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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墨尔本陆柒乐队——

探索民乐与摇滚的融合
杨 宁 董溪若

用画笔设计精彩人生
杨 宁 刘欣欣

用画笔设计精彩人生
杨 宁 刘欣欣

墨尔本市联邦广场华
灯初上，在纷繁变化的布景
衬托下，一支融合了古典与
现代气质的乐队登场。琵
琶、长笛、吉他、贝斯共同奏
出直击人心的旋律，一曲奏
罢，欢呼声、掌声响成一片。
这是陆柒乐队不久前在墨
尔本古风市集演出的一幕。
自2019年成立以来，这支
国风摇滚乐队致力于将中
国民乐与摇滚乐融合，在享
受乐队创作的同时，让更多
海外友人听到带有中华文
化属性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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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 芽

陆柒乐队的主唱江智聪是广东肇庆
人，他从小就对武侠影视作品中的配乐情
有独钟。那时，当剧中的江湖侠客挥剑决
斗，或是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上演时，画
面背后流淌的往往是悠扬古朴的民乐曲
调，这些旋律深深打动了江智聪的心。

2014年，江智聪前往墨尔本攻读艺术
管理硕士学位，而后在热爱的驱动下，攻
读了音乐制作与表演专业。异域文化环境
的熏陶与西洋乐器的学习使江智聪对文化
适配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例如，西方人通常能够自然地用英文
表达“I love you”，而中国人却较难直接
用中文说“我爱你”。这种表达方式的差
异深深植根于每种文化中。在乐器学习方
面，江智聪亦发现了不同的文化适配性。

就像是一粒埋藏已久的种子开始萌
芽，这些发现唤醒了江智聪对小时候喜爱
的民乐的回忆。“但一部分年轻人对民乐
缺乏了解，甚至对民乐有误解，认为民乐
是不够时尚的，从而对民乐缺乏兴趣。但
实际上，民乐有很多可能性，它可以变得
年轻，值得被更多人喜爱”，江智聪开始
探索如何将这种植根于中华文化的音乐元
素与西方音乐相结合。

2019 年，江智聪组建起了陆柒乐队。
乐队的名称背后蕴含着让中国的音乐走向
世界的理念，“阿拉伯数字是全世界都能
理解的通用语言，因此我们最初选择了

‘陆柒67’作为乐队的名字。”江智聪解释
道。在遭遇重名问题后，他们决定采用注
音的方式，将乐队名称改为“陆柒 Lill
Chii”，“这样，不会说中文的人也能更轻
松地读出‘陆柒’这两个中文字的发音。
能让大家知道‘陆柒’这两个中文字的发
音也是件不错的事。”

融 合

谈到民乐与摇滚乐的融合，江智聪形
容“就像是在一幅黑白的画卷上泼洒色
彩”——吉他、贝斯传达出的摇滚乐较为
冷冽，更加粗犷，像是绘画中黑白的基
底；民乐则更讲究丰富的音色的变化，像
是泼洒上去的斑斓色彩。民乐与摇滚乐交
汇碰撞，共同演绎出一幅独特的音乐画卷。

陆柒乐队琵琶手徐子玥自小学习琵
琶。回顾学琴经历，徐子玥坦言曾在父母
的要求下参与考级，按部就班地学习传统
曲目。高中毕业后，她开始大胆尝试将琵
琶融入自己喜欢的英文与韩文歌曲。徐子
玥把穿着汉服用琵琶弹奏各类歌曲的视频
上传到了B站、小红书等平台，收获了上
万粉丝。这种探索让她意识到，琵琶不仅
仅局限于传统的演奏方式，更可以与现代
元素相结合。加入陆柒乐队让她坚定了这
一观点，当琵琶与西方的电声乐器共同演
奏同一首曲子时，她被这种新颖的融合方
式深深吸引。

乐器是载体，互相碰撞的是心灵与
思维。陆柒乐队的鼓手是澳大利亚本地

人，“当我最初邀请他的时候，他愣了一
下，诧异中国居然有金属乐队。这让我意
识到，向外展示中国的音乐是非常重要
的。”江智聪回想起鼓手初入陆柒乐队时的
情况，“乐队7个人，6个是中国人，他语
言上是不通的，我们玩的很多乐器他都没
见过。”两年来，这位澳大利亚本地鼓手一
直与乐队并肩排练演出，为乐队注入了新
的活力。“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思维方式让我
们在创作上有了更多的碰撞，能够创作出
不一样的东西。”

自成立以来，陆柒乐队一直坚持中文
原创，“一开始很多人劝我们改唱英文，
直到现在他们还是听不懂我们的歌词，但
他们爱上了陆柒的音乐。甚至有墨尔本当
地人对我们说，陆柒乐队是他们最喜欢的
乐队。”江智聪忘不掉一次演出结束后，
全场观众高呼“陆柒 Lill Chii”的场景，

“我们教会了这么多外国人说一个中文词
汇，那么多澳大利亚本地人共同欢呼一个
中文词汇，我的心头涌上了一种强烈的自
豪感。”

