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文化万象文化万象责编：郑 娜 邮箱：zhengnahwb@126.com责编：郑 娜 邮箱：zhengnahwb@126.com

2022年5月16日 星期一2022年5月16日 星期一

音乐是全人类的通用语

阿保本名韦保丞，是一位来自广西柳州的
壮族“70后”。

壮族素以善唱山歌、即兴对歌而闻名于
世。出生于柳州壮族山村的阿保，从小听着山
歌对唱长大。对他而言，唱歌从来不是一件需
要刻意为之的事情。

“唱歌就是我生活的常态，是壮族人与生俱
来的一种本能和天赋。”阿保说。无论是上初中
时借用家里大哥的吉他自学弹唱，还是在大学
开始写歌、作曲、出唱片，阿保虽然没有经历
过专业科班训练，但他的音乐总是真挚动人。

许多艰苦成长的日子，都被阿保用朴实细
腻的唱词谱成了歌曲。2002年，阿保留在广西
大学任教，与妻子在学校分配的一间9平方米的

小屋里挤了 3 年，为此创作了歌曲 《爱的九平
米》，歌中唱道：

“九个平方的小屋，拥挤的床铺
找不到地方挂衣服，斑驳的窗户
两个人三年的笑和哭，可以写成书
喜欢吃你在阳台煮的，酸菜鱼豆腐”
阿保的歌里没有轰烈的桥段和嘶吼，他只

是把柴米油盐的生活轻轻吟唱，唱着那个一不
小心就能与幸福摩肩接踵的九平方。“虽然在物
质上几乎一无所有，但那是我们最怀念的时
光。”阿保说。

2010 年，阿保通过美国大学理事会赴波士
顿担任中文老师。波士顿浓厚的街头艺术氛
围，不时拨动着阿保的心弦。偶然的一次机
会，阿保在朋友的鼓励下，前往波士顿火车南
站做街头演出。虽然之前在国内外积累了不少
登台表演的经验，但第一次上街演唱的阿保仍
十分忐忑，“当时是半推半就去的，音箱设备都
架好了，我心里还在打退堂鼓。和平时演出不
一样，街头演唱离人群距离太近了，平时我不
看歌词也能唱一两百首歌，那天紧张得脑子里
就只记得一首歌了”。

这次初登街头的尝试，让阿保迷上了这种
真实、接地气、与观众零距离沟通的街头演唱
体验。2014年，阿保到悉尼大学攻读博士并教
授本科中文课程。当年，他在7月底抵达澳洲，
学生证还没办下来，就先拿到了一个街头演唱
许可证。在阿保看来，音乐是全人类的通用
语，有着隽永绵长的力量，令他为之着迷：“我
在街头演出时，会遇到一些在异国他乡陷入低
谷的朋友，我们会在精神上相互鼓励和支持。”

从壮族山村到广西大学读书任教，从美国
波士顿到澳大利亚悉尼、阿德莱德担任中文教
师，从校园社团到街头路演，从活跃在海外民
间文化交流活动到登上中国驻阿德莱德总领馆
及当地孔子学院的舞台，过往的经历给阿保留
下了很多身份“标签”：国内大学英文老师、海
外中文老师、民谣唱作人、街头艺人……而在
阿保看来，中文、英文和音乐都是用以沟通的
语言，所以他将自己标注为“语言老师”。“如
果只能用一个标签，我选语言老师。”阿保说。

“唱古诗”创新汉语教学形式

结合自身的多语言教学经验，阿保把对音
乐的热爱用在了海外中文教学的创新中。“老
师，我为什么要学古诗？几百上千年前的这些
文字和我有什么关系？”学生小娜（化名）在课
堂上的提问触动了阿保，如何提升以英语为母
语的学生们对汉语的学习兴趣，拉近他们和中
华经典的距离，他跃跃欲试。

从2016年起，阿保开始尝试用“唱古诗”的
方式对学生进行汉语启蒙，让中西方语言和音
乐碰撞出新的火花。在阿保看来，“唱古诗”易学
易唱，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潜能。“歌曲
能让学生学得更轻松，就算是反复练习也不会
觉得很枯燥乏味，而且学生还能用古诗歌曲来
演出，在增强自信的同时，让古诗词的韵律美
感也能在本地学校和社区得到传播。”阿保说。

《山村咏怀》 是阿保写的第一首古诗歌曲，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
十枝花。”在阿保看来，这首诗特别适合用作中
文数字读写的启蒙教学。但是如何编配乐曲旋
律，让孩子们在精炼的几句诗词中数清楚十个
数字，且声调跟旋律不发生冲突，阿保曾为此
搜肠刮肚。

