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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中国的古诗词在歌唱
央视《经典咏流传》将“过去完成时”的传统文化转化为“现在进行时”

阿卡贝拉的鸣唱里，云开见松林，王维写出《山

居秋暝》1200多年后，空山、新雨、明月，在荧屏上有

了新的光谱。 少女的和声流淌，闻者无不屏息，唯恐

扰了那“清泉石上流”的意境。
围棋少年柯洁一开口，“外面的世界” 便是他驰

骋的纵横十九路。 纳兰性德写下“山一程，水一程”
时，未必能想到，后世的少年冠军会带着300多年后

的流行歌曲，在时间隧道里同他相会。
央视诗词文化音乐节目 《经典咏流传》 已播六

期。 “一首孤独了300年的小诗一夜间刷屏”“从小就

背‘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今天却被陕

西方言版触到了泪腺”“辛弃疾800年前梦想的盛世

中国，我们实现了”，几乎每一期都有类似评价，映照

着古与今的相互凝视。

五千年文化，三千年诗韵，如何在今天从“过去

完成时”转化为“现在进行时”？这档节目找到了一把

钥匙，为古诗词赋上新曲，听它们歌唱，抒的亦是时

代心声。

■ 旧诗新读， 延续民族血脉里
千年不变的情怀

每期开场时， 主持人撒贝宁都有句保留台词，
“我们的文化从未断流”。

汩汩流淌的文化长河里，是什么随之奔腾千年？
情怀，许多嘉宾、学者给出共同的答案。 北京师范大

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胡智锋说：“看似诵读经典，
实际是表达我们共同的情， 在字里行间呈现出对先

祖、文脉、价值的一种记忆和认同。这样的认同，足以

消弭时空的阻隔。 ”
陈彼得是最新的例证。 这个名字内地观众不算

熟悉，但他写过的歌，如《一剪梅》等却传遍了大江南

北。 鲜为人知的是，他从十多年前开始埋首故纸堆，
从经典里捕捉创作灵光，已为100多首古诗词谱上了

新韵。第六期节目，这位74岁的创作人演唱自己配曲

的《青玉案·元夕》。 辛弃疾与他，隔着800年，隔着一

道海峡。但在陈彼得用摇滚点染的曲风下，有点苍凉

又有点豪壮的新曲， 观众眼前分明就是那豪放派词

人。 一曲终了， 老爷子的几度呐喊更叫人哽住了喉

头，也让所有人心下明了：同根同脉，一样的文化基

因可以打通时空壁垒。
第一声， 他呈上自己的内心，“我的血液里永远

篆刻了很厚重的东西， 那是祖祖辈辈留下的。 有一

刻，我仿佛听到穿越千年的呼唤：孩子，你回来吧！ ”
第二次慨叹， 他以反复的叩问在观众席间找寻最大

共鸣，“这个讯号，你们收到了吗？ 收到了吗？ 收到了

吗？ ”再一次情难自已时，他引艾青的诗以为知己，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

沉。”声声恸，释放出的与其说是创作的激情，毋宁看

成那是游子对故土家国的无限眷恋。按节目嘉宾、北
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的解读，辛弃疾写“东风夜放花

