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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 · 传统节日里的中国

“四”“六”不通：
江河日下的仙剑游戏影视化

方塔园何陋轩：
中国现代建筑设计的“坐标点”

   版 · 建筑可阅读

春节将至，穿着传统服饰、感受传统器乐、打

卡文物古迹……这些一度被贴上“过时”标签的

传统文化，在包括Z世代青年群体在内的当代中

国人中受到追捧，大有成为新年俗的趋势。

在视听领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

会的传统文化类节目数量不断增加、“爆款”连

连，《中国诗词大会》等春节期间播出的文化类综

艺节目也成为不少观众的年度期待。

作为新新人类的青年群体，火爆追逐的恰恰

是我们原来误认为有些“陈旧”的带有传统文化

元素的仪式、风物、作品和产品，这种“极新”爱上

“极旧”的颇具“对撞感”的现象的兴起，与一系列

文化类视听传媒艺术作品的推出有着紧密的关

联。在《百家讲坛》造就了传统文化在新世纪的

首次荧屏复兴之后，大量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

主要表现对象的优质综艺节目、纪录片、剧集、中

短视频、网络动漫等传媒艺术作品在近十年间集

中涌现，开始走上内容形态不断创新、传播力影

响力持续增强的连续发展阶段。

如《如果国宝会说话》《诗画中国》《唐宫夜

宴》《新千里江山图》等一大批传统文化类视听内

容成为自带流量的“爆款”，不仅进入到年轻群体

所宣称的、与社会主流相隔“次元之壁”的亚文化

领域当中，更激发起他们积极的自发传播与广泛

参与。

传统文化类视听内容之所以由荧屏“清流”

逐渐成长为收视“主流”，并持续在更广阔的社会

层面掀起文化共创的浪潮，这既是因为主流媒体

在如火如荼的传播实践中，找准了有效推动优秀

传统文化当代化呈现与转化的“路”，更在于创作

者在深入理解和认识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基础

上对这座精神富矿挖对了“点”。在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探索中，

主流媒体在对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的挖掘中

找到了真正吸引年轻人的“密码”。这些蕴藏于

传统文化之内，跨越千年而依旧保持旺盛生命力

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与人文精神，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与当代年轻群体间建立起精神交流与

价值共鸣。

五个关键词实现“极新”
与“极旧”的接合

“极新”与“极旧”间的接合点，首先是“民族

性”——独特的民族性魅力构成唤起年轻群体情

感认同的天然纽带。

广阔且复杂的地域造就了中华文明内容的

多元广博，与此同时，漫长的历史轨迹使优秀传

统文化在文明演进的诸多维度都得到深入且精

细地发展。例如，琼楼玉宇、霓裳羽衣、金石丝

竹、水墨丹青、玉盘珍馐……这些琳琅满目、绚丽

多彩的文化元素，无不直观地展现出优秀传统文

化的精美，从视觉体验的层面惊艳受众。

当我们仔细观察网络平台上用户关于传统

文化类视听内容的弹幕或评论内容时，就会发

现，“漂亮”“美”“宝藏”等关键词最为常见，而与

之相关联的往往是“哇”“喜欢”“好评”等用户明

确的正向情感表达，这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

当代青年间天然的情感连接的直接体现。

其次是“连续性”——绵延不绝、历久弥新的

文化特质为年轻群体带来精神昂扬感。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经千年悠久孕育与近

代百年激荡而绵延至今，是世界民族之林中唯一

不曾中断的文明。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文明是一

个开放的体系。面对进步的现代文化与优秀的

外来文化，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够保持包容四海、

兼纳百川的胸怀，不断吸收文化新质以实现自我

焕新与发展。也正因为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能够与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发展成果的

当代价值与时代精神相有机接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展现出的这种连绵不

断、历久弥新的强大生命力，显著提升了个体的

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认同感。如《国家宝藏》《典籍

里的中国》《中国礼 中国乐》等文化类视听节目

的走红，不仅仅在于引入剧场模式来具象化地讲

述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更在于它们着眼于将中

华优秀文化的前世今生相关联，在穿越时空的千

年流转中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与连续性，有

效切中了视听用户的精神共鸣点。

其三是“烟火气”——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

优秀生活方式与理念满足当下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与追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仅是阳春白雪，同时

