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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民乐艺术工作者努力

挖掘传统音乐，并通过音乐会、综艺等形

式进行创新传承与发展，其中，由央视纪

录频道打造的系列纪录片《国乐的侧脸》

让人印象深刻。该片在浩如烟海的国乐

中 ，精 心 选 择 了 最 有 代 表 性 、最 具 知 名

度、最富影响力的乐器及作品，通过《知

音》《和鸣》《霓裳》《离骚》《春江》五个篇

章，挖掘国乐中的现象级古韵古曲，从历

史、人文、情感等多角度展现国乐不易被

看见的“千面侧脸”。

多角度述说国乐之魅
何谓国乐的“侧脸”，国乐的正面是

精 妙 绝 伦 的 工 艺 与 绕 梁 不 绝 的 动 人 旋

律，而国乐的侧脸则是鲜活多样的历史

表情。

《国乐的侧脸》每集以流传至今的传

统经典国乐为切口，分别从音乐表演、乐

器考古、乐理分析以及乐人对国乐发展

的不断探索等角度入手，在多线交织叙

事中，传递出丰富的国乐知识和历史信

息。譬如《和鸣》一集，从曾侯乙墓及叶

家山西周墓出土的编钟入手，解读乐器

本身及其蕴藏的历史信息、音乐奥秘，深

入 分 析 它 何 以 成 为 历 史 上 的“ 八 音 之

首”。同时，该集展现了音乐工作者们探

索复制编钟在今天的音乐表现力，努力

重现编钟永不褪色的辉煌。又如《霓裳》

一集，通过海内外音乐学者、民间乐人和

民族音乐学家的多种视角，讲述了《霓裳

羽衣曲》从兴盛到衰落，继而由唐代宫廷

流传至民间的流变轨迹，表现唐代乐舞

大曲的斑斓色彩以及千年以来的传承改

变。一千多年前，初唐诗人张若虚用文

字描绘过“春江”的永恒之美；百年前，民

族音乐团体“大同乐会”借着辉映千年的

文字和意境，开创了国乐的新声。今天，

乐曲《春江花月夜》仍然不断演绎着新的

传奇。第五集《春江》借绵延不绝的一江

春水，向人们呈现时空中的相逢，以不朽

的 旋 律 ，奏 响 整 个 民 族 心 灵 感 受 的 和

弦。该片详尽述说国乐的传承发展、国

乐与思潮、国乐与匠心、国乐与历史、国

乐与时代等国乐的不同侧脸，让观众在

感受音乐之美的同时，细品国乐承载的

文化底蕴。

多层面展现国乐之韵
为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纪录片从

叙事结构、叙事功能、叙事视角等多方面

进行了多元化的创新。《国乐的侧脸》在

结合影像、动画的基础上，突出了情景交

融、声画结合的特点。如《离骚》一集，开

篇便是一幅画：汨罗江上，迷雾之中有人

低头吟唱、抚琴，再配上乐曲《离骚》，使

该曲之韵显得悠长，令观众在声画结合

中体悟到曲中的自然意趣；张孔山云游

到青城山时，受山下都江堰滚滚水势启

发改编《流水》，镜头里，流水景象与同步

的流水声、古琴声相得益彰。

据了解，该片从 2018 年立项、开始素

材选择，主创人员辗转四川、江苏、上海、

湖南等地拍摄，还前往日本、美国等地取

材 ，采 访 了 武 汉 音 乐 学 院 、湖 北 省 博 物

馆、荆州博物馆及随州、秭归等市的专家

学者、基层文化工作者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 传 承 人 。 正 因 为 主 创 人 员 的 不 懈 努

