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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闻名的曾侯乙编钟是湖北省博物馆

的镇馆之宝。如今，观众除了看实物、听讲解，

“接触”曾侯乙编钟的途径还有很多——将一

件嵌入编钟元素的文创商品带回家，借助全息

投影数字技术“敲响”编钟，观看编钟乐团表演

传统乐舞《礼乐天下》……通过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走过 2400 多年历史的曾侯乙编钟，

在现代生活中焕发出新的光彩。

数字赋能，在手机上
“敲响”编钟

1978 年出土于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

墓的曾侯乙编钟，创下了多项纪录。此前，我

国各地已经出土了多套编钟，而曾侯乙编钟

是数量最多、重量最重、音律最全、音域最广、

保存最好、做工最精细的一套，属于战国时期

青铜乐器的巅峰之作。更珍贵的是，编钟的

钟体、钟架和挂钟构件上共有 3755 字铭文，

包含了丰富而完整的乐律学知识。

“举世闻名的曾侯乙编钟是中华礼乐文

明的代表，也为我们博物馆打造文创特色品

牌提供了最有价值的 IP。”湖北省博物馆市

场部主任、编钟乐团副团长王亮说。湖北省

博物馆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开发编钟文创

产品，最初是仿制原件大小或者缩小版的编

钟，在国内外市场都很受欢迎，后来，推出加

入编钟元素的文具、生活日用品也深受大众

喜爱。王亮介绍：“2019 年开始，我们推出了

‘舌尖上的湖北省博物馆’，以几大镇馆之宝

的模型制成了慕斯蛋糕和冰激凌，很多年轻

人专门来这里打卡品尝。”

数字科技的融入，让编钟“活”起来。在

湖北省博物馆综合馆大厅体验区，曾侯乙编

钟经全息投影，观众动动手即可“敲响”；佩戴

VR 眼镜、手持 VR 手柄，就可以化身乐师在

系统的提示下完成演奏，感受与文物近距离

接触的魅力。2022 年除夕，湖北省博物馆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推出《古律叩新春，

礼乐承千年》新媒体互动项目，用户可通过小

程序和 H5 在手机上“敲响”曾侯乙编钟。

传承技艺，找寻“一钟
双音”演奏密码

作为大型礼乐重器，编钟在古代社会有着

重要的礼仪象征作用。1978年出土时，为了解

其音乐功能，在曾侯乙墓发现地举办了一场音

乐会，用曾侯乙编钟原件演奏了一组古今中外

著名乐曲，并通过电台广泛传播，震惊世界。

1986 年，中国唱片总公司联合湖北省博

物馆，用曾侯乙编钟原件录制了唱片《千古绝

响：曾侯乙编钟之声》，该唱片收录了《竹枝

词》《春江花月夜》《楚商》等 6 首经典乐曲。

出于对文物的保护，现在用于演奏的编

钟都是复仿制件。随州市博物馆馆长项章介

绍，伴随大量各历史时期青铜编钟在随州出

土，随州文博部门联合相关单位及民间铸钟

匠人进行复制，延续了古法青铜器制作技艺

（青铜编钟制作技艺）。2021 年随州市曾都

区申报的青铜器制作技艺（青铜编钟制作技

艺）被认定为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曾侯乙编钟的一大特点，就是“一钟双

音”。按照编钟上的错金标音铭文所示，敲击

编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不同的乐音，

而且两音之间相差三度。年过花甲的项绍清

老人是青铜编钟制作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1990 年，他把成套的编钟按古代音律排

