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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一字无限事 只为观众萦心曲

幽古之韵发琴端，诗情便自生活来

在嵇康诗赋中描绘的“华绘
雕琢，布藻垂文”的古琴，其形
制、工艺、铭款等所构建的观赏
趣味，注定了它不仅仅是属于音
乐的工具，更多时候是作为案头
清玩，用以躲避俗世的喧嚣。如
今，这原本高不可攀的七弦雅乐
已经悄然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
活。在自得琴社的悠扬奏乐声
中，我们甚至能听到古琴与西洋
乐器融合后焕发出的新魅力。
尽管古琴的声音与精神意蕴已
经以如此丰盈的姿态呈现在我
们面前，但自得琴社仍向观众抛
出了一个永恒之问：琴为何物？

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

“琴为何物”是自得琴社的
巡演主题，像这样的专场音乐会
在过去一年里举办了十余场。

“我们邀请观众共同来思考这个
问题，希望有机会多听听他们的
反馈，即传统艺术到底是什么样
子的，我们当代人应该以怎样的
态度去创新和发扬。”自得琴社
社长朱里钺始终思忖着这一既
富有深意又难以答得尽善尽美
的问题。与此同时，每当自得琴
社的乐手出现在观众面前时，总
如一幅幅古画卷款款展开，由画
笔横生的热闹场景也由此延
伸。且看他们尽情奏乐，扎实的
民乐演奏功底不消说，装束更是

一针一线依据文献复刻而来，这
番正儿八经的“穿越”着实出神
入化。

再看观众这一头，他们通
常也给出让朱里钺感动的反
馈。朱里钺提到，比如去年第
一次去北京演出，每当到了团
队花心思准备或是非常重视的
细节，台下观众都能心领神会
地加入互动，“他们热情又专
业，所以我们演出时的感觉非
常好。”问及观众的好素养，朱
里钺坦言，“希望观众能够真的
喜欢音乐，能在现场音乐会里
一直保持享受的状态。”或许正
是这种发自内心的享受，才能

释放出对舞台和乐手的最大善
意和心灵相契。

“我们经常遇到一些观众身
着精美的传统服饰来参加音乐
会，成为了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还有观众带着小朋友来看，小朋
友全程专注看着，一点也不吵
闹，这让我非常感动，一代代的
孩子的文化艺术素养越来越高，
感觉我们的传统文化后继有
人。”看着祥和的这一切，朱里钺
还是发起了幽古之思，“我们的
传统民乐到底该何去何从，在当
下的时代我们花了几年的时间
呈现出这一方式，那未来我们是
否还是以这种方向去创新？”

时下国风兴盛，这一发问并
非杞人忧天，而是挣脱过度商业
化的一种救赎。朱里钺于2014
年创办自得琴社，今年刚好迎来
十周年，他将原先三人的小团队
一路壮大到如今签约20余人的
规模，第一次线下演出、第一次
上电视、今年即将第一次出国演
出……在他看来，每一个新步伐
就像一座里程碑，“我们这种模
式没有同类经验可借鉴，什么都
要靠自己学习和试错，虽然很头
疼，但各方面都还算比较平衡地
发展，而且没有过度商业化，我
还是蛮自豪的。”

显然，坚持原创是避免过度
商业化的上策。朱里钺便是一
个这样的人，他不会道德绑架自
己团队无底线奉献，也不会一股
脑地随市场大流。某样事物越
发流行，表面化和同质化的东西
越易显现，国风亦如此。“能够从
最初的创作到最后落地线下演
出的团队其实并不太多，我希望
以后市场上多发展一些艺术团
队，也希望大家不要单纯地去跟
风或者表面化地参与到古风潮
流中。”朱里钺认为，好好学习、
好好研究，加强自己的原创能
力，才是最根本的事情。

但国风渐趋时代潮流的大
背景终究是喜闻乐见的，“我们
作为一个小团队能起到的作用

比较小，类似古琴这类高雅的传
统艺术复兴离不开很多因素，比
如国力发展，大家生活水平提高
了才有闲暇关注传统文化；同时
古琴、昆曲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评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这对它们的推动作用很
大，包括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引入
古琴演奏，都是极具意义的。”朱
里钺欣慰地看到古琴从二十多
年前几乎无人问津，到现在已经
积累了很多技术相当好的练习
者和爱好者，“在我看来这已经
是很大的进步，未来我们团队也
会关注古琴的推广普及，尽可能
以大家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进