力，才有了片中呈现的管平湖的演奏画

面，曾侯乙编钟出土演奏时的纪实影像，

还有林晨参与数码音乐作品、减字谱对

应旋律的动画演示以及通过情景演绎呈

现出屈原创作《离骚》时的际遇和心境变

化。《世说新语》中“从山阴道上行，山川

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之说，或可形

容这部纪录片的魅力——从听觉之美，

到视觉之美，再到心灵震撼，让人观之愉

悦。

多元化呈现国乐之潮
《国乐的侧脸》以纪录片的形式将国

乐与现代音乐相结合，让新兴的元素注

入经典之中，以流行推动经典的再传播，

同时也为文化传承类节目的发展提供了

新思路。古代中国，没有保存声音的介

质。有人说，中国古代音乐史就是一部

无声的音乐史。从被称为礼乐文化代表

的“八音之首”编钟到唐玄宗改编的《霓

裳羽衣曲》，很多在当下依然令人耳熟能

详的名篇，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已经丢

失了原有的曲谱。然而，这并不影响一

代代的中国人传承它们、创新它们、发展

它们。该片讲述了国乐如何活在当下。

他们中，有考古专家、音乐教授、世界级

演奏家，也有斫琴师、说书人、打倡人、民

间乐社、乡村教师、皮影戏表演者等，不

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的音乐人生，却

共同指向了同一个“古乐今声”的主题。

值得一提的是，该片每集片尾都呈

现了古曲的创新演绎成果，如林晨对于

《流水》创造性转化的数码音乐作品、李

幼平与音乐团队创作的编钟管弦乐《神

人 畅》、本 着 基 调 不 变 做 改 编 的 皮 影 戏

《离骚记》等。《春江花月夜》是大同乐会

追 求 中 西 音 乐 融 合 而 创 作 的 曲 子 。 当

下，许多人正在尝试着将国乐与更多流

行音乐元素融合——有人用编钟与钢琴

合奏，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吴蛮则将

琵琶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各种特色乐

器结合，在丝绸之路音乐节上打造了一

场缤纷多彩的音乐会，让丝路乐章别有

一番风味。《国乐的侧脸》在跨越千年的

国乐历史漫行中，奏响传统国乐与国潮

创新跨越时空的和鸣，吸引了不少年轻

观众的目光。为适应当下大众对音乐的

多元化审美需求，该纪录片并不是简单

地呈现传统乐曲，而是呈现了在保持国

乐作为创作根本的同时，音乐工作者与

爱乐者不断地以自己的方式诠释这些古

曲，在“今乐”的表达中激发出“古乐”新

的活力，从而让观众欣赏到与时俱进的

国乐，感受国乐之潮，帮助观众更好地去

理解和喜欢国乐。

综上，中国民族器乐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悠久的历史长河

中汇聚精粹，积淀底蕴。《国乐的侧脸》带

着中国民族器乐在赓续传承与繁荣发展

中汲取人文智慧、扎根人民、立足时代、

面向世界，展现生动隽永的国乐强音。

2023 年伊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以一部动画《中

国奇谭》回归大众视野。8集国漫新编小故事，每集 14至

22 分钟。这部动画在 B 站收获了 2.2 亿的点击量。其

实，开创了“中国学派”民族风格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

厂，曾经是数代国人心中的国漫之光。《乌鸦为什么是黑

的》《大闹天宫》《哪吒闹海》《金猴降妖》《宝莲灯》……中

国动画百年来，众多的长篇经典，均由它缔造。

自《大闹天宫》起，近半个世纪以来，从传统中求新

生，用传统故事引题发散新枝、阐扬时代精神，成为中国

动画电影人竞相追逐的一条道路。

影版《葫芦兄弟》与《黑猫警长》同源，是又一较成功

的动画案例。即使是今天，能够经受住市场和影迷口碑

双重考验的优秀国漫作品中，取材自传统文化的依然数

量可观。同是取材自《西游记》，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

圣归来》在民族风格中追求现代美感，上映期间好评如

潮，引发大批网友成为奔走相告的“自来水”。《哪吒之魔

童降世》用全新创意解构传统文化，用精湛的技术仿真

代替传统国漫写意风格，开创的 50.36 亿元国漫票房最

高峰迄今未被超越。此外，《白蛇：缘起》《白蛇 2：青蛇

劫起》对民间传统故事《白蛇传》的借用，从《姜子牙》到

《新神榜：杨戬》对封神演义神话传说的新编，均是立足

于民族自有精神遗产基础上的二次创作。蔚为大观的

国潮，成了当下众多动画创作者共同选择的策略性叙

事。

前辈珠玉在前，当下的国漫要想突围，首先需越过

高山。按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的说法，当下艺术

创作中，影响的焦虑是无法回避的。“中国学派”格调高

雅、自成风格，从人物性格、思想、习性、动作、言语到讲

故事的方式，都体现出鲜明独特的本民族特征。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当下的一些国风动画创作者，他

