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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民乐真好听”

柳青瑶本名刘婧，是一个天津姑
娘。她5岁起学习琵琶，先后师从中
央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多位琵琶
演奏家，十几岁开始学习美声和竹
笛、古筝等其他民族乐器。青少年时
期，她曾随中国外交部、中国人民对
外友好协会到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演
出、交流。2008 年，她考入南京大
学外国语学院，后赴香港中文大学攻
读历史学硕士。

毕业后，刘婧进入互联网公司从
事运营工作。2016 年开始，她用琵
琶翻奏热门影视歌曲，以“柳青瑶”
的名字在网络平台发布，收获了大批
粉丝。音乐人柳青瑶由此进入公众视
野。

“我的工作让我较早地接触互联
网思维，对年轻人喜爱的影视、动
漫、流行乐等非常熟悉。”柳青瑶
说，“以前人们对于民族乐器的认识
比较局限，觉得那是少数专业人士才
会用的，演奏的也多是传统曲目。我
想将中国民族乐器与流行文化 IP 相
结合，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
和推广国乐。”

自少年时便开始的海外演出经
历，让柳青瑶广泛地接触多民族文
化 ， 深 深 感 到 “ 民 族 的 才 是 世 界
的”。在国人看来似乎有些过时的传
统乐曲，在海外演出时很受欢迎。

“外国观众听到 《喜洋洋》 觉得非常
俏皮，《花好月圆》 作为终场曲演完
后，总会迎来热烈的掌声和‘再来一
个’的呼声。”柳青瑶说，让她印象
最深的，是在英国剑桥大学演出时，
乐团演奏了 《红楼梦》 组曲，《枉凝
眉》的调子一出，坐在第一排的英国
老太太就潸然泪下。“演出结束后我
问她，是不是看过 《红楼梦》？她说
没有，只是觉得这首乐曲用你们的乐
器演奏出来特别打动人。”

柳青瑶认为，中国乐器有着丰富
而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可以模拟自然
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声音，传达丰
富多样的情感。比如二胡可以模仿马
的嘶鸣，笛子能吹奏出流水的声音，
琵琶可以表现金戈铁马的壮烈、竹林
木鱼的幽静，也可以表现人的叹息
声。“中国民乐集合了民族音乐家的
智慧和想象力，体现了中国人独特的
人生观、世界观和哲学思想，是中华
民族的文化艺术瑰宝，应该让更多人
了解。”

为了让民族乐器走进年轻人的生
活，柳青瑶录制了上百期以琵琶演奏
现代乐曲的视频。许多网友通过她的
视频对民乐产生了兴趣。柳青瑶告诉
记者，最开心的就是看到小朋友们给
她留言：“姐姐，我去学琵琶了。”

“咱们民乐真好听！”

“昆山玉碎凤凰叫”

2019 年初，柳青瑶感觉自己进
入了瓶颈期。类似的音乐博主越来越
多，观众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很难再
达到早期那种让人耳目一新的效果。

“流行乐曲是为歌词、剧情创作的，
没有为中国民族乐器量身定做的作
品。一直翻奏难以进步，我想做一些
更有深度的原创作品。”在停更几个
月后，柳青瑶发起 《中国人的乐器》
中国民族乐器推广项目，陆续推出原
创国乐作品 《锦瑟》《李凭箜篌引》

《兰陵王入阵曲》 等，得到共青团中
央等官方账号传播支持。

《锦瑟》 选取唐代诗人李商隐的
名作《锦瑟》为题材，表现了“琴瑟
和鸣”“鼓瑟吹笙”的美妙之音。视
频中的瑟以战国时期曾侯乙墓出土的
瑟为原型制作，琴为唐代形制的连珠
式琴。