千树，更吹落，星如雨”，除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喟

叹，更寄托了他对民族兴盛的无限渴求；而陈彼得唱

这一阙，诉尽了衷肠———祖国是他最大的牵挂，音乐

是他寻根的方式。正因为此，他从灵魂里迸发出的热

泪，流进观众心底。
节目首期就刷屏的《苔》也是这样。 来自清代袁

枚的小诗，在岁月里默默无闻了近300年之后，带着

诗人对平凡生命的悲悯和尊重， 化作一颗真善美的

种子，撒播在了21世纪的中华大地。 千年流转，变的

是物，不变的是情。复盘往期，节目所选每首诗词，都
有强烈的现实观照：《墨梅》里“只留清气满乾坤”的

中国风骨，《明日歌》里的惜时如金，《滚滚长江东逝水》
中的历史激情，《梁祝》和《长沙铜官窑瓷器题诗》相互

辉映的爱情颂歌……无论曲风，也无论题材，不变的情

怀链接了经典与时代。 就如国学大师钱穆说的，“读诗

不是为了成为诗人或文学家，而是学会欣赏，通过欣赏

接触到更高级的人生，获得一生中无穷的慰藉”，“经典

咏流传”，经典正流传。

■ 旧词新曲 ，“以流行来盛放经
典”的创新早已有之

第六期节目单上， 柯洁演唱的是纳兰性德 《长相

思·山一程》。 谁知音乐起，吉他弦声淙淙，竟是观众无

比熟悉的流行歌《外面的世界》。“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

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地祝福你”，意犹未尽时，曲调

转高半度，“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

帐灯”， 纳兰性德在入夜营帐中的满腔豪迈与几缕乡

思，居然与少小离家的围棋天才不谋而合。
无独有偶，第五期《望月怀远》的后半段，“海上生

明月，天涯共此时”，下一句无缝嫁接了《故乡的云》“归
来吧，归来哟”。 而腾格尔招牌式的“蓝蓝的天空，清清

的湖水”前奏流转，主歌分明是《敕勒歌》“天苍苍野茫

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曾经，古诗词被认定要搭配古谱，像《碎金词谱》那

般。 如今，节目却用大量的流行音乐来对接古风古韵，
甚至找来摇滚、蓝调等看似与中华传统无关的元素。为
何听来毫不违和？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王黎光找到密码：
“以流行来盛放经典，用经典来度量流行，这样的创新

早已有之。 ”
100多年前， 李叔同将西方的曲调填进中国的诗

词，又用东方的表达诠释送别的心境，成为现代流行歌

史上的启蒙先驱。上世纪80年代，观众都喜爱《红楼梦》
的主题曲《枉凝眉》。那本是曹雪芹写的判曲，经王立平

重新谱曲、陈力演唱，唱断情愁。 再看94版《三国演义》
留下的《滚滚长江东逝水》，它的“前世今生”，也是经典

随时代流淌的成功案例。 其原词出自明代文学家杨慎

所作《廿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后来，清
代毛宗岗父子点评《三国演义》时将之放在了卷首；再

往后，谷建芬谱曲、杨洪基演唱，“古今多少事，都付笑

谈中”时隔经年还能铺开波澜壮阔的画卷。 直至今日，
方文山的词，周杰伦的曲，始终是市场宠儿。 站在流行

歌坛的角度看，是融入了写意的中国风；若站在古诗词

的方向看， 何尝不是古韵乘着时尚的音乐旋律叩开年

轻的心门。
经典再造， 一切在于传统与时代间是否形成了一

种互文。 只要类似的会商机制建立， 时间会淬炼出精

华。 届时，今日在《经典咏流传》舞台上所做的尝试，便
是能让“今人看见过去，让世界看见中国”的成功探索。 英皇版《爱丽丝梦游仙境》来了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假装在现场”系列本周开画

