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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薪传遗

张雨 赋古琴以新意 传古音于未来
本报记者 张洁

打开传统戏曲传播新维度
本报记者 徐雪霏

追踪热点
走进百年戏楼

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魅力

日前，在天津戏剧博物馆（广东会馆）这座
有着百年历史的传统古典戏楼内，沉浸式文旅
戏剧《寻梅·又见虞姬》首演。该剧是天津戏剧
博物馆文庙博物馆管理办公室为广东会馆量
身打造的文旅戏剧。
《寻梅·又见虞姬》依托广东会馆古典戏楼

的独特氛围和文化底蕴，讲述了一个关于“追
梦与成长”的故事：“剧中的‘我’（即追梦人）是
一个怀揣戏曲梦想的懵懂少年，带着一腔热忱
走上了自己的追梦之路，但人生的旅途难免会
经历挫折，因此我用四季的流转代表人生不同
阶段的心路历程，当经过一番成长，无论梦想
是否实现，我们都能找到心灵的寄托。”主创马
晓慧说。

梅兰芳、谭富英、尚小云等京剧名家都曾
在广东会馆演出过，在创作中马晓慧特意选取
虞姬这一梅兰芳大师塑造过的经典的舞台形
象，既代表了梦想的化身，也是对传统戏曲文
化的致敬，“剧中的虞姬是对梦想的具象化，
‘我’一直在追寻虞姬的步伐，也在追寻梅兰芳
和理想的步伐。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和剧中的
追梦人一样的经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在看
剧的同时思考人生，达到心灵上的沉浸。”

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天津市作家协会
会员沈楠在观看《寻梅·又见虞姬》首场演出后
表示，“不同于以往的戏曲作品，这出《寻梅·又
见虞姬》结合了戏曲和音乐剧等元素，将戏曲
身段与戏歌相配合，通过时空穿梭，着重剖析
了追梦人的精神生活与内心世界，并使梦中虞
姬的形象更加立体生动，耐人寻味。她看似悲
怆、凋零的一生，其实是比很多人都要丰富和
通透的。抛开时代背景，我们可以去体会一个
追梦人极致的痛楚和坚韧，尤其结尾部分追梦
人声嘶力竭的演唱则更加引人入境，催人泪
下，将故事推向另一种意义和深度。”

在舞台呈现上，《寻梅·又见虞姬》创新性
地为观众打造了前所未有的沉浸式观剧体验，
将春日的微风、夏天的雨水、秋季的落叶、冬天
的梅花融入其中，增加感官体验，马晓慧说：
“沉浸式是《寻梅·又见虞姬》的一大亮点，不仅
是剧情的沉浸，在情境上也要做到沉浸，因此
我们在保护广东会馆这一历史文物建筑的基
础上，尽可能地利用声光电等道具，为观众从
气味和触觉两个方面立体营造四季的场景，带
来新奇的观演体验。”

在艺术表现上，《寻梅·又见虞姬》实现了
文化的融合与交流，将京剧、昆曲和音乐剧的
音乐风格巧妙融合，这样的跨界合作不仅展示
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为传统艺术注入了
新的活力和现代感。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的
优秀青年作曲王悦萌为《寻梅·又见虞姬》创作
了主题音乐，在他看来艺术的跨界融合更能让
年轻人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我是学京剧作
曲的，但这次在《寻梅·又见虞姬》的音乐设计
上，我将京剧、昆曲和音乐剧几种元素融合在
一起，可以说是依托我们传统戏曲文化创造出
的一部音乐剧。而之所以这样设计，是因为我
希望可以用一种新的形式来吸引更多的年轻
人去了解京剧，甚至喜爱京剧。京剧虽然是我

们中国的国粹，但随着时间的流转，京剧也逐
渐从流行变为小众艺术，作为年轻一代的京剧
从业者，我们有义务要为京剧文化的传承与传
播付出努力，这次的《寻梅·又见虞姬》就是我
的一次大胆尝试，希望能为京剧的未来寻找到
更多的可能性。”