《李凭箜篌引》 与敦煌研究院合
作，演奏乐器的原型为敦煌莫高窟
148窟壁画中的箜篌。箜篌在汉代传
入内地，兴盛于唐，后失传。在敦煌
壁画中，箜篌的形象出现了 300 多
次。“诗人李贺的 《李凭箜篌引》 将
箜篌演奏描绘得出神入化，但现代人
很多不知道箜篌是什么样子，更没有
听过箜篌的声音。”柳青瑶说，“我选
用现代音乐家复原的箜篌来演奏，想
把‘昆山玉碎凤凰叫’的音乐呈现给
大家。”《李凭箜篌引》上线后，全网
累计播放量达百万余次，并被江西省
中小学线上教学平台“赣教云”选为
网络课件，让学生们能更好地理解唐
诗。

这一系列作品中最火的是《兰陵
王入阵曲》。该作品由柳青瑶与中国
歌剧舞剧院首席打击乐演奏家王佳男
合作演奏，融入了建鼓、中国大堂
鼓、琵琶等传统乐器，气势雄壮，激
荡人心。“这是我去年在德国弗莱堡
巡演路上写下的旋律。从乐曲形成到
弹奏指法设计，历经多位国乐大师指
导，鼓的前奏由王佳男老师设计。”
柳青瑶介绍，除了精心打磨音乐，视

频中的服饰亦颇为考究，王佳男所穿
的武士裲裆衫、柳青瑶所穿的交领宽
袖衣，是参照北齐皇帝高洋墓出土陶
俑、壁画中的服饰样式制作。自今年
4 月发布以来，《兰陵王入阵曲》 全
网累计播放量高达千万，仅B站一个
平台的播放量就有700多万次，收藏
用户超过50万人。

《中国人的乐器》 系列作品在油
管 （Youtube）、脸书 （Facebook） 等
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同步更新，被多家
音乐媒体账号转载，获得数十万订阅
与观看。

让文化瑰宝活起来

在柳青瑶看来，制作原创国乐视
频的过程有点像写论文，需要查阅资
料、请教专家，积累相关历史文化知
识。“ 《国家宝藏》 节目给我的触动
和启发很大，用音乐来讲述国宝的故
事，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她为 《云
讲国宝》活动制作了视频作品《敦煌
乐舞壁》，通过展现敦煌壁画中伎乐
飞天的场景，向观众介绍古代乐器知
识和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盛况。

柳青瑶还与江苏省昆剧院昆曲艺
术 家 徐 思 佳 合 作 推 出 《小 饮 听 阮
咸》，以阮咸演奏、昆曲念白还原白
居易诗中的唯美意境，并展示了古代
行酒礼仪和文人间的“文字饮”。柳
青瑶向记者讲述创作的初衷：她在南
京大学读书时，常去江苏省昆剧院看
昆曲表演。有一次演出后，听到昆曲

艺术大师、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石小梅
感叹传统折子戏《西楼记》以后可能
会失传。这让她开始思考昆曲的传承
问题。“一门艺术只要有人喜欢，就
会流传下去，不会灭绝。因此，我想
把昆曲融入国乐作品中，让更多年轻
人了解它、喜欢它，吸引大家走进剧
院欣赏昆曲。”

2019 年 12 月，柳青瑶在英国牛
津大学发表演讲 《让中国乐器活起
来》，并现场演奏了原创琵琶乐曲。
琵琶的丰富表现力让现场观众赞叹不
已，演讲视频在网上发布后引起广泛
关注。“作为自媒体音乐人，要有社
会责任感，不只是蹭热点、攒流量，
而是应该利用流量所带来的影响力，
呼 吁 大 家 关 注 我 们 的 优 秀 传 统 文
化。”柳青瑶说，会把 《中国人的乐
器》系列坚持做下去，在接下来的作
品中，会逐步淡化流行元素，做艺术
性更强的纯音乐。