们站在巨人肩膀上，有的看见了更美的风景，也有的难

以适应、陷入窘境，或是只学了其形，或是在前辈艺术家

的大 IP 荫庇下大打怀旧牌、吃老本。新世纪以后，上海

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创作品变得十分稀少，前些日子在南

昌上演的儿童舞台剧《黑猫警长之城市猎人》便是怀旧

牌面之一。《黑猫警长》是我国第一部科普动画系列片，

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1984 年的创作，温暖了许多人的

童年岁月，亦成为一个十足的国产动画大 IP。而此番剧

场新作，尝试了经典动漫形象与现代话剧艺术的结合。

现场观剧的四五岁儿童很多，一番观剧后，他们表达着

对它的喜爱，“太好看了”“还想看”。然而，观众不禁要

问了：离开自带大 IP 属性的传统文化舒适区，国产动漫

如何讲好故事？怀旧牌用一次好使，第二次和第三次以

后，还如何在竞争激烈的 IP 产业链创作模式角逐中占有

一席之地？无疑，走出舒适区，探索、创新更多动画表

达，依然是一些老牌动画“大

厂”面临的挑战。

其 次 ，东 西 方 成 熟 动 画

工 业 体 系 的 夹 击 ，增 加 了 当

代中国动画电影人进军海外市场、实现文化走出去的难

度。在西方，有迪士尼、皮克斯这般成熟的动画工业体

系。仅以皮克斯动画工作室为例，“玩具总动员”系列长

片跨度从 1995 年至 2019 年，收割几代观众叫好叫座的

同时，还衍生出超人、海底、机器人“总动员”系列；《飞屋

环游记》《头脑特工队》《寻梦环游记》等奥斯卡最佳动画

长片获奖影片，或者选择在色彩瑰丽炫目的环球旅行题

材中讲好普通人的朴素爱情故事，或者结合 3D 技术借

助孩童奇妙想象视角深入情绪调节等心理学话题，或者

以墨西哥亡灵节为灵感，结合音乐梦想构建一个磅礴奇

崛的灵魂世界……成批量的优质产出不仅提高了观众

对于动漫艺术的审美门槛，也为从业者划下了实实在在

的突破基准线。而近邻中，日漫里不仅有高艺术水准的

吉卜力工作室以及宫崎骏这样风靡全球的殿堂级大师，

只靠口碑金字招牌便在全球自带票房号召力，还很擅长

大 IP 再创作，创造新的商业价值。龙猫、千寻、魔法少女

琪琪、哈尔、小人阿莉埃蒂——宫崎骏构建了一个安徒

生般的童话世界，这个世界里的角色变成了当代亚洲年

轻人枕边的玩偶、头上的发卡、书桌上的水杯。去年上

映的《名侦探柯南：万圣节的新娘》甚至提供了一种可复

制可借鉴的动画电影叙事策略：电影将青山刚昌原著中

人气最高的几位独立角色归拢在了同一个故事框架中，

在扑朔的案情中大玩“回忆杀”。影片中，旧梗用烂了、

案情走向也不尽严谨，但并不影响它整体的传播度和美

誉度。如何在东西方优质同行的夹击中脱颖而出？这

是每一个国漫从业者必须走好的桥。

直到《中国奇谭》回归，怀旧国产牌面和吃腻了美日

“进口零食”的观众大呼过瘾：“爱死这种没被美日风格

影响的干干净净的中式传统 2D 国产动画”，豆瓣词条

《中国奇谭》下，这条评论被点赞了 5707 次，一语道破国

漫突围面临的重重险阻——优质国漫创作者既需要调

整好美日等动漫强者的影响的焦虑，又得拥有坚定的原

创精神和文化自信，二者缺一不可。

原创故事的水准远低于国漫制作技术、工匠精神、

艺术水准的现状并没有被打破，这是国漫的第三重困

境，也恰恰是国漫最有可能突围的路。模仿之路已经被

证实行不通。观众应该还记得 2016 年的《大鱼海棠》，影

片化用庄子文学形象里的北冥有鱼的灵感，原画制作十

分 唯 美 ，可 惜 剧 本 故 事 性 较 弱 ，且 模 仿 日 漫 的 痕 迹 过

重。这部历经 12 年打磨的诚意之作，终究更像是向大师

的致敬之作。这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着中国原创动画 IP

最致命的现实困境：故事（剧本）依然是国漫最大的短

板。

近年来值得关注的亮眼国漫中，无一不是在努力把

故事讲好。从 2001 年到 2014 年，中国香港先后推出了

“稚愈系”风格的“麦兜六部曲”。这个中国动画形象——

资质平平、屡屡失败的小猪麦兜，带给平凡的普通人许