谈及创作初衷，天津戏剧博物馆文庙博物
馆管理办公室书记、主任徐宁表示，“戏曲+沉
浸式”的表现形式，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戏剧的
表现力和感染力，也为历史建筑如广东会馆的
活化利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通过此类
演出，古建筑不再仅是静态的游览地，而是转
化为一个充满生机与文化活力的场所，使观众
在欣赏戏剧的同时，能够亲身体验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环境式舞台与混合现实技术

让年轻人换个角度观看古老艺术

近年来，沉浸式戏剧因其创新的表现形式
和对观众参与度的重视，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
受欢迎。在中国，随着文化旅游的兴起和文化
消费的多样化，类似的剧目也日益增多，它们
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推广提供了新的途径，同
时也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沉浸式戏曲”的
出现让观众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文
化，感受历史与现代的完美融合。

2023年，一次抖音线上直播中，“玉面修
罗”贾廷单手抱起“老板娘”金镶玉相笑对望转
圈的片段，让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成功
“出圈”，也让观众关注到“戏曲+沉浸式”这一
新形态的观演模式。

在传统戏曲文化中，越剧以其独有的女
性演员扮演所有角色的传统，在众多戏曲流

派中独树一帜，展示了非凡的艺术魅力和文
化价值，《新龙门客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诞生的一部结合了传统越剧与现代演出形式
的创新之作。该剧打破了传统镜框式舞台的
表演逻辑，让观众置身于大漠中的“龙门客
栈”，形成“时空同步”的体验。通过环境式的
演出设置，观众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剧情
的发展和人物的情感变化，从而获得更加沉
浸式的观剧体验。

时隔一年，《新龙门客栈》的热度依然不
减，大麦评分高达9.6，网络平台上更是“一票难
求”。《新龙门客栈》的成功制作和上演，不仅为
越剧艺术带来新的面貌，也为整个传统戏曲界
带来了新的启示。通过采用现代演出手法与
传统戏曲元素结合，“戏曲+沉浸式”的组合模
式不仅成功地吸引了年轻观众的目光，也使得
传统艺术得以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中被认知
和欣赏。这种跨界融合的创新举措，展示了传
统戏曲在现代社会中的适应性和发展潜能，为
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方向。

2023年底，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一批文化
和旅游数字化创新示范“十佳案例”和“优秀案
例”，上海戏剧学院选送的沉浸式戏曲《黛玉葬
花》获评“十佳案例”。

沉浸式戏曲《黛玉葬花》在保持戏曲传统
特色的基础上，巧妙地将虚拟现实技术与舞台
表演相结合。通过使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以
及混合现实技术，将虚拟的越剧表演与真实的
舞台装置进行有机结合和叠加显示。利用3D
打印和先进的投影技术，设计制作了“三生石
畔”“荣国府”等多个舞台表演三维场景模型。
这些技术的应用使得舞台装置具有“戏剧性”，
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混合
的叙事模式。

作品选取了经典越剧片段“黛玉葬花”作

为故事脚本，围绕“情之起源”“宝黛初识”等八个
主要故事情节进行创作。这些情节的设计，旨在
展现故事的情感深度，同时让观众更深入地理解
传统文化背景。观众通过智能终端和扩展现实
眼镜等设备，在展厅内体验虚实融合的表演，与
剧内角色互动。这种新颖的观演模式，不仅创新
了戏曲的表现形式，也为观众提供了不一样的艺
术享受。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传统戏曲艺术似
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沉浸式体
验，这一源自虚拟现实技术的现代概念，正逐渐
成为连接传统戏曲与现代观众的桥梁。“沉浸式
戏曲”不仅为这门古老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也
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化体验方式。天津
京剧院艺术室主任马载道认为，“沉浸式戏曲”
就像是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它的出现
让传统戏曲焕发了新的生机：“近年来出现了很
多新兴的戏曲表现形式，我觉得这是非常可喜
的，传统戏曲发展到今天，缺乏的不是精品，而
是关注，当这些能够产生影响力的艺术形式出
现，会让我们传统戏曲的传播更加迅速、更加普
及，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传统戏曲的魅力，让那些
不了解戏曲的观众走进剧场，当人们愿意走进
剧场，我相信传统戏曲一定能够以它独特的魅力
征服更多的观众。”

