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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6 日，陕西西安大唐芙蓉园紫云楼

内，新改版的唐代宫廷燕乐《鼓》开演。聚光

灯打在一位头发灰白，身材高挑、清瘦，身着

深蓝色旧衣，脚蹬布鞋的老者身上。只见他

端坐于书案前，高声念白，浑厚有力且饱经岁

月磨砺的声音，划破时空，带观众穿越回千年

前，现场满座寂然。

这位老者便是西安鼓乐代表性传承人、

东仓鼓乐社第七代传人赵筱民。“西安鼓乐是

来自 1300多年前的唐代宫廷雅韵，是中华民

族的文化瑰宝，守护、传承、创新、发展，使其

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是我们这

些乐师一生都要践行的使命。”赵筱民说。

打破旧规“交棒”传承

东仓鼓乐是中国传统器乐文化的典型代

表，包含了打击乐器、吹管乐器和弹弦乐器

等，共 20余种，需要多人同时演出。

“钟鼓喤喤，磬筦将将……”2024 年除夕

之夜，大气磅礴的东仓鼓乐在央视春晚西安分

会场亮相，与“李白”声震山河的《将进酒》诵读

声相互应和，激荡人心。这也让东仓鼓乐这来

自唐代的“交响乐”火爆“出圈”，广受欢迎。

然而，曾经的东仓鼓乐，一度面临失传的

可能。据记载，东仓鼓乐始于汉，兴于隋，鼎盛

于唐，宋代进行了吸收改革，东仓鼓乐社明清

时成为皇家粮仓所属的官办鼓乐社，后在 20

世纪60年代末解散，至1981年才恢复活动。

“乐社虽然恢复了活动，但随着部分老艺

人年事渐高、相继谢世，以及街区变迁，乐师

们流散四地，组织排练很困难，演出就更少。

加上演唱的工尺谱晦涩难懂，只能由师傅口

授心传，东仓鼓乐还一直坚持着西安鼓乐千

百年来的规矩——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

其一度面临后继乏人、甚至失传的尴尬局

面。”东仓鼓乐社顾问、乐师屈朝杰说。

“为了鼓乐的发展，我们不能再封闭式传

承了，大家满肚子的东西，传承不出去很可

惜。”2004 年，东仓鼓乐社社长范炳南对师傅

赵庚辰说。

赵庚辰听后欣然同意，他也早就意识到

东仓鼓乐要传承、发展，人是第一位的。那时

鼓乐曲谱有 3000 多首，专家整理出 1000 多

首，真正能演奏的只有二三百首，“由于鼓乐

一直由师傅口传心授，有些老乐师没有传承

人，他们不在了乐谱自然也就唱不出来了。”

同年，西安市成立了西安鼓乐保护开发

领导小组，开始对曲谱和年事已高的传承人

进行抢救性保护；赵庚辰、范炳南等人也走进

渭北高原，开始广泛招徒，并租下一处农家小

院，供徒弟们免费吃住、教学，在两年间招收

学员百余人，最终有 18 人坚持了下来，成为

如今鼓乐社的中流砥柱；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马西平成为赵庚辰第一位女徒弟，她一边学

习东仓鼓乐，一边十几年如一日地记录赵庚

辰吟唱的曲子，并将录音录像资料“翻译”为

线谱、简谱，并结集成书……

古韵焕新“一梦千年”

2005 年正月未过，赵庚辰和范炳南就等

在教学的小院，他们怕有年轻人觉得学习鼓

乐没前途，不愿意再学。“鼓乐是民族瑰宝，要

靠你们把鼓乐救活。”范炳南发愁，逐个给新

收的徒弟打去电话，鼓励大家。然而，靠鼓乐

究竟能不能养家糊口，他也没底。

2006 年，这一切都迎来转机。经过多方

协调，东仓鼓乐这个源自唐代宫廷的千年古

韵，再次回到了当年著名的皇家园林，常驻大

唐芙蓉园演出，乐师们拿上了工资，开始有了

稳定的收入。同年，西安鼓乐被列入首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 年被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鼓乐迎来突破性的发展。