探 索

在国风摇滚界，在民乐与摇滚的融合
作品之中，一直有民乐是形式还是内核的
争论。江智聪直言：“在融合之路上陆柒
乐队尚处于不断尝试的探索状态”，“陆柒
乐队的创作内核是自我表达。从自我出
发，陆柒乐队试着用音乐回答那些扎根在
生活中，并且能向外扩大的问题。”

陆柒乐队目前正在创作一张包含10首
歌曲的音乐专辑，主唱江智聪谈起由自己
创作的名为《春》《夏》《秋》《冬》的4首
歌曲，“这4首歌写的是我人生中的4件小
事，它们的共同主题是理解。它们不仅包
括我和我父母、与朋友的理解问题，进一
步扩大，还包括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与人的
理解问题。在跨文化生活的背景下，聚焦
理解的主题，我尝试用国风和摇滚音乐，
来传达我内心的困惑和思考。”

“民乐与摇滚之间需要理解，而这种
理解有时存在困难，它们不是那么容易
就可以融合到一起的。”民乐与摇滚的融
合之路亦存在重重困难，在探索之路上，
陆柒乐队也有过犹豫和困惑。例如，国风
创作常用五声音阶，而西方流行音乐创作
常用七音阶，在创作时，二者可能会产生
矛盾。

正如作曲家郭文景所言“我们谈发掘民
乐的更多可能性，不是说给中国乐队加更多
西洋乐器就行”，国风与摇滚、民乐与西洋
乐的融合并非易事，如何在达到最大程度和
谐的同时不丢失民乐本身的特性与深厚的历
史底蕴是值得探索的问题。而处于异文化环
境之中，在坚持最符合本民族文化表达习惯
创作的同时如何兼顾他文化受众的需求，这
是陆柒乐队必须面对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陆柒乐队目前虽然没
有明确的答案，但对未来充满信心，“就
像我们的歌曲一样，四季流转轮回，理解
问题一直存在，但其中蕴藏着一年比一年
更好的可能性。在反复探索之中，我相信
我们能找到更好的融合方式。”

“要有敏锐的艺术触觉”

高建平是一位华人设计师，从小就喜爱绘画。中学时，
他曾有一幅画作入选市美术展，因此在 1974 年，他被保送
到纺织图案设计专科学校，随后从事外销的图案设计工作。
工作期间，他仍不断进修专业艺术课程，曾被公派到德国进
行学习交流。他的作品有 77件获国家和市级奖项，1986年
还获得全国专业设计人员纺织外销图案设计大赛的冠军。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回忆起1990
年到澳大利亚谋生的场景，高建平感慨良多，“我当时才刚
刚将26个英文字母排列整齐，很难找工作。”但得益于国内
专业的艺术培养，高建平很快受聘于一家华人公司。

高建平主要为众多公司设计商标，也为文化衫、桌垫等
文旅产品进行图案设计。他说：“只要我画，人家都愿意要我
的设计，还一直催我画，那些产品的销路都很好。”

“前几年我陪朋友到唐人街，他想买一些澳大利亚的纪
念品带回国送人，朋友问哪些是我设计的，我说这里很多都
是我的作品。”高建平笑着说，“我 30年前设计的东西现在
还在市场流行，太奇妙了！”

高建平提到他的设计受游客和当地人喜爱的原因：不
仅要对文旅市场有一定的灵敏度，还需要有敏锐的艺术触
觉，将澳大利亚本土文化巧妙地融入设计中。

扎实美术功底是高建平在异国设计的最大底气。他说：
“艺术没有国界，当审美纵深增加的时候，审美也会横向扩
展，所以尽管我的背景不同，我对澳大利亚的文化吸收得很
快，设计起来就得心应手了。”

高建平作品广受欢迎的另一个奥秘，就是他的努力。
2023年，有一个曾与他合作的绣花厂结业，老板将设计稿送
还给他。“老板哗啦啦地拿出一大沓设计稿，我粗略数了数，
有大概200多张。”高建平笑着说。

“大家都很认可我”

在第一个设计流行于市场后，来找他合作的人越来越
多。高建平说：“大家都很认可我，合作的种类也多了。”

英国人创办的 Lush Creations 艺术陶瓷公司邀请高

建平担任主画师和设计师。悉尼引入粤语电影《上海滩》，
他为电影设计在澳宣传的海报。“还有人找我设计房车，
我说我真的不会，对方说我就是信任你。”忆起往事，高建
平有些自豪。

但在那个年代，很多人对法律一知半解，不甚了解知识
产权的概念，也是由于市场对高建平的认可，他的作品常常
陷入“被抄袭”的风波。

虽然他意识到抄袭是对他权益的损害，但却表示他很
“佛系”。他乐观地说：“拷贝我的设计其实也是对我的一
种肯定嘛，另一方面，他们创业成功能给很多人带来工作
机会，大家都不容易。”

“用画笔提炼美的表达”

退休后，高建平重拾爱好，拿起画笔记录生活与大自然
的美好。他热爱旅行，灵感来源于山川湖泊和旅途见闻。

高建平对艺术的定义为：艺术不是生存的必需品，却是
精神世界的调味品。“我希望能用画笔和思想提炼大自然特
有的美，以期尝试与自然共鸣，创作出安抚人们精神世界的
作品，让大家感到轻松愉悦。”高建平说。