行翻译和解读。”朱里钺表示，降
低高雅艺术的欣赏门槛，能有效
吸引更多人初步了解艺术，这一
发展过程里也必然会有人变成
资深粉丝，甚至继而进一步深
造，因此这也成为了团队的重要
任务。

今年，朱里钺计划举办一些
互动性更强的小型音乐会以及
美育讲座，留足时间与观众更近
距离地交流。美育讲座在创社
以来时不时举行过，但无奈忙于
创作和演出，在数量上并未达到
理想，因此借助抛出“琴为何物”
这一问题的机会，朱里钺想得到
观众面对面的解答。

重翻译与解读 十载原创不随流

青年报：自得琴社在公开场

合是如何传递新年氛围的？

朱里钺：我深刻地感受到各
地文旅都希望在春节期间为大
家提供国风性质的文艺活动，今
年尤为明显。春节是传统佳节，
所以大家都希望看到有传统元
素的节目，显得更应景些。我相
信在未来，大家会越来越喜欢，
也会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传统
节日、传统民俗，这是大势所趋。

青年报：请向大家推荐一两

首适合在春节期间听的曲目。

朱里钺：我们希望通过音乐
让大家去体验到春天到来的万
物更新，大家能够以一个好心情
去迎接新一年的挑战，但愿我们
的这场音乐会能给观众加油鼓
气，让他们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
新一年的工作当中去。我们前
一阵子拍摄过一个音乐视频，就
是把西方的《拉德斯基进行曲》，
也就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专属
结束曲，再加上我们的青春曲
《花好月圆》，把它们混搭在一
起，观众有兴趣可以把这两首都
听听，包括我们改编的版本也可
以听一听。

青年报：自得琴社在过去一

年取得了哪些成就，新一年里有

什么计划？

朱里钺：这十年来，我也没
想到可以生存这么久，但每年都
可以稳稳地上一个小台阶，就去
年来说，最大的进步是我们的巡
演慢慢地正规化了，包括我们的
创作过程也逐步规范化了。
2024年的话，我认为将会有标志
性的事情是我们三月即将前往
马来西亚演出，以第一次出国巡
演的机会为起点，我们需要努力
加大走出去的步伐，同时也是一
个全新的考验。四月，我们还会
参加“上海之春”的演出，这是一

场以江南丝竹为主题、以明代造
型为特色而策划的音乐会《江南
好》，将会在“上海之春”进行首
演。

青年报：“破圈”是你们被频

繁报道的亮点，以你们的经历而

言，你们察觉到当下年轻人更需

要什么？

朱里钺：我觉得我们也不是
刻意“破圈”，和古代相比，古琴
的受众发生了变化，如今的时代
和古代相比，我们受过教育的，
甚至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不
知道增大多少倍，那这些人都可
以成为传统高雅艺术的爱好
者。再加上我们有互联网等传
播手段来宣传普及，艺术和以前
比起来更方便科普了。同时，我
也真的没有觉察出特别明显的
圈层或者壁垒，因为当代年轻人
受过教育，他们自发地关注自己
国家的传统文化，我们只是需要
为他们提供一个体验和热爱传
统文化的最合适渠道。所以我
还是蛮有信心的，但我们还要继
续努力，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团队
一起做这件事。

青年报：作为社长，你平时

招募新成员看重什么？

朱里钺：首先肯定有对专业
的考量，比如说他是音乐学院演
奏系的本科或者研究生在读或
者毕业，我们通过面试去考查他
的技术水平以及形象气质。对
我来说，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看
他这个人有没有灵气，后续成长
的潜力大不大。我们现在做的
很多东西都是需要有自学和创
新能力的，因为现在变化都太快
太大了，我觉得只有能够自我学
习、自我激励、有才气的年轻人，
未来才可以走得更远。我们也
希望能够有这样高素质的青年
人才来加入我们团队。

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采访当天，朱里钺忙着在医院进行慰问演出，这是自得琴社

在农历新年前的最后一场活动。他亲切地称呼着团队成员为

“小朋友们”，想到他们一整年都在演出，因此趁早放了假，只等

元宵当天在广东广州的专场音乐会。但在新春佳节期间，我们

依旧可以看到他们提前录制好的电视节目和晚会，春节怎能离

得了古风？

[新春问答]

传统文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演出后谢幕。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