2021 年大年初一，保留原汁原味的东仓

鼓乐，融合仿唐乐舞，辅以现代声光电技术及

华美的妆造服饰，经过重新改编的舞台剧

《鼓》在大唐芙蓉园紫云楼上演。它讲述了一

个来自大唐长安的少年，历经考验成长为一

代鼓师的故事。

“《鼓》这部剧，也是我们每个乐手的故

事，从懵懂少年到一代乐师，那个关于生命历

程的故事，离我们看似很遥远，但又那么近。”

东仓鼓乐社打击乐乐师杨哲说。

在大唐芙蓉园的支持下，舞台剧《鼓》大

获成功，在 2021 年的春节和“五一”假期，每

天 4 场演出，场场爆满。2023 年，以鼓乐在

唐、宋和清三个朝代的发展为脉络，东仓鼓乐

社推出新的舞台剧《鼓声不能停》，讲述鼓乐

的传承和发展的故事。

“古韵焕新，带给了我们新的生机和活

力。但在创新编排后，也有人提出质疑，问

‘东仓鼓乐会不会失去原有味道’，东仓鼓乐

始终坚持传承、发展、守正、创新的思路，原汁

原味的东仓鼓乐演出基本不变，还坚持每天

3 场，在曲江胡店的小舞台，免费演出《满庭

芳》《霸王鞭》《五色鸟》等传统经典曲目。”屈

朝杰说。

“触网”“破圈”迈向“云端”

8月6日，看完东仓鼓乐社表演后，来自广

州的游客李龙波带着两个身着汉服的女儿，专

门跑到后台找乐师们合影留念，“来西安玩的

第一站就是这里，我们身边很多朋友都是看到

直播，成了东仓鼓乐社乐师们的粉丝。”

2022 年底的一天，东仓鼓乐社主管齐兴

峰偶然在短视频平台上留意到，有关《鼓》的

视频播放量已达上百万，随即他便萌生了鼓

乐社直播的想法。

2022 年 4 月 5 日，东仓鼓乐社首次直播，

效果却没想象得那么好，最多在线人数只有

180 人。“我们很快便投入到演出中，却不懂

得如何与观众互动。”当时的出镜乐手刘亚红

说。之后，齐兴峰等人开始商量改变直播内

容，增强直播的互动性、灵活性。

高级而有趣的直播倍受欢迎，短短 3 个

月，大唐芙蓉园东仓鼓乐社粉丝数增至42万，

全网搜索量达 1.6亿次。如今，东仓鼓乐社拥

有 71.2 万粉丝，视频作品获赞量达 212.3 万，

直播作品全网播放量达 6亿次以上。众多网

友留言要学习东仓鼓乐，大批粉丝更是将观

看东仓鼓乐作为来西安旅游的必选项目。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独特风格，东仓鼓乐

迈向‘云端’，在互联网上扎根、有了生命力，

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艺术瑰宝，也给了我们信

心和鼓舞。但我们也始终牢记师傅范炳南的

话，‘热闹时更需潜心修习，用心传承非遗艺

术，守住鼓乐的正音，才能让这千年华音绕梁

不绝’。”齐兴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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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厂中层高志垒（徐峥饰）被