多慰藉，把吃鱼丸粗面的可爱记忆写入了万千孩子的童

年。此外，市场的扩大化也让国漫的内容品类更加细

分：科幻向，有李圳宜导演的《我的三体》《我的三体之罗

辑传》《我的三体之章北海传》，在所有刘慈欣《三体》迷

面前立起了一座高峰；言情向，有讲述人妖纯情转世爱

恋的《狐妖小红娘》，已被引入东京首都电视台，并在国

内实现破圈影视化；动作奇幻向，有 MTJJ 的《罗小黑战

记》，开辟了“海外同步、长线上映、本土化商业发行”这

一中国动画电影走出去的新模式，并创造了中国动画电

影海外发行的票房纪录。大浪淘沙，更多取巧或跟风的

作品被淹没在市场和时间的大潮里，真正的创作者，开

始在险阻围困中渐次显山露水。

值得一提的是，赢得票房和口碑双丰收的作品，好

故事的内在逻辑往往兼具显著的本土化中国式美学风

格与时代审美经验双重特质。一方面，民族化在国漫精

神内蕴上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相较于视觉上和概念

上的民族化，中国式的内生伦理观念（如《哪吒之魔童降

世》里万龙铠甲所象征的宗族荣辱和社会责任）、东方思

维方式（如《狐妖小红娘》所坚守的突破人妖偏见追求至

善至情的价值观）和民族审美好恶（如孙悟空、哪吒、涂

山红红等形象的精神内核里都蕴藏着仗义、呵护弱小的

中国“侠”的成分），显然更能承担与本国文化实现良好

互动的叙事功能。另一方面，时代的审美经验融入了每

一个叙事的表达，深度参与到每一个角色的塑造中。一

是对崇高的重新建构，充满着后现代精神，如当代国漫

中的孙悟空不再承担取经重任、哪吒的助武王伐纣主要

功绩也被淡化，《中国奇谭》首集《小妖怪的夏天》的主角

则干脆是西游题材里从前无人问津的叙事“背景板”角

色——底层小猪妖；二是喜剧元素的介入，伴随着电影

娱乐化功能的日益凸显，诸如《刺客伍六七》这类风格轻

巧快乐的搞笑题材在国漫中占比开始变大；三是淡化集

体讲述方式，转而关注个体英雄或主人公的精神成长，

塑造具有鲜活个性、血肉丰盈、逻辑自恰的现代审美形

象。在“中国学派”民族风格之外，更符合现代文化话语

体系的国漫承担起文化传播甚至文化交流的重任。

“评书”这种曲艺形式在全国各地都很受欢

迎，它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为人们讲述着各种故

事。而“评书”作为“曲艺”形式的时间并不长，

“曲艺”是新中国成立后才提出的一种概念，即

中华民族各种说唱艺术形式的统称。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以说为主的评书，

在添加程式化的表演形式及固定的演出形式以

前，就作为口头文学在民间广为流传。就像我

们年幼时听着祖辈讲述的那些民间故事，它们

既是口头文学的民间传播，又是属于我们记忆

初期的“评书”。后来，人们对评书做出了更加

准确的定义，即以故事为主线，以“评”为主体，

加以人物表演的艺术形式。自此，我们便以此

为标准进行着评书的创作和表演。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都有自己的语言体

系、风俗故事、艺术形式，而在漫漫时间长河的积

淀中又不约而同地形成了大同小异的评书种类，

在北京有以北方语系为基础的北京评书，河北有

由西河大书脱胎而出的评书，江南又有吴侬语系

的“评话”，广东也有以粤语讲述的“评书”。江西，

同样也有属于自己的“江西评书”。

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先有评书，然后再以

各地方言来表演，以此逻辑发展成各个地方的

评书。如前所述，地方评书形成过程中不可避

免地受当地的历史文化、生活习惯、地理环境、

人文特征等诸多因素影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各种地方评书又开始有了交汇融合，从而把评

书推为一种被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20 世纪 40 年代，相声大师刘宝瑞到南昌献

