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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身处空间站的航天员王亚平连线演

奏，让民乐在天地齐鸣；与五千年历史交错，

让民乐故事走上舞台；借助 XR（扩展现实）

等高科技手段，让民乐好听、好看……在今

年央视元宵节晚会的舞台上，由中央民族乐

团表演的民乐创意节目《齐天乐》令人眼前

一亮。

近年来，伴随国风国潮掀起的热度，越

来越多人加深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

解和喜爱，以往相对小众的民乐也收获了

更多关注，并不断在内容创作、表现形式等

方面推陈出新，赢得更多观众的喜爱。

融合艺术与技术，拓
宽发展路径

山水映衬下，琴、阮、箫、笙、鼓依次亮

相。背景画面一转，丝路驼铃、西域市集

渐现，琵琶、二胡、唢呐、箜篌、羯鼓奏响音

律。接下来，在两两“茬琴”中将节目推向

高潮，最终，40 位演奏家同台展现器乐和鸣

之美，为《齐天乐》画上句号。

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赵聪介绍：“《齐天

乐》的创意和形式都是全新的。”每件乐器可

以和一个历史人物联系在一起，每个人物又

可以和一个故事联系在一起。诸葛亮抚琴、

阮咸拨阮、李凭弹箜篌……《齐天乐》将这些

人物一一“复刻”并与器乐演奏结合，在舞台

上呈现出一台极具创意的民乐节目。

除了节目本身，《齐天乐》还运用 XR
技术，营造出一个人机交互的虚拟环境，令

观众如同置身星空之下、山水之中和敦煌

石窟之内，带来震撼的沉浸式体验。

《齐天乐》并不是中央民族乐团第一次

进行“传统+时尚”的探索。今年 1 月 6 日，

“相约北京”奥林匹克文化节暨第二十二届

“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开幕式晚会上，中

央民族乐团和苏州交响乐团合作，组成了

“民乐+交响”的百余人乐队阵容联合演出，

通过中国故事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

达，运用虚拟现实、全息影像等舞台技术，

实现艺术与技术融合的创新。

“观众肯定我们探索的成绩，给了乐团

所有人极大的鼓励，也鞭策我们继续把中

国故事讲好。”赵聪说，近年来，中央民族乐

团不断探索传统民族音乐的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之路，乐团一直大胆地走在新

民乐探索之路上，坚持守正创新，在继承传

统的基础上，全方位、多维度地引领民族音

乐的创造、创新和创意之路，致力于树立民

族音乐好听、好看的形象，不断拓展民族音

乐的发展路径。

贴近时代审美，探索
鲜活表达

淡黄色的背景如宣纸铺陈，乐师们身着

朱红圆领袍、艾绿上衣、藕色绢衫等，或抚古

琴，或吹笛箫，或击大鼓……演奏的是中国

传统乐器，流淌的乐音却是电影《哈利·
波特》主题曲、巴赫《G 弦上的咏叹

调》……

青年国风乐团自得琴社的

短视频，就像一幅“会动的古

画”。不论是唐代胡曲还是

宋代雅乐，短短几分钟的视

频糅合传统与现代，让人如

在画中游。

2014 年 ，热 爱 古 琴 的

朱里钺与朋友一起创办了

自得琴社，推广以古琴为主

的中国传统乐器。如今，琴

社的规模慢慢壮大，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加入进来，推出了一系

列民乐作品。

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

之一，但如今为大众所熟悉的旋律却只

有数十段。“推广传统艺术时，我们不断探

索如何贴近现代审美和欣赏习惯。”朱里钺

说，“我们希望表达当代年轻人的理解，让

古琴‘活起来’。”