也有其生活化、通俗性的一面，这也是其最灵动

的一部分。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伴随着

现代化建设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人民生

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和改善。在这一大的背景

之下，90后、00后群体更加注重个人生活的乐趣

与品质。

一方面，衣食住行方面的文化与习俗如基因

一般深深刻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凭借其经过

历史沉淀与检验的实用性，让生活变得更加健

康、方便与和谐。另一方面，在年轻群体看来，优

秀传统文化所孕育出的雅致生活格调与精致生

活方式同时具有“高级感”，是现代生活中所向往

与追求的一种理想化的生活风尚。围炉煮茶、八

段锦、中式插花等休闲方式的兴起，无不体现出

年轻群体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求生活之风雅与

浪漫的兴致与热情。

同样重要的是“大智慧”——深邃精妙的思

想文化为人们正确认识世界、科学实施行动形成

有益参考。

如天人合一、阴阳平衡、道法自然等宝贵哲

学思考，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引导人们透过现象看

本质，正确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既保持定力又

能识变应变。在这个信息爆炸、变化莫测的时

代，这样的洞察与思考对于年轻群体显得尤为重

要。通过传统思想文化，年轻群体不仅掌握认识

世界的独特视角与有效路径，也得以学到日常、

学习工作与生活中为人处世的智慧，妥善处理好

个体与外在世界的关系。这对于尚处于社会化

过程中、阅历尚浅的年轻群体而言，无疑为其快

速融入社会、和谐人际关系提供了重要帮助。

最后是“正能量”——优秀传统文化为当代

青年修炼人格、奋发向上提供不竭精神力量。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脚踏实

地、实事求是，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等一系列宝贵

品质为年轻群体磨砺人格、提升道德提供了有益

的标杆模范与价值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承载这些宝贵精神品质的故事与典故，能够激发

青年们的斗志和热情，为自己的人生设定更高目

标，赋予他们为之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在建设

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奇迹的广阔天地中实现自己

的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

两对关系推动“极新”与
“极旧”的融合

这些深深蕴含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为

年轻群体发掘和喜爱的光芒，本质上与当代青年

向上、向好、向善、向美的精神追求相契合。这是

其在现代化发展语境中依旧保有显著活性与强

大适应性的有力例证。

同时，由此也可以看出，尽管青年追求个性，

喜欢新潮事物，心智上可能还不够成熟，但其在

民族复兴、社会担当、个人修养等方面与民族和

社会整体共享着相同的价值标准与精神需求。

因此，无论是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年轻的

一代，我们都应抱有信心。

而要进一步推动“极新”与“极旧”的融合，必

须紧紧围绕上述接合点做进一步挖掘与拓展。

细化到具体的媒介实践层面，以下两对矛盾关系

需予以注意与反思。

内容与表达的关系。在对优秀传统文化的

当代化转化过程中，必须做好传统文化内涵本身

与其呈现方式之间的平衡。内容创新的根本出

发点与落脚点，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挖

掘与有效传达，不能过度单方面追逐呈现方式的

极致绚丽而忽略内容为本的基本立场。只有牢

牢扭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在此基础上进行

的视听内容生产与传播创新才是有意义的。

集合与融合的关系。我们需要通过同流行

文化相接合的方式为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时代内

涵，但应避免沦为对各种流行文化简单的“大拼

盘”“一锅烩”。对于这些流行化、娱乐化元素，既

不能做简单的集合以迎合用户，也不能“竭泽而

渔”式地过度消费传统文化，而应在生产与传播

中，在选择性借鉴吸收的基础上推动其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有效融合，通过既具备网络传播特

质又凸显媒体格局格调的新型主流声音的自我

生成，实现文化与价值的有效引领。

（作者分别为中国传媒大学传媒艺术与文化
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
导师，中国传媒大学讲师、师资博士后）

当“极新”爱上“极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吸引年轻人？

刘俊 翁旭东

古风已成为当下年轻人的文化时尚。不
过，音乐领域尽管也出现过一些佳作，但整体而
言品质不尽如人意，俚俗小调比比皆是，真正以
现代音乐语言方式呈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流行歌
曲却不多。

高品质的古风歌曲创作显然有门槛，创作
者既要对传统文化有长期的积累和发自内心的
热爱，也要熟稔丰富的音乐语汇和技法，还要愿
意靠近年轻人、贴近时尚，周杰伦与方文山那般
天作之合实属难得。