积极尝试多元传播方式

拓宽传统戏曲的展示平台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中，戏曲以其独特
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历经千年仍屹立
不倒。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科技的发展，传
统戏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如何在
“守正”中寻求“创新”，成为了戏曲艺术传承与发

展的关键所在。
天津京剧院作为国家重点京剧院团、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自1956年成立以来，
始终为传承发扬京剧艺术做着积极的贡献，在传
承经典剧目的同时，创作符合时代精神的优秀戏
剧，为观众们呈现出众多的精彩舞台。在马载道
看来，戏曲艺术的“守正”，首要任务是保护和传承
其固有的文化精髓和艺术规范，避免盲目的改造
和无序的创新导致戏曲本质的流失，“传统戏曲想
要长久地发展下去，传承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
节。京剧之所以可以历久弥新，恰恰是因为有一
代又一代的京剧艺术家对作品不断地打磨，让那
些能够反复品鉴欣赏的传统剧目更加精致，甚至
完美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但守正并不意味着僵
化，传统戏曲要想吸引现代观众，就必须在继承传
统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创新。这种创新既包括剧
目内容的时代更新，也包括表演形式、舞台美术、
音乐配器等方面的革新，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努
力的方向。传统戏曲需要现代化的创作，也需要
不同的呈现形式，但无论如何发展，传统戏曲始终
不能离开‘守正创新’这四个字。”

马载道认为，戏曲艺术的创新发展之路还体
现在传播方式的多元化，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
发展，为传统戏曲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展示平台，
通过网络直播、社交媒体分享、戏曲教育App等
新型传播途径，可以有效扩大戏曲的受众基础，
让更多的年轻观众了解戏曲、欣赏戏曲、学习戏
曲，进而激发他们参与戏曲传承的热情，“例如B
站上的‘戏曲元宵晚会’‘上戏416女团’，都是非
常典型的例子。传统戏曲的传播需要借助网络
的力量，天津京剧院也开设了抖音账号，我们会
在上面分享排练的日常，让观众可以看到一出好
戏的台前幕后，拉近演员与观众的距离，效果还
是非常不错的。”

自然，戏曲艺术的传承离不开人才的培养。
面对现代社会的需求，传统戏曲的发展需要培养
既懂传统又具备创新能力的新时代戏曲人才，使
他们成为未来戏曲传承与发展的中坚力量，推动
戏曲艺术在守正创新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在天津
艺术职业学院戏曲系党支部书记、副主任蒋涛看
来，要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中华传统文化，吸引更
多的青年观众喜爱传统戏曲，就要真正地走到青
年中去，“沉浸式戏曲的出现，对于传统戏曲的推
广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但这样的新兴戏曲形式
有着多久的生命力还是未知数。作为京剧从业
者，我们不应该盲从，而是要思考如何在尊重传统
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我们要创作出年轻人喜欢的
京剧，就要真正地走到青年中去，了解他们的所思
所想，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进行创新
和改革，这也是我们目前培养学生和进行现代剧
目创编的方向。比如，我们曾根据《习近平讲故
事》这本书，创编了京剧课本剧，在学生间收获不
错的反响。此外今年我们还创作了廉洁题材作品
《铁面廉吏包青天》，并在第九届天津高校廉洁教
育系列作品展中荣获金奖，这部剧是以穿越的形
式，让现代人与古代最具廉洁形象的包拯进行对
话，从而得到一些感悟和启发，具有深刻的现代教
育意义。”

