将传承和弘扬最宝贵的文化遗
产，让昆曲水袖继续轻扬在世界舞台上。”

（据新华社电 记者陈毓珊、杨丁淼、张健）

昆曲雅韵万里相和

“中国昆曲江苏周”走进法国巴黎

西口村“乡村艺术沙龙在我家”中央美术学院作品体验展外景。
毕力格摄

赵霞正在演奏独弦琴。

董亚丽展示柳编产品。 新华社记者 李志鹏摄北京山水民乐艺术团正在进行直播。

曹嘎正在复盘直播。曹嘎正在复盘直播。

胡雪菲 （右） 正在指导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