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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那比“滥竽充数”中的竽略
小一号的古乐器“笙”，若融入室
内乐、打击乐、多媒体，能“变奏”
成什么样？评弹闲散的调子和同
样自由的爵士乐能“碰撞”出火
花吗？昆曲若用钢琴伴奏，会不
会更洋气？

传统戏曲、曲艺和民乐，在
艺术家的手里到底能翻出多少
新花样？上海音乐厅提出的“乐
无穷”第二季将于 ! 月拉开帷
幕，再次将把目光聚焦于传统民
族音乐，探索其无限可能。

不识!笙"面
若不是吹“笙”的吴彤在本

届格莱美拿了提名奖，估计“笙”
在大多数年轻人脑海中，也不过
是课本上“滥竽充数”插页中，摇
头晃脑的古代人拿着的奇怪乐
器。

足足有 "###岁的笙，是世
界上最早使用自由簧的乐器，在
《诗经·小雅·鹿鸣》中就有“我有
嘉宾，鼓瑟吹笙”的字句。然而，
当初凡吹必 !## 人的声势浩大
的盛况，绵延至今，竟遭遇许多
年轻人“见面不相识”的尴尬。

自小学习吹“笙”的张梦玩
笑说：“带着‘笙’出国演出，每过
安检必被盘问，可能长得有点像
‘杀伤性武器’，安保人员总是将
信将疑地让我表演一段才得以
过关。”作为中国最古老乐器，莫
说外国人，就是本国年轻人也有
许多不识“笙”面，让人唏嘘。

然而，自小有反骨的张梦，
偏不信邪。学过竹笛、长号这两
种在中西乐器中都算“出路尚
可”乐器，却最终投入“笙”的怀
抱，张梦坦言是看到了“笙”的无
限可能。“你们别看这是 "###年
前就有的乐器，他的多面性不可
估量，什么都能吹。我每次过海
关，都拿它吹布鲁斯（蓝调）。”

作为“乐无穷”第二季的头
场演出，张梦为自己的音乐会取
了个很好听的名字———《绘笙汇
瑟》。音乐会中除了传统“笙乐”
外，还将呈现这一古老乐器同电
子乐、多媒体、打击乐、混合室内
乐等跨界融合的能力。

精于演奏亦擅长创作的张
梦，脑子里有无数新奇实验，都
将在音乐会中得以实现。音乐会
曲目中最特别当属原创的《水下
幻听》，张梦会戴着潜水镜，在多
媒体影像配合下，展现人在水中

听到的各种奇特声音。

评弹撞爵士
这些年，高博文在评弹实验

创新的路上从未停歇。继此前摇
滚评弹带来广泛争议也收获无
数粉丝之后，他又将评弹投入了
爵士这一崭新的炼金炉。
“音乐都是相通的”，这话虽

烂俗却也是真理。评弹和爵士看
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在自由精神
这一点上倒很是惺惺相惜。最初
的尝试，因没摸准路数，进展非
常缓慢。高博文说：“评弹都是自
弹自唱，非常个人化，调子也十
分自由。今天演员状态好，可能
调门高一些、腔拉得长一些；明
天状态不好了，调门就降低些，
每天演来都略有不同。”这份自
由，曾经为评弹和西方乐器的融
合带来很大障碍，也为最初和爵
士的合作带来困难。

但幸好爵士也不是太“规
矩”的门类。于是艺术家们渐渐
放弃既定路子，在各自自由中
“碰撞”出最好听的“意外”，才有
了这场“古韵新弹———高博文和
他的朋友们新评弹音乐会”。

这种“不是你要改变我，也
不是我要顺从你”的“碰撞”很是
让高博文喜欢。“爵士评弹”的推
出，跟“摇滚评弹”一样，不是评
弹的方向，而是给予年轻人的评
弹选项。

据悉，在音乐会中，评弹的
“蒋调”“丽调”各种流派、“九大
连环”等曲牌都会被改编演绎。

钢琴伴昆曲
值得一提的是，曾在去年艺

术节上大放异彩的“《当德彪西
遇上杜丽娘》———顾劼亭钢琴昆
曲音乐会”，此次也将亮相“乐无
穷”第二季。

旅法钢琴家顾劼亭，自小学
习钢琴，后研习德彪西作品。和
其他浸润于西方艺术的钢琴家
略有不同的是，受曾任苏州昆曲
博物馆馆长父亲的影响，顾劼亭
自小耳濡目染，对昆曲亦很热
爱、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她看
来：“水磨腔慢笃笃的调性，和德
彪西的音乐有种特别的共鸣。”