在保护和传承戏曲精髓的前提下，勇于探索
和实践创新之路，传统戏曲不仅能够在现代社会
中生存下来，更能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成为连接
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让这门古老艺术在新的时代
背景下继续发光发热。相信在“守正”与“创新”的
双轮驱动下，传统戏曲的传承之路将会越走越宽。

匠心独运
百年坚守与创新

古琴，古叫做琴、玉琴、七弦琴。自相传舜
作五弦之琴起至今已有三千多年，形成了琴
学、道、艺、论和斫琴等系统门类。仅琴的形状
就有五十余种，还有近二百多部琴谱和三千多
首琴曲，古琴艺术历史久远之外其遗产极丰且
极其灿烂珍贵，是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的主要原由。

君子之交淡如水，在古代文人世界里，古
琴更多是三五知己间弹奏交流，音色深沉低
调，适合坐在身旁安静聆听，即使弹到尽兴也
可以。乐器在略带嘈杂时也是点到为止，是最
讲究氛围感的乐器。虚是在琴艺中追求的最
高境界，发音疏淡空灵，若有若无，使琴乐的演
奏具有虚、灵、悠远缥缈的意境，这正是琴乐的
高妙之处。

在古文化街“乐器张”的门店里，张雨接受
了记者的采访。他说：“老派琴家的演奏非常
有力度，这些老师更喜欢使用我父亲和祖父制
作的琴。我的作品则比较偏现代，这样的琴演
奏起来更有颗粒感、均衡性和圆润度，而老一
代人的作品更加苍劲古朴。”

制作一张传统手工古琴对斫琴人的技能
要求非常高。每个细节都需要精准把控，声音
是琴的灵魂。槽腹，古琴的韵与古朴是由槽腹
特有的结构所决定。纳音平衡了琴体共鸣的
音量，使音色更具协调性。不同的琴大小、薄
厚和形状都不相同。这需要斫琴人具备丰富
的经验，为每把琴量身定做。

古琴制作是一门需要极高耐心和精细工
艺的艺术，前后约有90道工序，过程繁杂。从
最初的选材开始，每一步都严格把控质量，通
过专门的木材供应商以高昂的价格挑选出优
质材料，这些材料在收购后还需存放多年以保
证其稳定性。张雨说：“虽然这些材料都是老
料，但是我们可能需要存放3年或者5年甚至更
长时间，这是为了确保材料的稳定性，防止未
来出现变形、开裂、虫蛀或腐朽的情况。”

开剜槽腹的过程尤为耗时，采用古法工艺，
时间会更久，可能需要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
间。大漆工序同样缓慢而细致，每道漆需数日
才能干透，通常需要上七道漆，使得整个过程可
能长达数月。最后的校对步骤，包括调整音色
等，都需要由经验丰富的师傅或是张雨和父亲

亲自完成，以确保每张古琴的音质和演奏效果。
“古法制作有我们家族的标准，例如我们家

的开剜槽腹和大漆工序，这些由我和父亲亲自
制作，像开料、合板、裹布和校验等工序可以由工
厂师傅完成。”今年，张雨致力于复原百年前他的
高祖张老葵时期的乐器，推出了“宫廷造办系
列”。他说：“我的高祖张老葵在宫廷造办处工
作，那时的民族乐器与现代的有所不同，比如古
筝，我高祖生活的时期，古筝的样式与现代相比
更显细腻优雅，体现了清末的审美特点。”

谈及如何恢复，张雨说：“以前有一些老的
乐器正好需要维修，我和父亲趁着维修乐器时
就拆开来学。”通过存档和留影，父子俩共同研
究，历经十年积累，今年终于有了成果。他们
利用爷爷那时留下来的木料亲手制作了古筝、
琵琶等乐器，制作耗时近一年。这些乐器不仅
承载了宫廷御用琴的传统，还融入了唐代的美

学元素，以及通过古法音梁结构，增强了声学
品质。他说：“古筝我们还做了挖筝，挖筝是唐
代时候的一种古法制作技艺。这种技艺非常
废料，成本高昂，对工艺要求也十分苛刻。”