当我们放眼乐坛搜索古风歌曲佳作时，吴
彤这个名字会一再出现。早在1993年，吴彤
便发表了以辛弃疾《永遇乐 ·京口北固亭怀古》
为歌词创作的《烽火扬州路》，成为如今的古风
歌曲的先行者；在那之后，他不断通过《经典咏
流传》《国乐大典》《新民乐国风夜》等综艺节目
推出《短歌行》《江雪》《满江红》《离骚》等一系列
为古诗词谱曲的古风歌曲，走出了一条特色鲜
明又注重品质的创作道路；近期，他又因为接连
亮相央视和B站的跨年晚会而再度出圈。

观察其音乐创作成长轨迹，或许能为有待
改进的古风歌曲创作提供一些启发。

向外走的行者：
用民族乐器联通世界音乐

吴彤出生于管乐世家，制作和演奏民族管
乐器的手艺传到他已是第四代。得天独厚的
家族传承和学院派的专业训练锻造出他扎实
的演奏功底，但他并不打算在民乐的领域中固
步自封。

还在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就读时，吴彤便
以重金属曲风的《烽火扬州路》展示了异于同侪
的艺术旨趣和突破意识，然而，真正让他进入更
广阔音乐天地的是他与马友友“丝绸之路乐团”
的合作。
2000年，吴彤在美国演出和学术交流时

与大提琴家马友友结识，并应邀加入马友友组
织的丝路乐团。这是一个汇集了亚、欧、美多个
国家和地区数十位音乐家的松散艺术组织，创
建者希望以代表当地传统的声音展现丝路沿途
各国的风俗民情，在文化背景各异的音乐家们
的合奏协作中，呈现“文化融汇碰撞蕴涵着的无
与伦比的创造力”。吴彤带着他的笙和歌声，与
乐团中来自世界各国的音乐家展开了长期的互
动交流。

吴彤走出去的意义是双向的。一方面，他
让已有四千年历史的民族乐器笙的声音在世界
级的平台奏响，传递中国民乐的魅力。在获得
第59届格莱美最佳世界音乐奖的专辑《歌咏乡
愁》（SingMeHome）中，美国乡村歌曲“Lit 
tleBirdie”以吴彤的笙用“三吐”吹奏出快
速反复音型起手，随后小提琴以同样的节奏音
型叠入，并在旋律乐句结束后立即插入过门乐

句，悠缓的演唱与急促的器乐伴奏间形成京剧
紧打慢唱的奇异效果，美国民歌唱出了中国风，
吴彤的作用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他在和各国各民族音乐家的合
作中博采众长，呈现民族声音的同时也把很多
源于异质文化的音乐语汇和技法纳入到演奏和
创作中，使传统乐器显现世界性，成为跨越文化
樊篱的桥梁。

在专辑《极POLE》中，吴彤演奏了巴赫的
名曲《G弦上的咏叹调》，用一把笙竟吹出了巴
洛克复调织体和管风琴般深邃而庄重的质感。
专辑《我一直听见自己的笙音》中有一首《塔玲
珑》，吴彤把原版的西河大鼓改成了动感十足的
放克曲风，间奏中的笙十分出彩，先是充当乐队
中的“键盘”，连续演奏不和谐的爵士高叠和弦，
转瞬间又成了“吉他”，模拟快速点弦炫技。这
些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笙“应该”发出的声响，
吴彤的创作实践让我们看到文化交融对民族音
乐发展创新带来的助益。

在原创乐曲《光明想》中，吴彤和印度的塔
布拉鼓演奏家SandeepDas用音乐展开对佛
学的探讨，一把笙、一对鼓你来我往，各出奇招
又相互帮衬，两大文明古国的精神交流通道就
在这音乐对谈间重新连接。闽南语歌曲《望春
风》原本有着浓郁的民歌风，而吴彤的版本以巴
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序曲进入，逐渐加入
笙的五声性旋律，沉厚的大提琴与清丽的笙互
诉衷肠，仿佛歌词中情窦初开的女生对恋爱场
景的幻想，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对东西方文化
无间对话的期许呢？

人常说“音乐无国界”，但显然，还是需要有
人去缝合不同音乐文化间的裂隙，吴彤就是这
样一位多年奔走于音乐丝路的行者，起到穿针
引线的作用。两次站上格莱美的领奖台，是对
他不懈努力的褒奖。

