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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演出扩大受众面

自幼学习秦腔的张晶琪从 2019年开始接触抖音，第
一场直播，不善言辞的他“一段接着一段唱，连续唱了 30
多段戏”，就这样认认真真地坚持了几年。目前，张晶琪
的直播间平均约 2000 人同时在线观看，最多时达到了
3800人。圈内的朋友向他感慨：“你一场直播的观众，顶
得上一群人线下演一星期了。”

随着直播观众数量增长，互动交流也多了起来。观
众的一句“秦腔还是太古老了，感觉有些遥远”让张晶琪开
始思考：如何借助短视频平台，让更多人认识并喜爱陕
西传统戏曲？“苦思冥想了很久，我决定尝试‘歌词套曲’，
用传统戏曲的唱法来演绎大家熟知的流行音乐。”张晶琪
介绍，眉户戏唱法的《忘情水》自上线以来，得到了各年
龄层粉丝的喜爱，他也借此向粉丝们普及眉户戏与其他
陕西剧种的背景知识。

现在，张晶琪还通过“老戏新唱”的方式，自己写词
创作，把发生在身边的事搬上舞台，进一步拉近传统戏
曲与年轻观众的距离。

同样通过直播扩大了非遗受众面的，还有 25岁的西
安音乐学院毕业生骆欣颖。她从去年8月底开始直播板胡
演奏，如今已经收获2.6万粉丝，最高一次直播场观人数
达 13.6 万，同时在线人数超 2000 人。“相较于线下演出，
线上直播让表演者与观众有了更多沟通交流的机会，在
表演间隙通过弹幕和大家聊聊天、说说话，跟观众的距离
更近了。”骆欣颖说。

近年来，秦腔、陕北民歌、商洛花鼓等陕西非遗通过
直播、短视频屡屡“出圈”。截至今年 5 月，抖音平台上
1126万条陕西非遗短视频收获用户点赞12亿次，超57万
场的陕西非遗直播共创造了3185万小时的用户观看记录。

直播激活传统技艺

西安鼓乐是流传于西安及周边地区的传统音乐，演
奏乐器众多，曲目丰富，庄重高雅，被称为“唐朝交响
乐”，2009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然而，西安鼓乐也曾一度面临后继乏人
的窘迫局面。“我的师父用 2 年时间免费招收了上百名学
生，但最终坚持下来的仅有18人。”在东仓鼓乐社主管齐兴
峰看来，传统文化的发展不能只靠“输血”，“鼓乐人要学
会自己找出路”。

2022 年 4 月，东仓鼓乐社开始尝试直播。齐兴峰告
诉记者，他们挑选了一批符合唐风审美的鼓乐演员参与
短视频与直播创作，相关内容传播效果很好，现已收获
70多万粉丝，去年作品播放量达4.2亿次，累计将近6000
万观众访问过东仓鼓乐社的直播间。

“当非遗技艺与短视频结合，我们发现传统技艺活起
来了，获得了年轻人的认同。还有丹麦观众在看了短视
频后，特地到我们的表演现场来体验鼓乐演奏。”齐兴峰

说，“我们逐渐增加了短视频和直播中传统乐曲的演出比
例，粉丝数不但没有下降，而且还在继续增长。”

23岁的李雅芝是来自汉中市南郑区汉调桄桄传承发
展中心的一位青年演员。她在抖音平台上的戏曲换装、
流行音乐加上戏曲身段展示等短视频内容深受欢迎，让很
多人得以了解汉调桄桄这一流行于陕南地区的古老剧种。

“全国现在仅有1家剧团还在演出汉调桄桄，还在学
汉调桄桄的年轻演员不到 60 人。看到汉调桄桄的演员、
戏迷越来越少，我特别着急。”李雅芝说，当时了解到一
些濒危剧种在短视频平台直播，心想“我们汉调桄桄也可
以”，于是从 2022 年 10 月开始接触短视频和直播。随着
直播场次增多，直播间的粉丝也越来越多。一场直播可
以轻松获得数万点赞，最多的一次点赞量超过了7万。非
遗内容的年轻化尝试得到了观众认可，李雅芝感到很欣
慰。“大家纷纷在评论区表达对汉调桄桄的喜爱，我深感
传承的责任重大。”她说。

多元收入反哺非遗传承

这些陕西非遗不仅在抖音平台收获大量关注和点
赞，还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入。据统计，过去一
年，64%的陕西非遗主播获打赏支持，打赏金额同比增长
100%，其中，秦腔、陕北民歌、眉户戏、陕北说书等位
居获得打赏的陕西非遗项目前列。

“粉丝们说‘打赏就是我们看戏的门票’，这句话让我
觉得很暖心。”李雅芝说，自己用这些收入添置了声卡、
投影仪等直播设备，“未来打算借助这些设备进一步提升
直播品质，同时拍摄更多具有汉中特色的短视频内容。”