列校音，使每个编钟的“正鼓”和“侧鼓”位置

均能敲击出两个不同的乐音，成功仿制出演

奏类编钟。2015 年，青铜编钟“一钟双音”校

音技艺，被授予国家专利。

“青铜编钟制作工艺繁复、用料考究、制

作耗时较长，青铜器制作技艺一直在随州境

内以家族及民间师徒方式进行传承，延续至

今，约有 400 人从事该技艺，可追溯 4 代以上，

有着百年的传承历史。”项章介绍。

组建乐团，编钟与多种
乐器跨界对话

曾侯乙编钟是古老的，也是年轻的。它

是中国古老的乐器，也可演绎不同时代、不

同风格的乐曲。2008 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

颁奖仪式的乐曲是以曾侯乙编钟原声、现代

玉 磬 和 交 响 乐 融 合 演 奏 的 江 苏 民 歌《茉 莉

花》。2016 年，湖北省博物馆用曾侯乙编钟

为 来 访 问 的 外 宾 演 奏 俄 罗 斯 经 典 民 歌《喀

秋莎》。

早在 1987 年，湖北省博物馆就成立了编

钟演奏组（编钟乐团前身）。“曾侯乙编钟本身

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而音乐是与观众建立联

系的很好的形式。我们用复制品重新奏响曾

侯乙编钟，这也是一种活化传承。”湖北省博

物馆副馆长、编钟乐团团长王先福介绍。

编钟乐团编创负责人罗乐介绍：“在作品

内容上，我们的演出曲目既有反映中华礼乐

文明的传统编钟乐舞《礼乐天下》等，也有展

示荆楚文化的编钟古乐《楚调》《九歌》等作

品。近几年，我们增加了一些反映时代风貌

的乐曲，并且在形式上也有所创新。”2021 年

4 月 8 日，编钟乐团在湖北省博物馆编钟演奏

厅举办的“浴火重生——弘扬伟大抗疫精神

编钟音乐会”，采用线上+线下的形式，有近

200 万人次观看。

除了在作品内容、节目形式、硬件技术上

进行创新，编钟乐团还积极尝试跨界，与萨克

斯、钢琴、古琴等不同乐器进行创新融合，让

编钟乐舞历久弥新。

今年 6 月 11 日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湖北省博物馆联合武汉琴台钢琴博物馆

举办了“钟·琴”音乐会，编钟与钢琴同台演

奏。9 月，湖北省博物馆又与重庆中国三峡

博物馆联合举办“一见钟·琴”线上音乐会，

2400 多年前的曾侯乙编钟与唐代、清代的古

琴“联袂演出”。

30 多年来，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已接

待海内外观众逾千万人次，使先秦时代庙堂

重器奏出的黄钟大吕，走向现代受众。

复原技艺，转化创意，组建乐团

曾侯乙编钟的文创旅行
本报记者 李 霞

当前，依托博物馆等文化文物单位的

馆藏资源进行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呈现活

跃趋势。在文化文物单位中，博物馆的文

化创意产品开发起步较早，拓展了人们感

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载体。

本版今起推出系列策划“解码·博物

馆文创产品开发”，关注一件博物馆 IP
的多样延伸、一个设计团队的创意探寻、

一个文创联盟的机制创新，探讨在文化

产业蓬勃发展、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背

景下，如何进一步推动博物馆文创产品

提质升级、促进文物活化利用。

——编 者

作为我国第一个有文献可考、

并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

城 遗 址 ，殷 墟 从 来 都 不 缺 乏“ 新

闻”。最新的进展是，考古人在洹河

北岸发现一条东西走向、西低东高

的道路，发掘长度达 80 米、两端均

延 伸 至 发 掘 区 以 外 、最 宽 处 达 14
米。更重要的是，它和此前发现的

另一条东西向大道均与一条南北向

大道交叉，构成了类似“街区”的布

局形态，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商代都

城的聚落结构、手工业生产分工等

提供了线索。

1899 年，因甲骨文的发现与研

究，沉睡三千载的商文明走入公众

视野。从 1928 年 10 月董作宾第一

次到安阳小屯开始进行殷墟考古算

起，90 多年过去了，经过几代考古

人持续不断的发掘研究，我们对这

座商代的都城终于有了丰富的了

解。对此，考古真的居功至伟。

殷 墟 是 甲 骨 文 的 故 乡 ，这 些

3000 年前的文字讲述着商王朝晚

期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又通过考

古得到了全方位的揭示。新中国成

立伊始，1950 年春，曾多次参与殷

墟发掘的郭宝钧先生就赶赴殷墟重

启发掘。以中国科学院（1977 年后改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

安阳队为主的考古机构，承担了殷墟主要的发掘工作，年复一

年，直到今天。安志敏、马得志、周永珍、高广仁、郑振香、陈志

达、杨锡璋、杨宝成、刘一曼等考古学家的名字，并不为大众熟

悉，一代代技师、修复师也都是幕后的默默奉献者。一代代考

古学家在殷墟这个摇篮成长起来。我们不能忘记，是他们将

殷墟考古的时空范围空前扩大，踏遍每一个角落，拾捡每一片

陶片，建立起殷墟考古的时空框架。

可以说，殷墟是一个支点。由于殷墟发掘，比商王朝更早

的夏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序列得以确立，中国古史获得

了“由此前推”的已知基础。同样从殷墟出发，看商文明之后

的中国历史，也有了更为扎实的参照。新世纪以来，以探讨殷

墟范围和布局为中心的社会考古学研究也逐渐展开，最有代

表的是道路网和水利系统的发现。殷墟宫殿宗庙区南部发现

的南北两纵向、东西一横向，修筑规整、车辙印痕清晰的大型

道路系统，再现了当年东亚最大都市的繁华盛景。殷墟铸铜、

制骨、制陶手工业作坊的发现与发掘，让我们得以更深入了解

璀璨的青铜文化……

殷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61 年 3 月，国务院将殷墟列

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 年，殷墟入选世界文化

遗产名录。2017 年，甲骨文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

忆名录”……还有很多文明密码深埋地下，等着考古人继续去

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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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
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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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编钟示意图。 湖北省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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