为了让孩子们对中文声调形成正确记忆，
阿保确立了自己谱曲的首要原则，“我的目的是
教孩子们说普通话，要让孩子们的记忆和声调
联系上，就得让唱的和说的一样”。为了让学生
们了解语言的变体，阿保在谱曲中还加入了粤
语版本，将 《静夜思》 谱成了普通话、英文、
粤语三语版的歌曲。

古诗英译是件难事，阿保在翻译 《静夜
思》 和 《登鹳雀楼》 时采用了许渊冲先生的版
本，还有不少作品则是在许老译文的基础上，
根据音乐做了调整。阿保说，他对许渊冲这样
学贯中西的前辈翻译家充满了敬仰之情，是他
们让古诗在另一种语言里依然保有灵性和美
感。由此，阿保的古诗歌曲很快就在澳洲本地
学生之间流行起来，“阿保唱古诗”也成了澳洲
颇有名气的中文教学项目。

吟唱出中华文化的美

疫情之下，2020年5月，阿德莱德大学孔子
学院邀请阿保一起为澳洲儿童开设线上诗词吟
唱班，用轻松吟唱的方式激发孩子们对中国诗
词文化的兴趣。课程一推出，便得到了家长和
孩子们的热烈欢迎。

“疫情期间，线下活动比较难以开展，我想
转到线上多做些事，去展现中华文化的美。”阿保
说。由此，阿保在 YouTube、微博等社交媒体上
发布了自己和女儿一起唱古诗的视频作品，“阿
保唱古诗”也获得了大量海内外网友的关注。

2021 年 3 月 30 日，中国驻阿德莱德总领馆
新馆启用，为此，总领馆精心挑选了3个文艺节
目来呈现中国文化“古今兼具、中西合璧”的
特点。阿保受邀参与庆典演出，带着12个澳洲
孩子共同演唱了自己谱曲的古诗歌曲 《声律启
蒙》 和 《登鹳雀楼》。2021 年11月26日，阿保
带着9位澳洲本地学生为南澳州中文教师协会的

“中文颁奖晚会”现场献唱了《静夜思》，给疫
情下学习中文的澳洲孩子带去鼓励。

关于对“阿保唱古诗”的未来，阿保有着
自己的思考：“我想通过师生对话、音乐剧等体
验式教学的形式，把古诗掰开揉碎了教给孩子
们。唱古诗是一种立体学习中华文化的方式，
能挖掘诗歌中的多元价值观、审美等深层内
涵，希望能以双语或多语唱古诗的形式，与全
世界共享中华诗词歌赋的美好。”

如今，阿保已经谱写了 60 来首古诗歌曲，
一把吉他，一曲童声，在寓教于乐中，他将中
国传统诗词经典唱给更多的人听。

春末夏初，阳光和煦，在油画质
感与科技互动结合的虚拟场景中，身
穿华服的琵琶演奏家赵聪“一人分饰
四角”，以国风、流行、爵士、摇滚
四个声部，带领大家进入如梦似幻的

《彝族映象》 之中……4 月 30 日晚，
随着奇思妙想的艺术创意一一展现，

“春日随想”国家大剧院线上演播 2
周年特别策划，在国家大剧院古典音
乐频道、微信视频号、快手等多个线
上平台播出。每周六晚的准时相守，
再度与观众温暖相伴。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至，
演艺行业按下暂停键。作为国家表演
艺术中心和行业引领者，国家大剧院
没有等待，4月11日，一场名为“迟来
的春天”的音乐会在线上奏响，国家
大剧院线上系列演出自此拉开序幕。
两年来，该线上系列演出共制作播出
121 场视频节目，累计超过 12000 分
钟，囊括了音乐会、歌剧、舞蹈、话
剧、戏曲、舞台艺术电影等多种艺术
门类，众多名团大师先后登台。

首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音乐会，
首场实现全球“8K+5G”直播的音乐
会，首次举办 12 小时不间断直播的

“线上艺术节”，中俄两国艺术家首次
“云端”演绎经典音乐作品，首次运
用虚拟实拍技术让想象中的诗意场景
跃然于屏幕之上……从专题记录式、
直播式、访谈式，到探秘式、导览
式、多语种，国家大剧院线上系列演
出不断创新导赏内容与形式，打造线
上艺术普及的“高级定制”。原本被
视为“权宜之计”的线上演出方式，
如同蝴蝶的翅膀掀起了行业内的一场
风暴。