艺，演出了讲述江西文化历史名人解缙故事的

作品《解学士》。明朝吉水县有解姓老两口，以

开豆腐坊为生，育有一儿。年纪稍长，老两口把

他送到私塾。先生为其取名解缙，字洪魁。有

一次过年，解缙写了一副对联贴在了豆腐坊的

门口，“门对千棵竹，家藏万卷书”，没想到这招

来了丞相的嫉妒。丞相百般刁难，解缙随机应

变。丞相自以为学识渊博，又把解缙找到府中，

想以对对联的方式难住他，没想到小解缙对答

如流，反使丞相难堪。丞相文竭技穷，最后不了

了之。

此前，《解学士》开篇多写解缙是南京人，但

刘宝瑞以正史中所记解缙为江西人开篇，改正

了从前作品中的不严谨。后来，1957 年“江西艺

术剧院”落成，邀请中国广播说唱团到南昌演

出，刘宝瑞再次随团来昌，表演《解学士》片段。

演出后，有一位老者与刘宝瑞谈论，江西也曾评

书盛行，却因年久无人传承，其内容与《解学士》

相似，遂请刘宝瑞帮助恢复江西评书。南昌进

步青年霍文龙到中国广播艺术团学习期间，经

刘宝瑞、侯宝林、殷文硕及中国广播说唱团多位

专家商议，最终为江西评书定义：传统江西评书

以江西地方方言为播讲形式，融合北方评书表

演特点，讲述江西历史故事。

江西评书以讲述江西地方故事和红色经典

故事为核心内容，以普通话为播讲方式，同时为

体现江西评书地方特色，在专有名词、地方俚语

等内容处使用江西方言。刘宝瑞等老一辈艺术

家一直很关注江西评书，霍文龙也孜孜学习表

演江西评书。后来，霍文龙回到江西，在南昌演

出了江西评书《郑板桥传奇》。

长期以来，笔者致力于江西评书的挖掘和

整理工作。其实，“评书”在春秋时期即有雏形，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到鼎盛时期。而江西评

书最早当为“江西故事”。农闲时，各地延请私

塾先生讲故事，后与北方评书相融合，借鉴北方

评书的表演表现手法，加上江西当地方言、风土

民情、历史故事相结合后形成江西评书。

抗战时期的南昌，军中常有士兵宣讲捷报故

事，其中亦借鉴江西评书表演手法。江西评书通

常是一个人表演，在演出时，舞台上摆一张桌子、

一把椅子，桌上放三件道具：醒木、折扇、手帕。

也有的演员不用桌椅和其他道具，自始至终立于

台上表演。代表书目有《郑板桥传奇》《许真君制

服孽龙》《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等。

后来，由刘宝瑞等曲艺工作者重新定义、发

展的江西评书在南昌诞生后，由赣江沿岸辐射

至抚河、饶河、信河等广大地区。而江西独特的

地理和厚重的历史，造就了江西评书深厚的文

化底蕴，也造就了江西评书弘扬红色文化的鲜

明特点。如江西评书新作品《南昌起义》，便讲

述了 1927年 8月 1日那场惊心动魄的革命往事。

江西评书以改编红色故事、红色经典见长，

围绕安源工人运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

斗争等，创作了一系列作品。江西评书分为长

篇、短篇书目。短篇内容反应时代气息，而长篇

评书与北方评书略有不同。北方评书大部分有

近百回的篇幅，江西评书多为二十至三十回。

今年，我省曲艺工作者积极投入江西评书

《南昌演义》的创作中。相信今后的江西评书会

在非遗保护艺术中脱颖而出，成为人们喜爱的

艺术形式，广为流传。

重谈
“江西评书”

□ 余际松

近年来，流行文艺创作中，国风日盛。一部部国漫从传统文化 IP中获得灵感，一首首国乐激发出
“古乐”新活力……流动的传统与生动的时代对接，五千年古老的中华文化，正以年轻态绽放当下——

与五千年相逢与五千年相逢与五千年相逢
特别策划

国漫突围国漫突围国漫突围
□ 周 颖

国风新奏雅韵和鸣国风新奏雅韵和鸣国风新奏雅韵和鸣
——评《国乐的侧脸》

□□ 曹艳婷曹艳婷

纪录片《国乐的侧脸》海报

动画《中国奇谭》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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