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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智慧 王智媛

语言 诞 生 之 前 ，音 乐 就 已 产 生 。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音乐有着非

常 重 要 的 地 位 。 基 于 这 样 的 历 史 语

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推出的系

列微纪录片《弦歌中华》，聚焦中国传统

音乐这一独特文化符号，选取上古流传

至今最具生命力与文化内容的音乐作

品，向世界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

力和中国精神。

音乐美学
从器乐之美到和合之美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

器。”从音乐美学角度来看，乐器首先作

为具体的器物与美的传达，成为一种美

学符号。与此同时，乐器不只具有作为

器物本身的美学意义，或是作为音律之

美的物质载体，更是通过与诗词画作所

代表的象征意义融合，推动器乐之美向

和合之美升华。

1.器物承载的历史意蕴与美学符号
“器物美学的丰富性、完整性、历史

连续性，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特有现象，不

仅包括有形器物，也包括无形器物。”中

华传统乐器不仅是音律的物质载体，更

是中华美学精神的凝练符号。

一方面，多元器物体系记载着丰厚

的历史文化信息，通过对器物形态进行

分析，能够揭示出特定文明与时代的文

化信息。每一种文明都创造出其特有

的艺术风格，《弦歌中华》向受众展示了

古琴、笛箫、琵琶、二胡等中华传统乐

器。《弦歌中华》第二集用“如果了解中国

人的音乐，一定绕不开琴”来介绍中国古

琴——九霄环佩。这张千年古琴不仅是

乐器，更是“活文物”，其形制、断纹与苏

轼题刻承载着中国文化传统与审美精

神，成为代表中国的美学符号屹立于世

界文明史。

另一方面，乐器作为音律之美的物

质载体，其本身所发出的乐音也同样是

中华美学精神的代表。《弦歌中华》第二

集用“有一种声音，当你听到他时就会

想起中国”来介绍笛箫，生动鲜明地表

达 出 笛 箫 作 为 中 华 美 学 符 号 的 象 征

性。与此同时，我们在欣赏乐器弹奏

时，体味这种美的感受的同时获得一种

审美的愉悦与情感的升华。《弦歌中华》

在第二集选取上古流传至今的经典作

品——《高山》《流水》，用古琴来演绎，

将抽象的情感具象化为可感知的旋律，

每一声乐音背后是中华民族千年不衰

的审美志趣和人文精神，每一次抚琴弄

弦，都激荡着深远的中华文化底蕴，在

器乐弹奏中彰显中华民族精神思想的

美学象征。

2.诗乐画一体共生的中和美学呈现
在华夏艺术精神的原初形态中，诗

性言说、素朴造物与乐舞同构互文共生，

共同形塑了上古文艺肇始阶段的美学范

式。文字形式的诗、诉诸听觉的乐和诉

诸视觉的画结合为一体，展现出对器乐

本身的超越与升华，发挥和合相生、美美

与共的审美效应。《弦歌中华》以儒家“中

和”理念为美学内核，将凝固于古画的山

水意境、流淌于诗词的情感哲学与千年

乐音交织共振，以视听联觉的方式解码

上古名曲中“天人合一”的文化基因。第

二集中，古琴家李蓬蓬在演绎《流水》时，

纪录片以宋代山水画为视觉注解，以春

秋古诗文为精神注解，画卷将诗表达的

景象视觉转译，音乐将画中景象“活”起

来，赋予琴音以文化空间；江南古曲《夕

阳箫鼓》，以竹笛的清越摹写“江流宛转

绕芳甸”的婉约，纪录片巧妙穿插江南水

乡风景，将自然景象融入旋律，暗合“大

音希声”的道家哲思。这些都呼应了“诗

中有画，画中有乐”的中和美学理念，表

达出不同于西式美学的东方和合之美的

文化意蕴。

具象叙事
从主体叙事到意象互映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把跨越时

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

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

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

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具

象化叙事是通过具体可感的形象、场景

或符号等来呈现抽象概念、情感或思想

的表达方式。纪录片《弦歌中华》通过

主体叙事与意象互映的表现手法，在

“声”临其境中活化中华文明精神标识，

使观众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中华弦乐的文

化魅力。

1.个体在场体验下的情感表达
《弦歌中华》通过聚焦个体的真实经

历、情感与艺术实践，将传统文化传承

与个人生命体验深度融合，以“具体的

人”为切入口，呈现了个人主体性视角

下的情感表达，赋予传统文化以鲜活的

生命力。在第一集呈现《赛龙夺锦》音

乐作品时，纪录片聚焦沙湾何氏广东音

乐代表性传承人何滋浦，他以“注经者”