向内求的侠客：
用流行音乐激活传统文化

走出去的吴彤获得了多元文化视野，有助
于他进一步开阔艺术思路，更加不拘一格地调
动各种手法去塑造他所追求的音乐。纵观吴彤
的歌曲创作，一条线索引人瞩目：以流行音乐
为基础表达方式、融入民族音乐元素，为古诗词
谱曲。

吴彤身为轮回乐队主唱时期的代表作《烽
火扬州路》，以辛弃疾的金戈铁马搭配上重金属
刚猛雄健，再现了词作慷慨壮怀的气势。为李
白《将进酒》谱曲时，吴彤在金属曲风的刚猛之
外设计了柔缓的对比段，歌曲更显跌宕起伏，
编曲还加入笙和琵琶，成为展现诗作奔放豪迈
气质的妙笔。而在《春晓》中，吴彤则完全舍弃
了摇滚元素，以笙、黑管、钢琴三重奏的形式营
造出室内乐的雅趣，应和这首五言绝句的自在

飘逸。
在2019年的《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吴彤

演唱了他谱曲的《短歌行》。歌曲以钢琴简约的
柱式和弦开场，连续跳进上行的旋律唱起“对酒
当歌，人生几何”，已显出诗人的宏大气魄；行至
第二节，电子音乐震荡漫延的效果更是令人震
撼，将曹操“幽燕老将，气韵沉雄”的威严展露无
遗；第三节，笙也加入电子音乐和钢琴交织的声
场中，那激越的声音仿佛穿破了天地，将一代枭
雄志愿一统天下的磅礴气势带到今人的眼前。

吴彤试图为每一首诗词找到与之气质、内
容相契合的音乐表现手段，但无论作曲技法如
何妥帖，作品经他一唱，总会染上一层豪侠之
气，即便是描写凄楚痴情的《钗头凤》，他唱出来
也带着几分侠骨柔肠。他特殊的音色是重要因
素。据嗓音医学专家韩丽艳介绍，吴彤的声带
黏膜组织先天发育问题使他的声门闭合时呈梭
形缝隙，影响真声音质的饱满，但他上佳的乐感
使发声“问题”变成了声音的辨识度，形成独特
的“苍劲高亢”声线。这种音色，加上他在舞台
上潇洒自如的风度和以古风题材为特色的音乐
创作，很直接地在观众脑海中投射出“侠客”的
形象。而这一艺术形象，也让他在B站“最美的
夜”跨年晚会中演唱的《华山论剑：冠世一战》尤
其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吴彤近年来持续产出古风作品。除上述例
子外，他谱曲演唱的古诗词作品目录中还有苏
轼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陶渊明的《饮
酒 ·其五》等名篇，以传统文化为题材创作的纯
器乐作品主要收录于《吴彤们 ·音乐云》（2016）
和《极POLE》（2020）两张专辑，而他包揽词曲
创作的古风歌曲罕见，这或可理解为扬长避短，
却也体现出他对传统文化抱持的敬畏。

客观而言，他这一系列古风音乐创作，为激
活传统文化，使其在当代语境——特别是年轻
听众群体——中焕发生命力起到了不容忽视的
作用。在个人发表的专辑中、在热播综艺节目
中，他频频拿出“和诗以歌”的古风歌曲，让古诗
词恢复可以歌唱的属性、让民族乐器在新时代
的舞台上绽放魅力，这恰恰也从某个方面体现
出他骨子里有着我国文化传统中“侠客”的社会
责任感。

吴彤以行者无疆的洒脱，带着传统走出去，
向外传播交流，同时采撷各国各民族音乐和时
尚流行音乐，内化后以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方式
输出作品，激活古诗词和民族音乐。他以积极
介入的实践者姿态穿行于多元文化中，秉持着
开放的音乐理念，建立起自身的音乐风格和艺
术旨趣，为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探索新
的可能，也为以大众音乐形式呈现传统文化之
美做出了令人称道的贡献。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流行音乐研
究专业博士）

乐者吴彤：穿针引线的行者
激活传统的侠客

赵朴

听 · 鉴

 一大批传统文化类视听内容成为自带流量的“爆款”。图为近

期播出的《诗画中国：江河万古流》剧照。

▼吴彤不断通过《短歌行》《江雪》《满江红》《离骚》等一系列为古诗

词谱曲的古风歌曲，走出一条特色鲜明又注重品质的创作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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