西安古琴断纹髹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古琴主播蔡
伟艺的抖音小店卖出了2万多件商品。他将这些收入全部
捐出，供更多学生免费学习古琴。“每次直播，我都会先
向观众普及古琴知识再开始演奏，短视频平台使古琴获
得了更高的关注度。”蔡伟艺说，“希望以后有更多专业运
营人员加入进来，助力非遗内容的广泛传播。”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李彪认为，“Z世代”的
文化消费使地方戏曲、民乐从业者切实获得收入，小众
非遗项目由此跨地域打开市场，涌出经济“活水”，激发
产业活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
冷凇表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非遗上都有所体现，
非遗+生态、非遗+乡村振兴、非遗+文旅等“非遗+”的多
元打开方式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面貌。非遗在传承与创新
之中已拉动万亿元级的市场，下一步，不仅要让小众非
遗借直播、短视频走出乡野，更要改善各地从业者的创
作、生存环境，让他们的传艺之路更可持续。

“非遗技艺传承的根本在人。观众通过文化消费主动
参与非遗的关注与保护；主播不断更新表演形式、升级
作品形态回馈观众；直播带货为非遗传承人实现市场增
收，如此才能激活传统文化的内生动力，真正实现代代
相传。”冷凇说。

舞台上，来自亚洲、欧洲的 4
位艺术家用中国扬琴、伊朗扬琴、
印度扬琴、欧洲扬琴共同演绎了一
曲《风月无边》，琴音悠扬，节奏
明快。一曲终了，全场欢呼声不
绝于耳。

日前，“风月无边——世界扬
琴家族专场音乐会”在北京中央音
乐学院歌剧音乐厅上演。压轴登
场的扬琴四重奏《风月无边》是点
题之作。

“这部作品是为世界扬琴家族
四大体系，即伊朗、欧洲、印度、中
国体系而编排的，体现了中华传
统文化‘和而不同’的理念。”中央
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刘月宁说，

《风月无边》寓意在丝绸之路上，
东西文化互为影响，潜移默化，
并期许未来美好悠远之意。

这场以扬琴为主题的音乐会
以及相关论坛，是 2023 北京现代
音乐节首次推出的活动，展现了
世界扬琴艺术的多元与交融。

扬琴家族齐聚北京

扬琴是击弦类乐器，4000 多
年前起源于古波斯，明朝末年传
入中国，并本土化为中国民族乐器，成为琴书、说唱、戏曲表演
中常见的伴奏乐器。

如今，扬琴家族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国
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称谓。比如它在东欧被称为“钦巴龙”、在西
亚和南亚被称为“桑图尔”、在墨西哥被称为“萨特里”……虽然同
根同源，但因根植不同的文化土壤，扬琴在世界各地生长出不
同的形制、技法和音乐风格。这种遥远的“相似性”构成了今天
多元的世界扬琴家族。

音乐会上，10余首曲目展现了世界扬琴家族各自传承、发
展、创新以及相互融合的最新成果。

开场曲为四川扬琴曲牌 《将军令》，由老、中、青、少各年龄
层的 100 位演奏者共同演绎，体现了中国扬琴艺术的发展与传
承。曲声铿锵有力，在中国大鼓的配合下气势磅礴，表现了古
代战场上将士们威武雄壮的气概。

曲目《千年回响》将伊朗民间音调与中国民歌《茉莉花》的旋
律结合，在中国扬琴和伊朗扬琴的对话中，呈现出神秘而飘逸的
意境。作曲者之一刘月宁说：“2018年，我们到伊朗参加扬琴交流
活动，从伊朗之行中收获了很多感受，因而创作了这支曲子。”

节目中既有《牧野性格》这种饱含浓浓豫剧风格的新作，也
有中国扬琴、西欧扬琴对爱尔兰《大河之舞》的呈现，还有扬琴
与电吉他、电贝斯、爵士鼓的跨界合作……青年艺术家们在舞
台上挥洒自我，展现出扬琴艺术的时代活力。

当天，“中国与世界——扬琴音乐文化发展论坛”在音乐会后
举办。中外扬琴从业者一起分享和探讨了世界扬琴艺术的特点
与趋势。

刘月宁说：“扬琴是世界性的民族乐器。这次活动就是把中
国扬琴的‘亲戚’邀请到家里来‘串门儿’，来展示和交流。”

融合共通促进发展

今年26岁的马泰来自捷克，是首位中央音乐学院中国扬琴
国际研修生。在本场音乐会上，他不仅与朋友一起带来了东欧扬
琴协奏曲《八种心情：钦巴龙与管乐团》，还在节目《将军令》中演
奏了中国扬琴。

“钦巴龙是捷克的一种民间乐器，经常出现在节庆活动上。
我在7岁的时候第一次听到它的演奏，当时就非常喜欢。”马泰自
那时开始学习钦巴龙，后来获得了捷克雅纳切克音乐学院钦巴
龙副学士学位。马泰一直知道，在世界扬琴家族中，中国扬琴
是很重要的一支。2021年，为了解钦巴龙和中国扬琴之间的关
联，他来到中央音乐学院系统学习中国扬琴。