传统手工制琴的过程是一场漫长而艰辛
的旅程。历来有爷爷备料、儿子制琴、孙子弹
琴之说。张雨说：“我们对选材和工艺流程的
完整性极为考究。我们一年的产量大约有几
千张，然而我和我父亲的作品，一年可能只完
成十张，也有可能三四年完成一张。传承人需
要呈现自己最好的作品。这需要很多思考方
向，也有可能打磨一件作品需要付出三四年的
时间。”

谈及“乐器张”能够延续至今的原因，张雨
说：“做人和做口碑，满足客户的需求，把产品
和服务做好。另外，创新也尤其重要，这些都
是老字号口碑的一种延续。”而创新之所以可
能，是因为继承和传承了古法，这也为创新提
供了基础。他说：“好的东西我们必须去学习
和运用，创新的前提是继承古法，而古法需要
用心和时间去积累，这需要真正的实操，而不
是空口说白话。”

如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古琴，渐渐在
年轻人中流行开来。张雨说：“现在了解古琴
的人越来越多，古琴越来越普及，这与国家的
发展和对文化的重视有关。”他经常免费授课
并参加青年夜校举办的讲座，他说：“让年轻人
接触到古琴很重要，买不起琴也可以租琴，为
大家营造一个民乐文化圈子。在学琴的过程
中，更重要的是提供情绪价值，而不仅仅是琴
曲或琴道。”

古韵今风
古法手艺演绎现代国乐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古法制琴工
艺的很多环节，都需要制作者以铲子、锉刀逐
步打磨乐器构件，每一件工具的控制细节都非

常繁琐和复杂。有时，制作一件作品需要6小时，
磨刀却需要8小时。因为只有最锋利的工具，才
能创造出最精致的作品。张雨说：“我们使用的
木料都是祖父当年重金收购的极品，现在我们也
不会轻易交给别人制作，而是亲自上手，用心雕
琢。这些木料经过两三代人的传承，到了我们手
中，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将其打造成良材，制成
佳器。”对于刀具的选择和使用，他们更是讲究到
极致，因为只有最好的刀具，才能配得上最上乘
的木料，才能制作出最卓越的乐器，这便是家族
对手艺的坚守与传承。

从小，张雨便在工厂里长大。睁开眼，便是
父亲忙碌的身影，他每天都在画图、制作乐器样
板，那些复杂的工艺和精致的细节，都在不经意
间烙印在张雨的心中。“我从小对木料、技艺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暑假、寒假，我在工厂度过，那里
是我探索和学习的乐园。我亲手参与制作，亲身
体验每一个环节，从选材到制作，从打磨到上漆，
每一步都深深地吸引着我。”

在父亲的帮助下，张雨在十四岁时完成了自
己的第一架古琴和第一把吉他。尽管他从未学
过专业绘图，但他还是硬着头皮画出了设计图，
并根据自己的身体感受对乐器进行了调整。

张雨说：“那把电吉他我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来
完成，比正常出货的时间长很多，仿的是一把70年
代的白色吉他，但通过加入黄色和黑色，营造出了
一种做旧的感觉。古琴我也加入了一些特殊的元
素，比如缎纹，让它看起来更有古味。看着它们慢
慢成形，我心中充满了成就感。毕竟，这是我人生
中第一次尝试制作如此复杂的乐器。”

在同学们上大学时，张雨选择投身于工厂做
工。“我发现我对学习不‘感冒’，却对音乐充满了兴
趣，家族的环境也让我更喜欢亲手去制作一些东
西。因此，我每天都在工厂努力工作，尽管辛苦，我却
感到满足。”之后几年，张雨又从工厂来到了实体店，
开始盯着店里的销量，“小老板每天操的心更多。”