此前，观赏过《当德彪西遇
上杜丽娘》的观众都对钢琴和昆
曲融合营造的朦胧意境印象深
刻，顾劼亭希望：“借助‘乐无穷’
这一传统文化创新演绎‘大集
合’平台，能让更多观众领略汤
显祖笔下杜丽娘行走在德彪西
行云流水般音乐中的风姿。”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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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后、&# 后化身海派月份牌风情万
种的女主角，更难得的是他们是这些月份
牌的创作者。'#()*+#(,市美协月份牌年
画传承基地汇报展近日在虹桥当代艺术
馆展出，传承基地教师杨建明介绍，)名有
扎实绘画功底的年轻人经过 ( 年学习进
步不小，“关键是他们对月份牌充满好奇
与热情”。同时，另一名教师韦献青呼吁更
多感兴趣的青年加入月份牌非遗传承，因
为当下的创作者太少了。

慢工出细活吓退多人
一般，美术界把 (&("年设为月份牌

元年。那一年，画家郑曼托采用擦笔水彩
画法，创作月份牌《晚妆图》。杨建明介绍，
月份牌是上海开埠通商的一个广告产物，
月份牌创作在 (&!# 年左右达到巅峰，之
后因战乱陷入低潮。新中国成立，以年画
面目出现的月份牌再迎创作高峰。(&&#年
代至今，受数字媒体等冲击，月份牌淡出
大众视野。

+#((年，月份牌年画被列入上海市非
遗名录。同年上述传承基地正式开门迎
徒，作为月份牌年画项目第四代传承人的
杨建明、韦献青一直翘首以盼第五代成长
起来。

杨建明透露，月份牌创作需要多个步
骤，搜集素材、素描稿、拷贝、碳精粉擦笔、
上色，“仅‘擦笔’就要两周以上，所以一幅
作品至少要一到两个月，以前画家花一年
甚至更长时间并不稀奇”。此外，月份牌讲
究“甜、糯、嗲、嫩”特质，上色时需用水彩
一层一层覆盖出清透丰润感，展现女性吹
弹可破的肌肤。“每一个环节每一笔都不
能有丝毫马虎，要坐得住、静得下来，所以
得发自内心地喜欢这门艺术。”他指出。

下班周末就来学画
+#()年，市美协与上海长宁文化艺术

中心、上海星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参
与月份牌年画“非遗项目”建设，月份牌年
画传承基地迁入佳都大厦内，画室环境设
施有了很大改善。更令 +名传承人欣喜的
是，这次登门求学的年轻人“坐得住”，“他
们大多是美术专业院校的硕士或博士毕
业，还有一名大学老师”。)人中最长 !%

岁，最年轻的 ++岁，完全利用业余时间学
习月份牌技法与创作。

为了能凑上学员的机动时间，+ 名传
承人工作日大多待在传承基地内，他们放
弃统一大课教学模式，采用师带徒，只要有
徒弟有空来便进行免费指点。他俩始终认
为有年轻人肯学就应该无私地教。
学员方怡佳是一名地勤，平时不是在

机场上班，就呆在画室里学画。其他学员也
不满足于周一到周五的学习，纷纷用双休
日练画。“月份牌需要整块的时间进行创
作，一开小差思路就会被打断，肯定画不
好。平时太忙了，休息日心比较定。”学员、
策展人徐崎遥指出。

月份牌能否画人体
没有周末、又不挣钱，这批年轻人为何

愿意守候月份牌？
正在读博的姜修宜希望未来能研究月

份牌的断代史以及艺术流派，“现在做这一
方面的人太少了，也算另辟蹊径，而且我喜
欢这种细腻的画风”。
姜修宜称：“能不能把西方人体画引入

月份牌，这门技艺最适合表现肌肤质感了。
如今月份牌的功能性没了，不过艺术性还
可以做文章。”方怡佳认为，月份牌走文创
产品之路也大有可为，“不过我们首先要解
决的是做出更多原创作品，不能老翻版前
辈的作品”。

+ 名传承人守着国内仅有的传承基
地，有喜有忧，“这批年轻人真的很刻苦，不
容易。不过月份牌传承中最大的问题仍是
缺少人才，会美术的孩子很多，但是愿意为
这门技艺投入精力的人太少了，除了难静
心，或许也迫于工作压力与家庭重担等客
观因素”。 本报记者 肖茜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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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起来传统文化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