在半年的研修中，马泰很快掌握了中国扬琴的技巧，已经
能够演奏《春到清江》《弹词韵》等曲目。“钦巴龙和中国扬琴在技
巧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学起来并不会太难。”马泰说。但是
二者在结构、形制上却有很多差异，演奏曲风也明显不同，比
如钦巴龙多演奏古典音乐，中国扬琴则以民族音乐为主。“不过
它们都属于世界扬琴家族。学习中国扬琴，也加深了我对钦巴
龙的认识。”他说。

现在，马泰正在申请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钦巴龙专业的硕
士，准备继续在扬琴艺术上深造。

在中央音乐学院，还有不少像马泰一样专门前来学习扬琴
艺术的学子。中国香港的马诗恩刚刚完成硕士论文答辩，论文
主题是关于西欧扬琴的研究，她准备毕业后在大湾区寻找工作
机会。而法国小伙贾斯丁将在今年9月入学，开始中国扬琴专业
的本科学习。

“世界扬琴家族是跨文化、跨国界的亲人。”刘月宁说，希望
能够搭建起一个融合共通的平台，让不同背景的扬琴从业者都
来分享、学习、相互借鉴，用扬琴艺术连接中国与世界，共同
推动扬琴艺术在全球的传承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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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扬琴与伊朗扬琴合奏《千年回响》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 捷 克
小伙马泰演奏
钦巴龙

▶ 捷 克
小伙马泰演奏
钦巴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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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抖音“非遗主播沙龙”在陕西广电大剧院举办，活动现场发布了《陕西非遗

数据报告》（下称《报告》）。《报告》显示，2022年陕西非遗短视频播放达141亿次，是

2017年同类播放量的300多倍。去年5月1日至今年5月1日，陕西非遗直播超24万

场，产生超6.5亿次观看；1.9万名陕西非遗主播开播超264万小时。三秦主播正在抖

音平台开辟非遗“新舞台”。

▲ 东仓鼓乐社表演《殿前喜》

本文配图均由主办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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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之际，丰富多彩的活动在全国各地开展——

66 个非遗项目登场，41 个“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体验项目亮
相，传统中医药集体义诊，传统武术现场教学，非遗美食琳琅满目，非遗表演
韵味悠长，“非遗工坊”直播热度攀升……以“相约亚运 乐享非遗”为主题的2023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浙江杭州（拱墅）主场系列活动，近日在杭州拱墅区运河亚
运体育公园举办。

去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拱墅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高晓岚介绍，
杭州在南宋时已是“处处有茶坊”，以西湖龙井为代表，杭州更是名茶众多，蜚声
海内外。“目前，杭州有各级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类非遗项目35项，茶叶品类
涵盖绿茶、红茶、黄茶、抹茶、花草茶等6大类别”。

“浙派古琴”省级非遗传承人章怡青、“杭州评话”省级非遗传承人朱剑萍现场
展示，拱墅区非遗特色原创歌曲《寻味运河·香》、杭州小调《运河好味道》等创新
演绎，穿着精美汉服的青少年声情并茂讲述《西湖龙井茶》的非遗故事……现
场丰富多彩的非遗展演赢得点赞。“我们力求通过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润物
无声地讲好杭州非遗保护故事，总结非遗系统性保护的经验成果，营造全民乐
享非遗发展成果的浓厚氛围。”高晓岚说。

（本报记者赖睿、郑海鸥整理报道）

日前，“非遗永续 东城同行”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展示
活动在北京智化寺举办。在流传了500余年的智化寺京音乐中，活动拉开
了序幕。“‘非’凡印记”环节通过视频形式，回顾了北京市东城区近20年的
非遗工作成果。以非遗创新作品为主题的“好物推介”环节，集合了玉雕、
牙雕、景泰蓝等非遗项目的创意设计以及同仁堂、天坛、吉兔坊等开发的文
创产品，展现非遗的时代活力。

活动期间，由北京市东城区非遗保护中心组织搭建的“非遗101”——
东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平台正式上线试运行。该平台作为北京市首个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资源平台，集非遗资源展示、数字全景呈现、模拟
交互体验、活动信息发布、非遗产业联动等功能于一体，实现了区域非遗
资源的整体呈现。东城区非遗保护中心主任李雪介绍，通过该平台，大家
不仅可以了解东城区全部非遗项目以及代表性传承人的情况，沉浸式欣赏
非遗作品、交互式体验非遗的制作，还可以便捷地获取非遗活动及新产品
信息等。

中国文化产业协会秘书长金鹏认为，东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平台
的建设，有助于深入挖掘非遗资源，并在系统性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下，使文化资源更好地转化为文化资产，更好地赋能文旅新消费。

北京东城：非遗资源平台上线 浙江杭州：乐享非遗接续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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