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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激励下，中国动漫产业
近年来蓬勃发展，从曾经的日渐式微到如今的生
机勃勃，为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更为丰富
的精神食粮。来自尚普咨询的调查显示，中国动
漫拥有庞大的受众消费市场，预计 2023 年总产
值将突破 4000 亿元。可以说，动漫已经成为数
字媒体时代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随着动漫深入渗透人们的生活，不但产生巨
大的产业价值，更与社会发展、公众意识形态密
切交织相互影响。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影响力
与日俱增的中国动漫，更应担负起推动文化繁
荣、建设文化强国、树立文化自信的社会责任。
展现中国态度、传递东方价值观，已经成为动漫
创作者必须坚持和加强的思想觉悟，这不仅是文
化工作者的使命和担当，也是中国老百姓爱国情
怀高涨下的潮流趋势。

以近期上线的《灵笼》第二季前瞻预告片为
例，这部长达30分钟的独立篇章，在有着精良的
制作和深邃的剧情的同时，更深刻揭示了社会深
层结构下的东方价值观，瞬间引燃了中国动漫迷
的热情，登上微博、B站、抖音、快手、知乎等众多
主流平台的热搜榜单。

尽管《灵笼》故事主体发生在架空的废土世
界，但此次发布的第二季预告，将视角瞄准灾难
发生之前的未来都市，用丰富且细腻的场景，刻
画了一幅科技高度发达的城市图景。

精致的画面之下，这支预告片围绕科技如何
守护“人性的温度”这一话题深入展开，并从 AI
的视角探讨人性。剧中白靖宇通过上万次试验
追求科技的上限，不正是坚忍不拔、精益求精的
科研态度的最好体现。这些角色弧光及剧情所
展现的，正是中国人所崇尚的“舍小我而利公，行
大道而忘我”的中国精神。

事实上，《灵笼》的成功，不仅在于其精美细
腻的画面、庞大的世界观和丰富的人设，更在于
独特的东方幻想气质，以及对现代社会话题的敏
锐捕捉和深入探讨。这将为动漫产业乃至文化
产业的发展，提供全新的思路和方向。

公众对文化产品的需求正在不断升级，对具
有中国味道的原创文化产品的渴望更加强烈。
面对日漫、美漫在全球范围内的巨大影响力，中
国动漫产业一方面需要从中国精神中汲取营养，
阐发东方价值观，另一方面也要与时俱进，通过
更贴合观众需求的形式和内容，讲好中国故事，
彰显中国态度。

5000年来，中华文明以开放包容的特质，兼
收并蓄的胸怀，使中华文脉绵延繁盛、中华文明
历久弥新，彰显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就像《灵笼》
一样，尽管故事发生在架空世界，但其立意和根
基，本质上仍是现代社会的人格图景。坚持自
我，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同时兼容并包，与时俱
进，充分激发动漫创新创造活力，只有这样，才能
推动中国动漫的崛起和中国文化产业的繁荣，真
正将中国态度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灵笼》第二季的前瞻预告片，以 48 小时播
放量近千万，全网的曝光量超过6亿，收获20多
个热搜的成绩获得了大众的认可。可以预见，以

《灵笼》这样优秀动漫作品为代表的数字文化业
态，将成为推动中国文化产业升级和中国文化走
出去的关键路径。而愈发繁荣的数字文化业态，
也将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持续提升国人的文化自信，赢得全世界的关注和
认可。 来源：京报网

根植东方价值观
中国动漫彰显中国态度

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的西安鼓乐，是我国保存完整的大型
合奏乐种之一。西安东仓鼓乐社不断探索，既传承
复奏古音，也大胆创新，排演舞台剧、进行网络直
播。通过乐师们的创新演绎，穿越千年的西安鼓
乐，绕梁不绝。

“咚，咚咚……”鼓音铿锵，满座悄然。一束灯
光，打在乐师齐兴峰身上。只见他半眯着眼，手腕
看似柔软，鼓槌一落在鼓面上，却犹如惊雷。阵阵
鼓点“吸引”来笙管笛锣，鼓密，曲起……在位于陕
西西安的大唐芙蓉园紫云阁，舞台剧唐代宫廷燕乐

《鼓》每日上演。
音自大唐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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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安鼓乐，是我国保
存完整的大型合奏乐种之一。通过东仓鼓乐社乐
师们的创新演绎，西安鼓乐穿越千年，绕梁不绝。

口传心授、代代传承，吸引更多年轻人
大唐芙蓉园紫云阁三层，一间不大的屋子里挤

着十来个人，这里是东仓鼓乐社的化妆间、休息室
和教室。

一方长桌后，一名老人头发花白，一身蓝布衣，
脚蹬布鞋。他是赵筱民，鼓乐社的“台柱子”。

从下午1点到晚上10点，鼓乐社一天至少要排
4场演出。演出间隙，赵筱民会一字一句地带着徒
弟们哼吟，这个过程叫“韵曲”。西安鼓乐保留着中
国古老的记谱方式，东仓鼓乐社的乐师们可识读传
自唐宋的工尺谱。谱子会识会背是基础，要演奏出
来，只能靠老艺人的口传心授。“鼓乐谱的音符需要
通过‘哼、嗨、哟、哎’等虚音来丰润修饰，鼓乐的韵
就在其中，有了韵才有鼓乐的离合、轻重、缓急等丰
富变化。这便是传统鼓乐的魅力所在。”赵筱民说。