为突破古琴独奏相对单调的范

式，让大众更容易接受和记住古琴旋律，自

得琴社的作品逐渐形成了现有的小合奏模

式。它就像一支现代的乐队，有以旋律为

主的笛、箫，以和声为主的古筝、中阮，渲染

气氛的古琴，还有带来节奏感的打击乐器。

除了演奏音乐，他们还通过视觉表达

烘托音乐氛围，调动多种感官。2019 年，自

得琴社把传统乐器演奏与服饰复原结合，

拍成国风视频，发布在社交平台上。他们

在原曲采用古筝和古琴演奏的基础上加入

框鼓、小打、长笛、颂钵，并让乐手穿上传统

服饰坐成一排演奏。视频推出后，播放量

很快突破百万。

这 支 与 众 不 同 的 乐 队 ，用“古 装 配 古

琴”的模式，弹拨着古老的乐器，改编着传

统名曲和现代音乐，探索用现代传播方式

带领传统民乐“出圈”。据不完全统计，自

得琴社各视频全网播放量过亿，这群年轻

人正在用民族乐器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这

是我们期待看到的”，朱里钺说，“只有让这

些古老的乐器步入生活，它们才能更好地

生存和发展下去。”

丰富传播方式，触达
更多观众

中阮演奏家冯满天、箜篌演奏家崔君芝

分别与选手合作，不同乐器相遇激发出别样

效果；80 后小伙杨博文将尺八与电音结合，

观众用刷屏的弹幕表达喜爱……民乐以新

颖的样貌展现在公众面前，在音乐综艺节目

《中国潮音》中，类似的“名场面”还有不少。

近年来，民乐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

荧屏上。从以民乐为主角的晚会《新民乐

国风夜》展现民乐与舞狮、戏曲、诗词等的跨

界融合，再到已播出四季的综艺节目《国乐

大典》，仍不断翻新形式、热度不减，综艺节

目及各类晚会日益成为民乐“破圈”传播的

新方式。走出剧场和舞台，民乐以更多样

的形态、更丰富的渠道触达观众。

越 来 越 多 的 节 目 呈 现 民 乐 与 多 种 文

化元素的碰撞融合，探索民乐的年轻化表

达。例如《国乐大典》通过改编流行乐曲、

创 作 新 国 风 音 乐 、引 入 场 景 化 的 器 乐 剧

等，不断尝试民乐新的呈现方式和叙事结

构。《中国潮音》中，阮、大鼓、竹笛、古筝、

编钟、唢呐、尺八等民族乐器轮番亮相，并

与电音、流行、民谣、说唱、戏曲等多种元

素结合。《中国潮音》总监制孟庆光表示，

希望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时下最流行的

音乐表达手段，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期待年轻人在面对传统曲目和乐器时，

能够产生新的感受并与之对话。”在带来

视听享受的基础上，节目还设置了专门环

节，为观众科普传统乐器相关知识，“我们

希望打破圈层的界限，让传统文化的精髓

能够被更多观众看到。”孟庆光说。

“过去的音乐类节目大部分基于流行

音乐审美，如今涌现的以民乐等经典音乐

为题材的节目带给观众耳目一新之感。”

中国电视艺术交流协会影视艺术专委会

副秘书长何天平认为，此类节目创造性地

对经典进行当代演绎，通过音乐人的新表

达、音乐态度的新诠释、视听技术的新呈

现，让传统与经典流行起来。“只要找到对

接当下的恰当形式，民乐的魅力就能历久

弥新。”何天平说。

图①：《齐天乐》剧照。

中央民族乐团供图

图②：《中国潮音》剧照。

《中国潮音》节目组供图

图③：自得琴社演出剧照。

自得琴社供图

丰富表现形式、拓宽传播渠道，民乐不断推陈出新

一曲古韵的多彩变奏
本报记者 郑海鸥 曹玲娟 曹雪盟

创新曲目和表现形
式、探索贴近现代审美的
呈现方式、不断拓宽传播
渠道……近年来，民乐不
断推陈出新，以好听、好
看的年轻化表达赢得更
多观众的喜爱。

核心阅读■护文化遗产
彰时代新义

R

中华民族被称为“礼乐之邦”，传统音乐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占有很大

比重。民族音乐根植于中华大地，蕴含着中

华民族的情感密码。近年来，民乐的创作、

演出、传播呈现出新的时代气象，尤其是在

年轻人中的认知度、接受度持续提高。这既

反映了文化自信的增强，也给民乐的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民乐守正创新，要立足优秀传统，发民