滑稽可笑的红心皇后、 惟妙惟肖的

扑克牌群舞，还有跳着踢踏舞的疯帽子，
编舞家克里斯多夫·威尔顿将舞台变成

了神奇的“兔子洞”……被誉为英国皇家

芭蕾舞团近20年来最重要作品的 《爱丽

丝梦游仙境》，将于本月25号以高清放映

版本于上海国际舞蹈中心舞台上演。

作品挽回了英皇近二十
年舞剧创作颓势

2011年2月28日，三幕芭蕾舞剧《爱

丽丝梦游仙境》在英国皇家歌剧院首演，
由英国皇家芭蕾舞团制作。在当年，芭蕾

舞剧《爱丽丝梦游仙境》首演之后，英国

芭蕾评论媒体认为：“该作品挽回了英国

皇家芭蕾舞团近二十年在大型芭蕾舞剧

目上的颓势。 ”
的确，在编舞大师肯尼斯·麦克米兰

1992年过世之后， 舞团始终没有被认可

的大型舞剧诞生，直到与克里斯多夫·威

尔顿合作。克里斯多夫·威尔顿和他的团

队创作出极具色彩感和层次丰富的舞台

视觉，更接近艺术品，而非传统意义上的

“舞台美术”。这是一场色彩的大爆炸：作
曲家约比·塔尔博特创作的音乐，有机融

合了当代音乐和十九世纪的芭蕾音乐；
舞美设计鲍勃·克劳利近乎疯狂的想象

力和夺人眼球的设计， 更是将纸上仙境

完美地呈现在舞台上。克里斯多夫·威尔

顿不仅在舞台上还原了原著中鲜活的角

色和场面， 与此同时他并没有躲避原著

中的暗流：诡异的厨房、灵魂出窍的柴郡

猫和精神错乱的茶壶都悉数现身。 这些

不同的色彩， 被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舞

者们完美地呈现在舞台之上， 使得英国

主要媒体集体给出四星推荐。
现在观众不用远赴伦敦， 完全相同

的版本，在本月25日，即可在上海国际舞

蹈中心一睹为快。 该中心“假装在现场”
系列高清放映执行惠民票价， 只需要约

现场演出票价的六分之一的价格， 即可

观世界名团重要演出。

现代技术为传统叙事增
加浓墨重彩的一笔

《爱丽丝梦游仙境》这个故事原型，
来自小说作者和邻居家的三个女儿漫溯

泰晤士河的历险而得。而掉进“兔子洞”，
及之后的一系列梦幻般的故事， 是极为

浪漫的想象； 让人不经联想到中国人熟

悉的“桃花源”的故事。芭蕾舞剧《爱丽丝

梦游仙境》里，当主人公爱丽丝误食幻药

开门进入幻境的时候， 多媒体影像制造

出巨大的门和后台延伸出来的 机 械 设

备，使得整个场景的转换流畅自然。
作为 “假装在现场” 系列的开篇之

作，这版《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女主演

劳拉·卡斯伯特森是英国皇家剧院的首

席舞者，也是2011年《爱丽丝梦游仙境》
首演版本的女主角。 爱丽丝进入幻境的

桥段，在这一版放映中，采用了中景镜头

结合， 抓取了爱丽丝在进入幻境过程中

被通道挤压时的紧张感。 丰富多样的木

偶制作，现代诙谐的音乐处理，明暗层次

丰富的灯光运用， 使得现代技术为传统

叙事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经典咏流传》之外，还有这些
改编自古诗词的流行歌曲值得回味
新春佳节上线的央视综艺节目 《经典咏流传》，

已然成为今年的一档现象级节目。 当一首首经典诗

词以唱的方式萦绕耳畔，多少人为之沉醉。
《经典咏流传》已播出六期节目的三十多首歌曲

之外，还有不少改编自古诗词的流行歌曲值得回味。

听邓丽君的幽幽吟唱

邓丽君留下的歌曲中，不少来自古诗词。比如她

于1983年推出的专辑《淡淡幽情》，收录的皆为由古

诗词谱曲的歌。 这是邓丽君亲身参与策划的第一张

唱片，也是她歌唱巅峰时期的经典之作。
传统与流行的结合， 在这张唱片达到了一个令

人惊叹的高度。 12首歌曲的歌词分别来自历经近千

年历史检验的12首诗词名作，例如：李煜 《相见欢 》
(无言独上西楼)，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欧