柳青瑶即将推出的新作品《木兰
辞》，是与匈牙利国家广播交响乐团
合作演奏的琵琶交响乐协奏曲，并邀
请曾为《复仇者联盟》等好莱坞大片
混音的国际知名混音师约翰·查普曼
担纲混音。“我希望琵琶出现在更多
世界性作品中。”柳青瑶说，自己去
过不少博物馆和古迹遗址，与博物馆
馆长、专家多次交流，历史文物常能
给自己带来创作的灵感。“未来期待
与更多博物馆合作，把国宝故事融入
音乐作品中，让大家体会国乐之美、
国宝之美，感受中华文明的悠久和璀
璨。”

在河南省巩义市杜甫路，有一座园林式仿古建筑，它就是巩义市
博物馆。巩义市博物馆现有藏品 14万多件，其中珍贵文物 5570余件。
馆藏珍品中有不少精美的瓷器，呈现了隋唐时期巩义窑的光彩。

巩义窑又称巩县窑，是古代巩义地区窑口的总称。巩义窑肇始于
汉，发展于北魏，成熟于隋，鼎盛于唐，因工艺精湛、产品种类众
多，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三彩：流彩千年

“这件三彩鹅衔梅花杯，出自巩义黄冶三彩窑址，在造型、制作、
施釉等方面都显示出高超的技巧，堪称唐三彩中的精品。”巩义市博物
馆讲解员李瑞瑞说。

此杯整体造型是一只曲颈回首的鹅，口衔一朵盛开的梅花。鹅背
突起，鹅腹为椭圆形。通体施绿彩，鹅尾施黄绿相间的条状釉彩。鹅
身两翼羽毛纹饰清晰，腹部有乳钉纹装饰。这件三彩杯造型别致，线
条流畅，栩栩如生，凸显了工匠的巧思和技艺。它曾应邀前往东南亚
巡回展览，在国际上赢得广泛的赞誉。

巩义被称为“唐三彩的故乡”，因黄冶窑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规
模最大的生产唐三彩的专业窑口，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唐
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陶，因以黄、绿、白三色为主，创烧并盛行于唐代，
被称为唐三彩。

白瓷：远走四方

一件光洁雅致的白釉瓷双龙尊吸引了记者的目光。瓷尊两侧有龙
形双耳，龙口衔尊沿，龙头、龙角、龙须刻划清晰，龙身卷曲成月牙
状。通体施白釉，釉色温润。

郑州中州古陶瓷学会副会长陈孝峰介绍，白瓷又称白釉瓷，是在
白色瓷胎上施一层含氧化铁很低的透明釉，经过1200摄氏度的高温烧
制，釉面氧化还原后呈现出白色。

《唐书·地理志》 称：“河南道贡瓷石之器，是其地本宜于陶也。”
巩义地处浅山丘陵地区，蕴含丰富的高岭土和煤炭资源，是烧制陶瓷
的理想之地。隋唐时期，巩义陶瓷烧造空前繁荣，产品远销东南亚及
世界各地。“十里窑场，一片火光；巩义白瓷，远走四方。”说的就是
隋唐时期巩义窑白瓷烧造盛况。

“唐巩义窑白瓷以素为美。现在流传下来的白瓷种类繁多，造型精
美，受到国内外藏家的青睐。” 陈孝峰说。

绞胎：泥里开花

“巩义窑还生产一种新颖别致的绞胎器。它是用白、褐或白、灰两
种不同颜色的瓷土相间揉和成花色泥料，用来制坯。”陈孝峰介绍，绞
胎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整器绞胎，一种是器表绞胎装饰。绞胎纹理变
化多样，有的组成图案，有的绞成自然纹样，或如木纹，或如鸟羽，
或如行云流水，或如朵朵鲜花，非常漂亮。

眼前这件绞胎裴家花枕，产于宋代，2015年在巩义出土。枕呈如
意形，枕面略凹，前低后高。枕面双线框内贴饰两朵绞胎团花，团花
之间贴饰绞胎如意纹，团花、如意纹周围皆戳印半圆与三角形组成的
小花瓣，空余处戳印太阳纹。枕墙戳印太阳纹与圆圈纹。枕面、枕墙
纹饰皆填褐彩，罩淡绿釉。细观这件瓷枕，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
感。“瓷枕底部刻有‘裴家花枕’四字，就是由裴家窑烧制的意思，这
说明当时窑厂的窑工们已经具有很强的品牌意识。”陈孝峰说。