乐之“正声”。对民乐真正的自信，来自对

优秀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敬重。中华文化

讲究艺术意蕴，民乐的魅力在于独特的韵

味、真挚的情感和艺术的感染力。无论哪

个类别的演奏和形式，都需要具备一定的

演奏技能，包含对作品的精准诠释和体现

技术与艺术的融合之意，而拥有这些“强

大”和“本领”，是守正的题中应有之义，也

是支撑艺术传承创新的基础和前提。音乐

表达是诠释者与聆听者的“磁场”共鸣，其

内心感受与审美认知蕴含在作品的意境

中。不要低估大众的欣赏能力，好的作品

是能够被看见、听见的，我们应该对自己的

民族文化有信心。

创新，应当是在尊重艺术自身规律基础

上的求新求变。近几年民乐改良的步伐在

加快，尤其是在新媒介环境下，舞台声、光、

电和服、道、化等手段的融入，很迅速地就能

在感官上将民乐节目包装出耳目一新的效

果。对于形式创新，一方面可以尝试、探索，

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走入误区，不能把一味追

求感官刺激作为民乐创新的审美取向和评

判标准。独特的音韵格律，讲究听觉和味

道，音色丰富、旋律性强是民乐的优势，不要

为了“创新”而“创新”，更不能为了“炫技”而

“炫技”。“快和响”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民

乐创作与作品表达，过于追求谱面“图式”、

表面“格式”或外化“取悦”都不可取。

体现自身特色，是民乐创新发展的重

要路径。近几年民乐创作、传播的大环境

有了很大改观，扶持民乐发展的力度也在

不断加大。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域性强

的民间传统乐种、各地不断涌现的民族管

弦乐团，要守住自身特色，不要盲目跟风。

比如，江浙沪地区的丝竹乐队、苏州评弹、

广东音乐、福建南音，就很好地发挥了自身

特色，成为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

传承不守旧，创新不离根。今年，中国民

族管弦乐学会将举办第十届“华乐论坛”1+1
学术研讨，由“华乐论坛”延展的“华乐讲坛”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华乐大典”系列丛

书编纂工作也在有序推进，这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首部通过不同乐器门类记录中国民族器

乐文化的集大成之作。推动新时代民乐事业

发展繁荣，需要从乐者与乐曲、理论与实践、

继承与创新、交流与交融、塔基与塔尖等多维

度深入研究，期待业界与学界共同努力，发出

民族音乐的“中国好声音”。

（作者为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

守正创新，奏响民乐好声音
吴玉霞

■新语
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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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讲究艺术
意蕴，民乐的魅力在于
独特的韵味、真挚的情
感和艺术的感染力

最近，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一

级导演王舸正在创排舞剧《旗帜》。该

剧以广州起义为背景，用现实主义手

法塑造英雄群像。在排演过程中，他

一次又一次感受到革命先辈坚定的信

仰，也一次又一次感受到当代舞者蓬

勃的朝气。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中 国 共 产

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建设民族的科

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自

己的使命，积极推动文化建设和文艺

繁荣发展。”王舸现场聆听了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

十 大 开 幕 式 上 的 重 要 讲 话 ，备 受 鼓

舞、倍感振奋。王舸说：“我和祖国的

舞蹈事业一同成长，从一名舞蹈演员

转型成为一名舞蹈编导。虽然角色

发生了变化，但是我始终保持着对舞

蹈艺术的初心，在创作中不断践行着

文艺工作者所肩负的使命，为把中国

舞蹈发展成为民族的、大众的艺术而

努力着。”