阳修《生查子》（去年元夜时）等。同样惊艳的，是与词

相契合的曲，虽是现代流行音乐，却有着如长短句般

的设计， 将古诗词淡泊、 深渺的意境表现得淋漓尽

致。邓丽君的嗓音，似乎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幽幽情

怀，亦富于独特的东方之美，将这一曲曲歌吟唱得典

雅又温柔。

赏琼瑶的以诗词入歌

以古诗词入歌，琼瑶可谓个中高手。在她为自己

影视作品写下的主题曲中， 歌词频频可见对于古典

诗词歌赋的引用， 甚至不惜化雅为俗， 以求雅俗共

赏。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庭院深深深几许”“青山

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之类的诗词，亦与其苦心经营

的婉约女子形象极为贴合。
琼瑶为电影《在水一方》写下的主题曲《在水一

方》，歌词几乎就是对《诗经·蒹葭》的现代白话文翻

译。比如，“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被翻译成了“有位佳

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

在水中央”被翻译成了“我愿逆流而上，依偎在她身

旁/无奈前有险滩, 道路又远又长/我愿顺流而下 ,找
寻她的方向/却见依稀仿佛,她在水的中央”。 她为电

视剧《梅花三弄之鬼丈夫》而写的片头曲《鸳鸯锦》，
歌词更可谓句句皆有来处。 “梅花开似雪”出自宋代

吕本中《踏莎行》中的“雪似梅花，梅花似雪，似和不

似都奇绝”；“红尘如一梦”出自宋代张鎡《水调歌头》
中的“万事红尘一梦，回首几周星”；“枕边泪共阶前

雨，点点滴滴成心痛”出自宋代聂胜琼《鹧鸪天》中的

“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去年元月时,
花市灯如昼”出自宋代欧阳修《生查子·元夕 》中的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旧时天气旧时衣,点点滴

滴成追忆”出自宋代李清照《南歌子》中的“旧时天气旧

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
尽管不少古诗词因被琼瑶 “移花接木” 而遭到吐

槽，可不少诗词也的确因她而广为人知。

咀嚼陈小奇的古意今融

取典古诗词，不得不提有“岭南流行音乐教父”之称

的陈小奇。 大陆流行乐坛的春风，可以说正是由上世纪

90年代初而始的那股岭南流行音乐旋风而起。
让毛宁红遍大江南北的那首《涛声依旧》，即是陈

小奇以古诗词为灵感的代表性创作之一。 歌曲化用唐

代张继《枫桥夜泊》，歌词似乎出现的只有原诗中的只

言片语，如“渔火”“钟声”“枫桥”“客船”“月落乌啼”，这
些经典的意象加上久别重逢和旧船票的合理想象，重

构出一个全新的故事，却感人至深。
《涛声依旧》及其同款歌曲，将古诗词的神韵融入

现代人的情怀中， 俨然构成陈小奇作品中个人风格显

著且备受瞩目的一个系列。比如廖百威唱的那首《白云

深处》，歌名来自杜牧《山行》中的“白云生处有人家”。
区区28字的七言绝句， 被陈小奇铺陈出一个发生在深

秋的爱情故事。 “夕阳”“二月花”“枫林”“霜叶”“石径”
等原诗中的意象，共同为故事渲染出耐人咀嚼的背景。

■本报记者 范昕

《经典咏流传》 海报。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苔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 袁枚的一首小诗， 是 《经典咏流传》 刷屏至今的单曲。 这恰是古诗词的厚重所在———曲终之时情不了、 意不散、 神不灭，
它们所延绵的内涵与风骨， 和今天的我们紧密握手， 浸润着我们， 指引着我们。

大英图书馆声音档案可追溯至 1870 年代， 内含灭绝鸟类的鸣叫声、 古老的

雾笛声、 甘地等世界领导人录音等。 视觉中国

1.5亿馆藏如何持续流向大众
大英图书馆“数字革命”进行时

3月17日上午，上海图书馆“文苑英

华———来自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展上，一
名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女孩用手机浏览着