由于多年的设计经历与对生活的感悟，高建平对绘画
的理解也更深刻，他的丙烯画及油画作品写实与抽象结合，
色彩明快柔和，笔触细腻厚实，有一种浪漫的诗意。

高建平的作品充满力量，时时鼓舞着在奋斗路上迷茫的
人们。2021年，在“澳大利亚新艺术联合会会员艺术展”中，一
幅《当莺歌燕舞时》吸引了一位收藏者，她在画前伫立良久，
陷入了沉思。她在微信朋友圈写道：“我从画中看见歌舞升平
欢笑场中凝固的思想者，看见了古代与现代的穿越、东方与
西方的交融、柔软与刚强的和谐，还有内心深处的孤独思考
与现实生活的浮华喧嚣……我看见了一种我想要的力量！”
这幅作品正是出自高建平之手。

“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骨子里还是一个中国人。”高
建平说。年轻时，祖 （籍） 国名山胜水涵养了高建平的
审美，现在他也常常回中国旅行，并尝试以东方审美的
独特魅力，结合西画的绘画手法，记录祖 （籍） 国的大
好河山，创作出更有新意的艺术作品，传达中西合璧的
和谐之美。

随着气温回升，福建省福鼎市
各大茶场进入春茶采摘忙碌期，茶
农抢抓农时采茶、制茶，供应市场。
近年来，福鼎市大力发展特色茶产
业，通过科技兴农、财税政策、金融
扶持等措施，推进白茶产业向现代
农业迈进，助力白茶产业发展，促
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图为近
日，茶农在福建省福鼎市佳阳畲族
乡后洋村的茶园采茶。

王旺旺摄 （人民图片）

采春茶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服务进社区

近日，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在费城华埠好朋友老人活
动中心举办了一场温暖的“领事服务进社区”活动，吸引
了大量侨胞前来办理领事证件。

总领事黄屏亲临现场，并与侨胞们亲切交流，为活
动增添了温暖的氛围。黄屏表示，通过深入开展“领事服
务进社区”系列活动，将继续深入社区，不断扩大领事服
务的范围和深度，为侨胞们提供更为贴心的服务和支
持，以满足同胞们的需求。

“领事服务进社区”活动不仅为侨胞们提供了更便
捷的领事服务，也加强了总领馆与当地华人社区的交流
与合作，展现了总领馆务实、贴心的工作态度，为维护侨
胞权益、增进侨胞福祉作出了积极贡献。（来源：侨报网）

哥大米勒剧场纪念华人作曲家

近日，为纪念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授、已故华人作
曲家周文中（1923-2019）诞辰百年，哥大米勒剧场举行
纪念周文中诞辰百年音乐会，回顾其生平代表作品。众
多哥大师生和周文中生前的同事友人等出席了当晚音
乐会。周文中的儿子周渌岩和周疏旻也到场，并参加了
音乐会期间的简短座谈。

出生于中国战乱年代的周文中是上世纪首位赢得
国际声誉的华人作曲家，其毕生贡献除许多探索和弘扬
中国音乐传统的著名作品外，还包括在中美建交前夕发
起创立哥伦比亚大学中美艺术交流中心，组织小提琴家
艾萨克·斯特恩、作家阿瑟·米勒以及中国剧作家曹禺、
英若诚和作家丁玲等人开展中美艺术家交流互访，同时
也安排许多中国的音乐学子——周龙、陈怡、谭盾、盛宗
亮等于上世纪80年代来美留学并担任他们的导师。

（来源：侨报网）

山东人才集团访问法国华侨华人会

近日，山东省人才集团总经理张祝秀一行参观访问
了法国华侨华人会，与法国华侨华人会主席蔡君柱等举
行了座谈交流。

张祝秀介绍，山东省人才集团于 2021 年 2 月注册
成立，是全国首家省级人才集团。山东人才集团的成立
是贯彻落实山东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实施“人才兴
鲁”战略和人才制度改革攻坚行动的重要成果，也标志
着山东在用市场化手段开发和配置人才资源上迈出重
要一步。

蔡君柱欢迎张祝秀一行的到访。蔡君柱介绍了法国
华侨华人会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希望与山东省人才集团
保持紧密联系，不断发掘旅法优秀人才，为山东的经济
发展和科研进步贡献力量。

（来源：欧洲时报网）

甲辰年英国华侨华人恭拜轩辕黄帝

近日，甲辰年英国华侨华人恭拜轩辕黄帝大典在伦
敦唐人街举行。英国侨团、商会及各界代表约300人齐聚
一堂。大典秉持“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的主题，
设置仪程。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侨务参赞刘红梅作开场致辞，代
表使馆对大典的成功举行表示热烈祝贺，并希望广大
旅英侨胞和各位友人，继续做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中
国故事的讲述者、互利合作的推动者、中英民间友谊
的促进者。不断为实现中国梦添砖加瓦，不断为推动
中英双边友好交流合作和中英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
更大作用。 （来源：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