除了是一位斫琴师，张雨也是一位民乐演奏
者。“演奏乐器成为我这一代传人的显著特征，

我有幸赶上了这样一个好时代，学习的途径变得
更加系统化和专业化。我个人能够演奏古琴、琵
琶、尺八和吉他。演奏可以让我发现自己制作乐
器的不足。在音色方面，我可以直观地感知问题
所在，及时进行调整和改进，从而节省了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

国乐大师方锦龙是张雨的师父，他说：“我师
父在国乐传播方面给了我很多启发，他的脱口秀
式的传播方式得到了许多年轻人的喜爱。我会在
线上做一些免费教学，我更倾向于用简短的片段
来表达音乐。比如演奏古琴曲《流水》，简单的三
个音所弹奏出的曲调，就像是一幅高山流水的画
卷缓缓展开，层次分明，我再通过口述的方式向大
家讲述背后的故事。”

张雨和他的团队都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为
了增加古琴演奏的观赏性，张雨和团队尝试将古
琴与古筝、尺八、吉他等乐器相结合进行呈现，表
演内容多样，翻弹古曲，抑或是改编流行音乐。“古
琴除了欣赏价值外，它的实用价值是作为可弹奏
的乐器而存在。现在不光要去斫琴，更多的是要
去弹、去演奏。”

去年在广东会馆和安里甘教堂，张雨举办了
作品展演，之后又跟随师傅方锦龙前往西班牙和
法国进行文化交流。他说：“我们在法国的法雅音
乐厅举行了一场演奏会，只有师傅和我进行了独
奏，我演奏的是古琴，还有已经在中国失传的古乐
器尺八。当时现场有将近1000名观众，这场演奏
会也是中法建交60周年的预热活动之一。我的
古琴作品被巴黎的高等艺术学府收藏。”

国乐更深层的价值在于其深刻的人文情怀和
思想情感，张雨感叹说：“许多现代的曲目是为了炫
技而生的，但凡上点岁数，手指就跟不上了。但我觉
得民乐是有人文情怀的，民乐是从民间汲取灵感，再
将音乐回馈给大家。另外，传统文化的兴盛是一件
好事，但为了利益而卖出高价琴、天价琴，这是我和
我祖上都非常反感的一件事。乐器不应该高高在
上，民乐的本质是与民同乐，它应该是亲民的。”

在快节奏的今天，“乐器张”依旧延续着家族
百年传统技艺的传承，坚持古法手工制琴，使演奏
者静心、怡情。张雨说：“我们传承和传播了古琴
斫琴技艺以及其他国乐乐器制作技艺，我们会尽
义务将天津本土的老字号非遗文化传播出去，弘
扬国乐艺术，以多样化的形式丰富天津的艺术审
美。我们为热爱民族音乐的大众提供近距离接触
民族乐器的机会与平台，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
尝试去接触乐器，让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变得慢
一些，享受音乐带来的乐趣和放松。”

传统戏曲，作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艺术瑰宝，

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然而，随着现

代娱乐方式的多样化，传统戏曲似乎逐渐失去了原

有的光环。如何让传统戏曲“破圈”，吸引更广泛的

受众，特别是年轻人，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随着民族文化的复兴，传统戏曲也在寻

求新的发展之路，开始尝试与沉浸式演绎、戏剧、音

乐、电影等艺术元素进行跨界融合，以一种全新的面

貌展现在世人面前。“戏曲+”的新颖模式不仅让观众

从多个角度感受到了传统戏曲的魅力，也让这一古

老的艺术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古琴，在国人心中一直是一项特别的

存在，为历代文人墨客所青睐，琴声使人心

宁静祥和，仿佛能支配万物心灵，而在咱们

天津也有如此的古琴。“乐器张”专注于中国

民族乐器传统古法手工艺制作及修复，仍然

保留着先辈留下的古法斫琴技术，一张琴的

手工制作周期都在1年以上。“乐器张”古琴

斫琴技艺已传承了百余年，被列入天津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该项目第四代

传承人张雨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讲述了他的

坚守与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