西安鼓乐源于唐代燕乐。盛时，西安一度活跃着
百余家鼓乐社，东仓鼓乐社便是其中之一。由于种种
原因，西安鼓乐一度没落，甚至全城难觅鼓乐声。

东仓鼓乐社社长范炳南打小听着鼓乐长大，
1978年，他拜师西安鼓乐大师、当时东仓鼓乐社的

“挑梁”赵庚辰，并开始搜寻遗落在各处的工尺谱和
乐器。

1981年，东仓鼓乐社恢复了活动，赵庚辰在街
坊邻里间传授鼓乐。看到鼓乐社后继乏人，范炳南
很痛心。他各方联系，自掏腰包，为东仓鼓乐社寻
找演出机会。赵庚辰也在高校开设鼓乐课程，希望
吸引更多年轻人了解鼓乐。

开班收徒、复奏套曲，重现古老乐音
一杆笛飞扬动听，让浑厚的鼓乐灵动俏皮，鼓

乐里的“花儿”主要靠笛来塑造。34岁的胥小杰就
是东仓鼓乐社里的一杆“好笛子”，与他几乎同龄的
10人，如今是社里的骨干力量。

初习鼓乐时，他们还是十来岁的孩子。2004
年，赵庚辰与范炳南有了收徒授艺的打算，可问了
一圈，愿意来学的寥寥。范炳南提议：“走出去，找
徒弟！”师徒二人走访渭南、大荔等地招徒，在西安
市长安区租下了一处农家小院，唱曲声、管笛声、鼓

铙声重新在东仓鼓乐社响起。
“太难了。”这是胥小杰对鼓乐的第一印象，“那

些工尺谱就跟天书一样，我们背了整整一个月，连
乐器都没摸过。”

“韵曲”百遍，其意自现。一次演出，赵庚辰演
奏了《霸王鞭》，让胥小杰背的谱子“活”了起来。旋
律钻进耳朵，“曲子怎么这么好听，打那会儿起，我
就爱上了笛子。”胥小杰说。

西安鼓乐演奏时没有指挥，全靠鼓声来引导统
领。“整支鼓曲演奏的风格气质，都要跟随鼓的节奏
情绪，习鼓是最难的。”赵筱民说。之前，这最难的
部分由赵庚辰来教，“那会儿他已经80多岁了，但还
是一点点给我们抠细节。”东仓鼓乐社乐师李唯说。

西安鼓乐中的坐乐是最复杂的，其中尤以3支
大套曲《八拍全套》《法鼓段全套》《别子、湛全套》最
难，每次演奏时长都在一个半小时以上。“行内将能
够整套完整演奏称为‘穿靴戴帽’，第一次‘穿靴戴
帽’就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范炳南说。

如今，东仓鼓乐社有三四人能够“掌鼓”，经验丰
富的乐师一人要会鼓、笙、管、笛、钹等十几种乐器。

排演剧目、网络直播，寻觅更多知音
没有听众，传统技艺何去何从？东仓鼓乐社也

面临过这样的窘境。
2005年春节期间，没出正月，赵庚辰和范炳南

就守在小院里等着孩子们回来。不少孩子觉得前
途无望，不想再学。范炳南发愁，挨个给他们打电
话。他总是和孩子们说：“鼓乐是民族瑰宝，要靠你
们把鼓乐救活。”但是不是能拿鼓乐当饭碗？他心
里也没底。好在，2006年，东仓鼓乐社在大唐芙蓉
园紫云楼常驻演出，乐师们也拿上了工资。

一边演出，一边学习，近20年来，东仓鼓乐社已
经可以复原3支坐乐全套中的两套半。2019年，大
唐芙蓉园开始为东仓鼓乐社创排舞台剧《鼓》。这
部剧讲述唐长安一名天赋少年历经考验成长为一
代传奇鼓师的故事。演出融入了现代舞台元素，并
在传统鼓乐基础上创排了新曲目。

没想到，新曲目却难为了这些老乐师。“简谱线
谱要从头学起。导演都为我们捏把汗。”齐兴峰
说。但机会难得，每个人都跃跃欲试。最终，舞台
剧《鼓》成功上演，吸引了许多年轻观众。

如今，鼓乐社还在寻找更多舞台。去年4月，东
仓鼓乐社开始在短视频平台直播，截至目前，全网
播放量达4.2亿次。齐兴峰很兴奋：“让更多人体验
到鼓乐之美，我们劲头更足了。”

“在原汁原味这个基础上大胆创新，传统的
‘根’不能变，鼓乐的‘魂’不能丢。”赵筱民说。东仓
鼓乐社保存的上千首乐谱，如今能演奏的只有300
多首。西安交通大学教授马西平是赵庚辰的弟子，
她十几年如一日，记录了大量赵庚辰吟唱的曲子，
将录音录像资料“翻译”为线谱简谱，并结集成书。

“口传心授的方式不易传播，我希望能完成乐谱‘翻
译’工作，让乐音传得更远。”马西平说。

《人民日报》记者 原韬雄

千年鼓乐复绕梁

东仓鼓乐社的乐师们正在进行直播。 原韬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