“除了在演出内容上精益求精，
我们在演出形式、拍摄手法、场地合
作模式等方面不断创新，巩固深化，
用科技为艺术赋能，为艺术数字化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国家大剧院
副院长宫吉成说。

截至目前，国家大剧院线上系列
演出全网总点击量累计超过 34 亿
次。先后通过剧院和中央媒体的 25
个海外社交媒体官方账号，以9种语
言向全球168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余

万人次播出其中的 14 场线上系列演
出。“艺术+科技”的深入融合，让
高雅艺术惠及更多观众，也让世界各
地观众共享艺术带给生活的美好。

两年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首
席李喆看到了线上演出带来的可喜变
化。“这是一次广度和深度都远超想
象的艺术普及。线上欣赏增加了观众
的兴趣，很多观众开始进一步向往现
场的体验。”他感慨地说。

眼下，由于疫情反复，国家大剧
院和北京市各大演出场所取消了演出
和相关活动，但艺术搭建的心灵桥梁
不断，力量不竭。精彩多样的线上演
出为观众带来心灵慰藉。“困难终会
过去，感谢此刻仍有艺术的陪伴。祈
祷疫情早日过去，愿山河无恙，人间
皆安！”线上观演期间，许多观众将
心中的感动化作真挚的祝福。

上下班通勤时，在飞速疾驰
的地铁里打开电子书，电子墨水
屏逼真的视觉效果，就像展读书
卷一样；午休片刻，点开手机里
的阅读APP，读几段喜爱的散文
小说，工作的时间也变得温柔曼
妙……现如今，随着互联网技术
的飞速发展，数字阅读已成为阅
读者获取信息、学习知识、休闲
娱情的重要方式。可以说，数字
比特技术联合移动互联网，已从
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对社会阅读场
景的整体性重构，数字阅读迎来
全民时代。

与传统的纸质阅读相比，不
受时间、地点、空间限制，随时
随 地 拿 起 就 能 读 的 “ 数 字 阅
读”，可以覆盖更多的用户群，
让阅读变得更便捷、更高效。据

《2021 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
显示，2021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
规模突破5亿。第十九次全国国
民阅读调查结果也显示，成年国
民数字化阅读倾向明显，2021年
有77.4%的成年国民进行过手机
阅读，71.6%的成年国民进行过网
络在线阅读，27.3%的成年国民在
电子阅读器上阅读。阅读时间不
断延长，覆盖人群不断拓宽，数
字阅读行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精品佳作连
连涌现，用户黏性持续攀升。

更为重要的是，在科技赋能
的背景下，数字阅读正在为全民
阅读带来新的增量与新的体验，
实现各类新型文化业态的深度对
接融合聚变。在某平台上，《论
语》 成为 2021 年最受欢迎的读

物 ， 全 年 站 内 阅 读 人 次 接 近
3000 万，超过 80%是 30 岁以下
的年轻读者。读者们在评论区讨
论经典，答疑解惑，让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和当今的国民思想在数
字空间里碰撞出新的火花。《迷
宫·如意琳琅图籍》、新华字典
App、“史学双璧”多媒体出版
工程、《皮影中国》 AR 绘本、
番茄小说 AI 朗读……数字阅读
体验馆里的各类新型阅读产品，
为观众提供了专业化、场景化的
沉浸式阅读体验。有了数字技术
的加持，传统的文化业态壁垒正
在逐步被打破，全方位传播、全
场景阅读、全产业链构建的数字
阅读新趋势正在形成。

“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
卷始通神。”宋朝的苏东坡，秃
笔如山终究挥毫写出万千气韵，
书破万卷方能领悟践行经典奥
义。从古至今，一个国家和一个
民族的文化素养与阅读息息相
关。今年，“全民阅读”连续第
九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体现了
国家对于相关工作的高度重视。
同时，全民阅读也由“倡导”转
向“深入推进”阶段，阅读推广
的纵深度愈发显得重要。无论是
传统的纸质阅读，还是数字阅
读，读书都是传承文明薪火、涵
养道德品性、提高国民素质的重
要途径，也是加强精神文明建
设、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引
擎。依靠数字技术，新时代深入
推进全民阅读和书香社会建设，
普通读者皆可参与，数字阅读大
有可为。

日喀则市地处西藏自治区西南部，是藏民族
重要文化发源地之一、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和历代
班禅驻锡地。近年来，日喀则市依托优秀地方文
化资源，大力实施“文化珠峰”战略，通过加快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助推文化扶贫，文化的