青花：首开先河

“这件文物名叫蓝釉点彩水注，属于早期唐青花的一种。”李瑞瑞
指着一件其貌不扬的瓷器说，“与精美的三彩杯相比，它显得拙朴、粗
陋，但在巩义市博物馆里，没人忽视它的价值。”这件水注造型简洁，
下腹以上以浅黄釉为底，点施蓝釉，下腹与圈足未施釉。

唐青花，是巩义窑在成熟的白瓷和唐三彩生产技术的基础上，借
用白釉蓝彩的装饰技法创烧而成。河南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郭木森介
绍，巩义窑唐代青花瓷开创了中国青花釉下彩装饰的先河，为元、
明、清时期青花瓷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唐青花的出现，比波斯的青花陶瓷早一个世纪，由此证明中国是
青花瓷的最早产地，同时也证明了巩义窑的烧制工艺在当时处于世界
先进水平。郭木森说，巩义窑唐代地层中出土的青花碗、罐、水注等
瓷器及残片，胎质坚硬，釉色纯净，色泽鲜艳，与扬州唐城遗址和

“黑石号”唐代沉船上发现的青花瓷完全一致，证明巩义窑就是中国唐
代青花瓷最早烧制地。

据新华社电 （记者许雪毅） 在福建泉州市
泉港区峰尾渔港造船厂，一艘长约 30 米、深
2.15米的大型福船边，穿着工服的黄唐阳正在忙
碌。他参与建造的 1：1复原明代福船，已进入
制作收尾阶段，将于本月底下水。

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泉港
区是“中国水密隔舱福船文化之乡”。黄唐阳出
身于泉港区峰尾镇黄氏造船世家，这个世家已经
延续十多代，祖先曾为郑和下西洋打造过宝船。

福船是中国四大古船之一。黄唐阳从 14 岁
开始学习造船，掌握了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
艺。这一技艺 2010 年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2014年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

此次，黄唐阳和当地 10 多名造船技艺人，
为建造这艘大型福船忙活了大半年。“懂得古法
造船的人渐渐老去，我的孩子也不再学习造船
技艺，再过几年只怕找不到人复原这样的福船
了。”黄唐阳说。

这正是黄唐阳的表弟、泉州福船古船模制
作有限公司负责人林配宗出资召集行家里手造
船的主要原因。“我身边的黄氏造船技艺人，年
龄最大的 85岁，最年轻的也有五六十岁，再不
造船就留不住这门古老技艺了。”林配宗说，这
艘福船建成后可以放到大海，也可以作为景观
船，目的是让更多人特别是学生来参观，从中
了解福船技艺和泉州的“海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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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梳飞天髻，身穿石绿色舞衣，怀抱琵
琶，款款弹奏。悠扬的乐声响起，网友的弹幕
纷纷赞叹：“敦煌壁画活了”“太美了”“梦回
大唐”……

在中国文物报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
新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国宝讲述人（云讲国
宝） ——全国文博在线讲解直播推介活动”
中，原创国乐音乐人柳青瑶获得“国宝讲述民
间高手”奖。她在B站发布的参赛视频《敦煌
乐舞壁》演绎了敦煌壁画中的琵琶、箜篌、莲
花阮、稽琴、笛子等乐器，让千年前画师所描
绘的仙乐飘飘的世界在观众眼前活了起来。

走进巩义市博物馆

感受千年名窑的光彩
本报记者 任胜利

福建造船人古法复原明代福船

柳青瑶作品《敦煌乐舞壁》剧照 图片均由柳青瑶提供

柳青瑶作品《李凭箜篌引》剧照

唐代三彩鹅衔梅花杯 巩义市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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