大英图书馆的页面。 自从大英图书馆推

出其有史以来首个全双语网络资源，她

可以在手机上轻松翻看到挚爱作家夏洛

蒂·勃朗特的手稿。 以往，留英中国青年

如果想查询历史事件或人物， 都要亲自

赶往那个位于伦敦东北城区、 国王十字

火车站附近的图书馆。
搜索引擎，还是图书馆？这并非一个

不可调和的问题。信息时代，数字化将成

为承载知识的主流形态。事实证明，只有

不断革新传播手段， 才能让珍贵文化遗

产持续流向大众。

珍贵档案恐在15年内消失

据悉，大英图书馆藏有超过1.5亿件

藏品，如果一天看5件藏品，一个人需要8
万年才能看完所有馆藏。 这些海量资料

中， 不乏科学家达尔文日志那样对人类

科学史至关重要的“稀世之珍”，但若相

关的信息技术支持不能及时跟上， 许多

宝藏只能深藏，难得一见。
据英国媒体报道， 如果大英图书馆

馆藏的650万个“声音档案”再不加快数

字化保存，他们恐怕将在15年内消失。这

些独特的声音馆藏可追溯至1870年代，
包括已灭绝的鸟类的鸣叫声、 古老的雾

笛声、还有甘地等领导人的演讲录音，体
量庞大多元。

大英图书馆文学和创意录音的负责

人斯蒂芬·克利里表示，图书馆的声音档

案常年保存在24小时恒温的地下室里，
有些卡式录音带太老旧，必须及时抢救。
但播放这些声音的录音机越发难寻，很

少有人愿意修理那些坏掉的录音。
大英图书馆声音技术负责人威尔·普

伦蒂斯表示，声音挽救工程耗资4000万英

镑（约3.5亿人民币），但要将卡带一卷卷

取出，转化成电子档案，至少需要48年。

数字化藏品仍是冰山一角

此次大英图书馆珍宝展的英方策展

人亚历珊德拉·奥特透露， 针对书籍、手
稿、音乐、照片这些不同类型的藏品，要

依赖不同的数字化技术进行转换。 “目

前， 大英图书馆成功数字化的藏品还只

是冰山一角。 馆藏珍宝每分每秒都在老

旧损坏， 新的实体资源每时每刻都在增

加，图书馆的数字革命是一项‘与时间竞

赛的挑战’。 ”

早在1993年， 大英图书馆就提出了

建立数字化图书馆的目标， 其中非常重

要的一点是将大量的纸质藏品数字化。
1994年， 大英图书馆牵头 “国际敦煌项

目”，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敦煌藏经洞文

献和艺术品数字化， 并在网络上免费共

享。2007 年，大英图书馆与微软合作，推
出了对馆藏手稿进行数字化的计划。 他

们的目标不仅是让人们能清晰地阅读手

稿的内容， 还希望能将翻阅纸质书的体

验，复制到手机屏幕上。 2011年，大英图

书馆与谷歌签约， 将图书馆内的25万本

书籍电子化，并发布首个移动客户端，让
读者可以通过手机阅读古籍、 观看历史

上的经典节目录像。
尽管大英图书馆数字化建设走在前

列，但因馆藏体量巨大，年代久远，人才

和技术资源不足， 数字革命异常艰巨。
“完成旧报纸数字化遇到很多困难。我们

先要把所有报纸一页页翻拍成照片，然

后再扫描成数字版， 扫描版还要按每篇

不同的文章分解， 最后每篇文章中的每

个词还要通过光谱识别软件， 转换成可

搜索信息。”图书馆一名参与报纸数字化

项目的工作人员说。

在变化的环境下改良自我

大英图书馆此前发布的 《不断增长

的知识：大英图书馆2015-2023战略》报

告指出， 图书馆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

了保存管理这1.5亿至2亿的馆藏资源 ，
确保未来一代能够继续拥有它们。

“网络时代，大英图书馆的核心任务

就是实现存储、保护、管理数字信息，并

提供稳定访问通道， 让所有馆藏资源得

以传播，惠及世界所有人。 ”大英图书馆

首席运营官菲利普·斯彭斯说。 “对于每

天接受海量信息的互联网一代， 原始手

稿或第一手资料会变得更有吸引力。 为

了激励和启发青年人， 我们需要不断扩

大网上教学资源和第一手资料的范围。”
自2010年来， 英国政府削减了34%

图书馆经费支持。即便如此，大英图书馆

称不愿降低服务水准。 图书馆采取了许

多方法弥补这些缺憾， 包括文创产品开

发和休闲消费的服务， 以及寻求私人机

构的捐赠和赞助。
“我们会尽己所能，把大英图书馆的

数字化服务发展下去”， 菲利普·斯彭斯

说，“图书馆的文化目标是我们最珍贵的

使命之一。科学表明，优质文化活动能让

人们心情愉悦， 而任何有益于提升人类

幸福的行为都是有价值的， 我们希望能

够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联系与合作， 帮助

全球更多人访问文化遗产。 ”

■本报记者 李思文

■本报记者 李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