“优化”了。45+的年龄、上有老下有小、没

有积蓄只有房贷，他该何去何从？

电影《逆行人生》将高志垒的新起点设

定为成为一名外卖员，也借由他的“逆行”，

让观众真正看见外卖员这个庞大的、与生

活紧密联系的群体，以及群体中一个个鲜

活的人。

被“优化”的那天，高志垒砸碎了办公

室的玻璃格挡，残碎的玻璃如同高志垒的

自尊和生活，被狠狠摔在地上。而他的怒

火也只能再转嫁给送来咖啡的外卖员老

抠（王骁饰），不但是一顿指责，还实实在在

地给了差评。做了外卖员之后，高志垒才

明白，差评不但意味着白跑一单，还会被罚

款 100元，甚至会影响他们之后派单的质量

和收益。

虽然做外卖员，他有放不下的面子，但

处处的开销让他不得不选择这个看似门槛

很低、收入不错的行业。

然而外卖站朱站长（贾冰饰）却一口回

绝，面对“是因为我年龄太大了吗”的追问，

朱站长的回应一语双关，“我们这里没有其

他歧视啊，只有外卖骑士”。

的确，站里的外卖员有年近六十的，有

残疾人，有看起来柔弱的女孩子，但这一行

的门槛真的那么低吗？

高志垒也是在一单单的超时、差评中

明 白 ，做 好 这 一 行 ，并 不 比 当 程 序 员 简

单 。 单 王 老 黑（冯 兵 饰）有 一 本 独 家 宝

典，记录着片区内的各种近路；女快递员

（刘美含饰）有眼力见儿，进门就帮店家

打 下 手 ，她 的 单 总 能 优 先 制 作 ；杨 大 山

（邬家楷饰）则开启了直播模式，线上线下

两不误……送好一单，要动脑子，也要懂

得人情世故。但前提则是朱站长反复喊

话的三个字：跑起来。

借由高志垒的眼睛，我们看到了一群

平时只存在于订单中的人。他们在人群的

夹缝中取餐，在高楼大厦之间飞驰，在逆行

人生中活出“顺风”心态。

据统计，我国现有新就业形态人员已

超过 8400万，其中占据主力的就是外卖员、

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他们都是值得被

文艺作品看到的劳动者。

徐峥导演将镜头对准了这个为生活奔

跑的群体，展现了层次丰富的人物群像。

这也启发创作者们，城市生活不只有白领

精英，还有很多默默为保障城市运行辛劳

付出的人。

现实主义并不只有直面惨淡人生的一

种表达方式，更应该给一束光给观众，让人

们在被戳了心窝子后，有冲动重新审视自

己与他者，有力量再次出发寻找人生的他

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逆行人生》做到

了真实真诚，也做到了向阳而生。

而最有价值的是，影片唤醒了我们去

看到城市里的“平凡英雄”——他们有自己

的理想与爱情，有拼搏付出的理由与担当，

有要守护的家人和心中道义。

近年来，劳动者的自我书写成为新的

文学类型。《我在北京送快递》《赶时间的

人》《劳动者的星辰》等都带给了广大读者

感动与共鸣。这些生活中“最熟悉的陌生

人”，用自己不停奔跑的脚步支撑起都市人

的日常生活。

《逆行人生》的镜头虽然主要聚焦在外

卖员，但它背后又有着上班族共有的辛酸

苦辣。无论是写字楼里的白领还是奔波在

外的体力劳动者，我们都可借此去审视工

作本身的意义、工作与生活的关系。这，也

是电影中的高志垒在“逆行人生”中的真实

收获。

阅 读 提 示阅 读 提 示
古之长安，今之西安，传承着一种鲜

为人知的非遗文化——西安鼓乐，它流传

自长安大唐宫廷燕乐，以“燕乐半字谱”的

形式，被民间乐师们口传心授、代代相传，

这其中便有东仓鼓乐社。

从后继乏人、几近断代，到入选人类非遗名录、在短视频平台上拥有 70多万粉丝，西安鼓乐在新时代焕发出新活力——

千年笙鼓音 遗韵复绕梁

视 线视 线G

本报讯（记者苏墨 实习生金珈伊）这个暑假，越来越多

的人被博物馆和文物短视频“种草”，“为博物馆奔赴一座城”

成为年轻人出游新现象。这股热潮中，火爆的还有各地博物

馆的“花式”文创。近日，“甘肃省博物馆卖麻辣烫”登上社交

媒体热门话题榜。

这款“麻辣烫”是一套毛绒玩具，丸子、年糕、香菇等“菜

品”一应俱全。顾客挑选完毕后，工作人员会依次询问口味，

刷上“秘制酱料”，并耐心“烹煮”，最后一步才是结账。全新

的玩法，让这款文创产品比该馆此前推出的“马踏飞燕”还受

欢迎，上线即售罄。

大火的文创产品还有上海博物馆的古埃及文明大展周

边文创、辽宁省博物馆的“簪花仕女图”饰品，等等。有些游

客甚至不惜为此花费上千元，专门采购。

今年上半年，辽宁全省博物馆系统深入践行“让文物活

起来”指示精神，抓住“深耕传统文化内涵”和“满足观众多

元需求”两大核心要素，促进文创产业持续提质升级，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全省博物馆文创总收入