的第一视角对《赛龙夺锦》进行阐释，并

非停留于曲谱文字考据，而是将年复一

年亲身演奏《赛龙夺锦》的真实经历与

感受融入其中，这种“身体在场”的解

读，不仅使《赛龙夺锦》古曲谱“活”起

来，也将其所承载的精神内涵得以“活

态化”传承。在第三集，西北音乐人张

尕怂与当地民歌《花儿》爱好者马永华

等人，以亲历者身份讲述《花儿》作品的

演绎历程，在琴弦震颤间融注生活体悟

与乡土情怀。

《弦歌中华》将文化传承的宏观历史

文化语境内化到细节性的微观个体叙

事中，通过个体实践展现文化传承的日

常性与情感性，生动呈现传统文化在当

代的鲜活生命力与情感共鸣。这种主

体性叙事的创新路径，展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历史的积淀，

更在于每个当代人如何以自身经验激

活它。

2.“意”“象”互映的生动复现
“意”与“象”的互映，是中国传统美

学中“以象载意、意寓于象”的独特表

达。《弦歌中华》通过声音设计与影像语

言的协同共振，将抽象的文化精神转化

为可感知的视听符号，在“意”“象”互映

中构建起沉浸式文化空间，既弥合感官

体验与抽象思维的鸿沟，更以鲜活的复

现形式唤醒观众的文化记忆。

纪录片第一集，沙湾广东音乐研习

社排练《赛龙夺锦》时，以琵琶的声音模

拟龙舟竞渡的“冲锋号”，集体演奏中通

过快音、重音等技法，再现龙舟比赛时

“千军万马”的拼搏场景，引申出积极向

上、永不放弃的中国精神内涵，带领观

众解读意象空间；第二集，在古琴名曲

《流 水》的 演 奏 场 景 中 ，演 奏 家 以“ 吟

猱”技法模拟瀑布倾泻的流水之声，画

面切换至山间激流的特写镜头，以水流

的速度与琴声的急促节奏互映，隐喻

“人生如流水”的哲学思考；第三集，二

十四伎乐演奏《明月几时有》时，镜头从

斑驳的石刻缓慢过渡至身着复原服饰

的乐团成员，辅以光影特效模拟时空穿

梭，以“文物活化”之“象”诠释“文化传

承”之“意”。

基于意象互映的叙事策略，《弦歌中

华》达到叙事性、观赏性与感染力的和

谐，不仅让观众直观感受到音乐之美，更

引导他们透过“象”的表层，触摸到中华

文化的“意”之精髓，真正实现“以乐载

道，以象传意”的艺术境界。

价值表达
从文脉传承到文明交流互鉴

1.器乐实践中赓续中华文脉
从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视角审视，

中华传统音乐文化的当代传承呈现出鲜

明的具身化实践特征。广东民间“私伙

局”的自发性社群传承、云南玉溪师生合

唱团的教育浸润实践以及成都街头二十

四伎乐的即兴展演、西北“花儿”的生态

化传唱，共同构成了中华文脉赓续的立

体化实践图景。

具体而言，第一集中，广东音乐“私

伙局”的传承模式则凸显市民文化的自

组织特性，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中，不时

传出悠然自得的岭南曲韵；云南玉溪师

生合唱团以传统文化符号的现代转译

实现教育场域的文化再生产。从《二十

四节气歌》《将进酒》到《清明》，云南玉

溪师生合唱团通过“诗乐互文”策略构

建文化认知路径，突破了传统文化传承

中的代际壁垒。第三集中，成都二十四

伎乐，从文物复原、现代创新演绎到融

入市井生活，这种非制度化的传承方

式，使源远流长的传统音乐始终保持着

生意盎然；在西北地区，年度性的“花儿

会”现象则呈现出民族音乐的生态化传

承特征，人们将田间劳作、山野放牧时

信口漫上的词语，汇聚成鲜活的民间口

头文学，闪烁着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

化讯息。

《弦歌中华》深刻揭示了中华文脉赓

续千年的内在逻辑，即在坚守文化根性

的同时，遵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论指