1975 年 出 生 于 四 川 省 自 贡 市 的

王舸，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王舸先

后创作了《中国妈妈》《父亲》《凤悲鸣》

《烈火中永生》《红高粱》《大禹》《天路》

《歌唱祖国》《旗帜》《五星出东方》等作

品，多次荣获“五个一工程”奖、“文华

奖”、“荷花奖”等奖项。2022 年，王舸

获得“第五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

艺工作者”称号。

“20 多年的舞蹈艺术实践让我明

白，‘德艺双馨’应该是文艺工作者的

自我要求。‘德艺双馨’就意味着应当

以道德为根基，去探求艺术的境界。

文艺工作者不仅需要提升个人的道德水平，还要保持对社会的关

注、对生活的观察，用艺术表现生活中的真善美。必须始终牢记艺

术为人民服务，为时代发声。”王舸说。

《父亲》用舞蹈语汇展示朴实的父亲形象，传递诚挚的情感，王

舸希望用舞蹈作品寄托一份对父母的思念，让人们给予老年人更

多的关注和关爱。《天路》讲述了铁道兵战士和藏族同胞在青藏铁

路修建过程中的故事，体现了希望与信仰、爱与力量，王舸想要把

这份奉献精神传递给更多人……

“我为什么而舞？为谁而舞？我用舞蹈去表现什么？向世界

传达什么？”王舸常常会这样问自己。这些年，王舸参与“各族儿女

心向党”主题晚会，多次加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

动。在一次次采风创作实践中，王舸深深体会到，要想创作出老百

姓喜欢的作品，不能走马观花，更不能浮光掠影，而是要向人民学

习、向生活学习、向前辈学习。

“我用舞蹈表达着对祖国和人民最真诚的感激，也感恩这个美

好的时代。”王舸说，“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将坚守人民立场，创

作出更多可歌可泣、触及人心、引发共鸣的文艺作品，用艺术书写

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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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西安 4月 5日电 （记者原韬雄）5 日上午，壬寅年清明公

祭轩辕黄帝典礼在陕西延安黄陵县桥山祭祀广场举行。典礼以线

上举办为主，通过电视及多个网络平台直播，与台湾遥祭视频连线

点同步举行。

上午 9 时 50 分，典礼正式开始。现场击鼓鸣钟，34 通鼓声象

征着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同祭初祖的共同心声，9 响钟鸣代

表了中华民族传统礼仪的最高礼数。120 名学生合唱《黄帝颂》，

表达炎黄子孙对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崇敬之情。

在云祭祖网络平台，不能亲临现场的人士发来视频。西安

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青年委员会副秘书长黄洁如在视频中

说：“清明节我们台湾同胞遥祭轩辕黄帝，振奋民族精神，传承中

华文化。”

结合当前疫情防控要求，典礼活动大幅压缩了表演环节的演

员人数，参与活动的工作人员采取闭环管理，落实健康监测和核酸

检测等措施。

今年云祭祖网络平台为黄帝陵主要场景和建筑制作了 8K 超

高清 VR 互动场景，提供全景漫游服务，提升了现场感和体验感。

海峡两岸清明共祭轩辕黄帝

①①

②②

③③

本报北京 4月 5日电 （记者闫伊乔）记者从教育部获悉：为规

范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管理，近日，教育部、中央网信办、工业和

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普

通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管理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要求将在线开放课程纳入日常教学管理，做到线上与线下课

程同管理、同要求。

《意见》指出，高校要规范课程选用、教学、评价、督导和学分认

定等管理制度，不得选用内容陈旧、服务质量差的在线开放课程，

不得将在线开放课程考试完全交由在线课程平台等第三方负责。

在严格学生在线学习规范与考试纪律方面，《意见》提出，严禁

出借个人学习账号给他人使用，严禁通过非法软件或委托第三方

提供的人工或技术服务等方式获取学习记录和考试成绩的“刷课”

“替课”“刷考”“替考”行为，严禁以任何形式传播课程考试内容及

答案。违规违纪行为一经查实，由涉事学生所在高校取消课程成

绩，视情节给予相应处分，并记入学生档案。

《意见》要求，要健全课程平台监管制度。国务院教育行政部

门委托第三方机构建设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

对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过程实施大数据监测。提供学分课程的平台

必须向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提供开放用户身份

数据，开放课程访问数据、学习行为数据以及相关运行数据，便于

教育行政部门对课程质量和教学过程进行全程监督。

据悉，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牵头负责在

线开放课程教学管理工作，统筹指导和监督学校落实主体责任，会

同国家和省级网信、电信主管、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联合治

理，建立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网信部门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研

判意见，依法对“刷课”APP 和违法售卖课程的平台、账号进行处

置。电信主管部门将依法处置经有关部门认定的违法违规“刷课”

网站和 APP。公安部门依法打击利用黑客手段提供有偿“刷课”服

务违法犯罪活动。

教育部等五部门

加强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