“富裕”已成为当地乡村振兴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以前不忙农活的时候，大家喜欢聚在一起喝

酒聊天，现在不一样了，有了乡镇综合文化站，大
家有事没事都会来看看，读读书，跳跳舞，充充
电。”谈起脱贫后村里发生的变化，西藏日喀则市
岗巴县龙中乡的村民次仁的脸上充满欢笑。

文化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扶志扶智的独特
作用。为了给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提供保障，
2017年至2020年，日喀则市按照每个乡镇5万元
的标准，为所有乡镇配备数字文化提档升级乡镇
综合文化站项目；按照每个村 2.5 万元的标准，
为 330 个村配备村级数字文化驿站项目。截至

2021 年底，该市提升和完善了市图书馆、群众
艺术馆、博物馆、非遗展示展销中心、珠峰大剧
院等文化基础设施，基本实现“四馆两院一场一
中心”目标。

日喀则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特色鲜明
的节庆、仪式、民谣、技艺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
源泉。依托春节、藏历新年晚会和珠峰文化旅游
节等品牌，日喀则举办农牧民运动会、珠峰谐韵
舞蹈大赛、广场舞大赛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
动，积极打造江孜达玛节、萨迦八思巴文化节、
拉孜堆谐文化节等“一县一品”“一乡一品”特色活
动，极大丰富了农牧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除了“送文化”，日喀则还积极探索“种文
化”模式，采取“专家+文艺骨干+群众”的培
训方式，在全市所有行政村组建文艺演出队。乡
土文化能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等踊跃加入文化
志愿者队伍，组成了一支群众身边的“文艺轻骑

兵”。通过对优秀文化人才“一对一”的结对帮
扶，文艺演出队水平得到很大提升。2021年10
月下旬，日喀则市群众艺术馆与白朗县嘎东镇藏
戏队的艺术家共同走进桑珠孜区卡热社区、扎西
吉彩社区、德勒社区、加措雄乡希望小学。藏戏
队演员们身着传统戏服，伴着鼓钹之声，用高亢
的唱腔表演藏戏《诺桑王子》，让当地老百姓在
家门口就能感受到传统藏戏的魅力。

“共建、共享、共乐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体
系，为丰富农牧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也为脱贫致富提供了内生动力。”日喀
则市文化局局长徐正说。

据统计，“十三五”期间，日喀则市112家
文化定点扶贫单位帮助贫困乡镇制定发展规划
337 个，发展扶贫产业 48 个、集体经济 54 个，
投入帮扶资金2107.21万元。如今，围绕乡村振
兴战略，日喀则市继续推进“智志结合”，探索

“一乡一品”式的“特色文化资源+文艺宣传”
模式，挖掘、开发、激活文化资源，以江孜县达
孜乡为例，该村村民通过参加才艺展示培训，在
互联网上展示和销售手工藏式服饰，收入翻了好
几倍，日子越过越红火。文化发展正在铺就乡村
振兴的广阔道路。

全
网
总
点
击
量
超
三
十
四
亿
次

国
家
大
剧
院
线
上
演
播
掀
风
潮

本
报
记
者

郑

娜

全
网
总
点
击
量
超
三
十
四
亿
次

国
家
大
剧
院
线
上
演
播
掀
风
潮

本
报
记
者

郑

娜

让数字阅读更好赋能书香社会
康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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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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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世
界

许
茂
楠

“古诗唱出来太美了！”“音
乐和语言都是如此有魅力！”在
原创视频博主“阿保唱古诗”
发布的《回乡偶书》中英双语
弹唱版视频下，网友们纷纷留
言点赞。视频中的主人公是旅
居澳大利亚的中文老师阿保。
最近，他因为将《静夜思》《咏
鹅》《登鹳雀楼》等60多首古诗
谱成新曲，并用普通话、英文、
粤语等唱出来教给孩子，受到
海内外网友的关注。目前，其
古诗新唱视频在微博平台累计
播放量已超过361万。

阿保是谁？他与音乐和古
诗词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他
如何借助古诗新唱在海外传播
中国文化？近日，跨越半个地
球的距离，在家中由车库改装
成的音频工作室里，阿保接受
了我们的视频采访。

日喀则：文化为乡村振兴添活 力
张云筠

图①： 2021 年 11
月，阿保（右一）和当
地公立学校的学生参加
南澳州中文教师协会主
办的“中文颁奖晚会”
演出。图为师生们一起
演唱《静夜思》。

图②：阿保和女儿
一起唱古诗。

图③：阿保在创
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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