引，通过“生活化实践——时代性重构”

的双向辩证运动，实现传统基因的当代

激活。

2.古今对话中传递中国智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脉的智

慧结晶，《弦歌中华》通过选取上古名曲

在当代的演绎传承，以音乐为纽带，在古

今对话中传递弦乐作品蕴含的中国智

慧。节目以“器乐抒怀、天地和鸣”为内

核，从自然观、生命哲学到交往之道，层

层展开东方智慧的当代回响。第二集的

古琴《流水》摹写江河奔涌的生命律动，

笛箫《夕阳箫鼓》勾勒月映江波的天地韵

律，第三集的西北“花儿”以山川草木入

词唱响自然礼赞。中国人自古以来用器

乐抒怀言志，对话天地自然，将“天人合

一”的生态哲思谱入乐章，显示了顺乎自

然之道的生活智慧。跨越千年的乐音，

既是中华文明“天人共生”的诗意注脚，

也是“绿水青山”理念的历史回响。中华

文明始终以音乐为镜，照见人与自然命

运与共的永恒命题，为全球生态治理贡

献“中国式和谐”的智慧方案。

第二集“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千古佳

话，诠释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交往

之道。“高山流水是中国人的情怀，知音

是中国人对友谊的赞美，我们在整个世

界都需要知音。”这一文化基因穿越千

年，在当代凝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中国以“美美与共”的胸襟，将“知

音”精神升华为人类共生共荣的全球方

案，为世界奏响了一曲跨越时空的“和合

之音”。

3.交流互鉴中实现文化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强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

化更好走向世界”。“弦”就像东西方文化

沟通的桥梁，《弦歌中华》以弦乐为桥梁，

构建跨文明对话的公共空间。中国自古

就主张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在一千多年

前，中华民族器乐就具有“国际范”。《弦

歌中华》第三集向我们展示了诞生于唐

朝的二十四伎乐大量融合了当时少数民

族和外国的乐器，不同文化元素凝聚在

一件器物上，构成了中华民族兼收并蓄、

开放包容的文化气质。

《弦歌中华》第二集中，唐代古琴“九

霄环佩”与名曲《流水》被用于“国际场

域”，古琴独特的吟猱技法和减字谱激发

了外国人对中国音乐语言的好奇，促使

他们主动学习中国历史、理解中国文

化。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让古琴从文

人雅士的象征变为中外文化认同的桥

梁；演奏家张维良将中国笛箫与西方竖

琴结合，创新演绎《夕阳箫鼓》《胡笳十

八拍》等中国传统音乐作品。法国竖琴

演奏家赛琳在同张维良合作演奏中爱

上中国音乐，又因中国音乐开始学习中

文，并将中国故事融入教学。这种音乐

语言的“和而不同”，既保留了东方韵

味，又通过西方乐器的演绎扩大了受众

群体，推动文化价值的共情传递。古琴

吟猱手法与西方乐理的差异、中国笛箫

与竖琴的音色碰撞，不仅未构成隔阂，反

而在“差异性共鸣”中深化文化认同，印

证“音乐无国界”的价值理念，推动中华

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观在

国际舞台的传播。

（作者董智慧系浙江音乐学院马克思主

义学院讲师，王智媛系浙江省青年书法

协会诗词与楹联委员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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