6968 万元，是去年同期的 3 倍，同比增长了 206.5%。辽博以

传世名画《簪花仕女图》为主题，提炼文物元素符号，将文

化附加值与设计美感注入文创。簪花仕女剪纸、簪花系列

手作饰品火出圈，既让观众们大饱眼福，满足了消费者的

购买欲，又挖掘了馆藏文化资源，在无形中传播了中华文

化。饰品设计者卢雪说：“这款文创产品不仅能让文物活

起来，还可以让更多的人通过文创产品了解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

甘肃简牍博物馆 DIY 徽章套装，精选肩水金关、玉门千

关、悬泉汉简等文物为创意贴纸，创新“咕卡”玩法重现丝路

古韵。购买者可自制徽章，将古简牍以现代风貌展现，兼具

娱乐性与实用性。套装附 AR 语音讲解，沉浸式体验文物故

事，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风采。辽沈战役纪念馆集章卡，沿

展线设 9点打卡，印章对位文物，让红色故事“印”上卡片，重

温革命艰辛。特色冰箱贴融合展厅与纪念塔，可动“功臣号”

坦克添趣，创新设计广受欢迎。

然而，红火的背后，很多消费者也反映“昨晚冲动消费买

文创，今天后悔得想哭”，跟风买的文创往往风一过就不喜欢

了，长期在家里“吃灰”。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文创产品要超越情绪消费的局限，

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是对美的传承、传播和探讨，因此我们需

要加强和丰富它的内涵。”清华大学教授、著名艺术家、文化

学者言恭达说。

艺 评艺 评G

在“逆行”中重新看见他们

甲午海战暨甲午沉舰水下考古展举办

博物馆文创爆火
还需要持续创新

业内人士认为，文创产品要超越情绪消费的

局限，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司法协作共护文化和自然遗产共建“大黄山”
黄山、池州、安庆、宣城四市法院将合力出击

据新华社电（记者潘峰）为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

承利用工作，助力“大黄山”建设，安徽黄山、池州、安庆、宣城

四市中级人民法院 8月 8日共同签订了《深化司法协作服务保

障大黄山建设框架协议》，在文化遗产保护、生态环境治理、审

判能力提升等领域开展交流协作。

司法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是这一协议

的重要内容。根据协议，黄山、池州、安庆、宣城四市法院将合

力打击盗窃、损毁、倒卖文物等犯罪，联动化解涉非遗项目、景

区和民宿项目纠纷，共同守护“大黄山”区域文物古迹、传统村

落、古民居、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全，同时

加大地理标志、驰名商标等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四市法院将合力打击跨市域水污染、非法处置危险废物、

破坏动植物资源等犯罪行为，推动四市司法机关与行政主管

机关联动互动、行政执法与司法办案有机衔接，探索针对跨市

域环资案件中生态环境修复、禁止令等特殊执行事项的委托

执行制度。

为保障协议执行，四市法院将成立司法协作工作联席会

议，组建司法协作工作联席会议工作联络小组，充分利用全国

法院“一张网”建设成果，促进办案信息整合、一体协同办理、

司法资源跨域调配。

记者了解到，“大黄山”范围包括黄山、池州、安庆、宣城四

市，区域内不仅坐落着黄山这一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还

拥有丰富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九华山、天柱山等群峰竞秀，长

江、新安江等数流穿境，数千处传统古村落星罗棋布，徽州文

化、古皖文化、桐城文化等交融荟萃。

从 8月 4日开始，“铭记历史——
甲午海战暨甲午沉舰水下考古展”在
山东博物馆举办，展览全面系统地展
示了300余件（套）甲午沉舰水下考古
珍贵文物，以及甲午战争最新史料科
研成果。

上图为展出的致远舰圆形水密舷
窗。右图为参观者在观看甲午沉舰水
下考古模拟现场。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 摄

福建泉州：蟳埔女簪出“共富花”
8月8日，福建省泉州市蟳埔村村民为游客簪花。
蟳埔村位于福建省泉州湾晋江入海口，蟳埔女簪发戴花

的古老民俗被称为“簪花围”。2008年，以“簪花围”为代表的
蟳埔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近年来，随着网
络上“簪花围”的出圈，各地游客慕名前来体验，带火了当地
文旅产业。蟳埔村抓住机遇，积极带动当地妇女学习簪花技
艺，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新华社记者 陈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