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传统文化的知音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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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每周两次，同济大学 90后古琴老师倪羽

朦都在她专属的古琴教室里迎接来自各个专
业的学生。他们有的身着汉服，是经学校汉服

社的朋友推荐而来；有的则是看了古装剧里
文人雅士抚琴的风姿，心向往之才报了名。来

到倪羽朦的课上，他们更切身地感受到传统

古琴的魅力。
作为杨浦区区级非遗项目古琴的传承

人，倪羽朦最初学弹古琴，是因为受到父亲的
耳濡目染。倪羽朦的父亲是中国当代著名斫

琴家、梅庵琴派第四代传人倪诗韵，是个实打
实的“琴痴”。“小时候在家，除了吃饭和睡觉，

父亲都在弹琴。家里永远飘荡着袅袅琴音。有
时候好奇，我就过去看一会，更多的时候就边

做自己的事，边听着父亲的琴音。”可能是自

父亲遗传而来的音乐天赋使然，还在读小学
的倪羽朦听几遍曲子，便能学个大概。直到一

次为了学校的文艺表演，她才跟着父亲学了
一首《秋风词》，真正与古琴结下不解之缘。

走进倪羽朦的家，从书架到桌椅都是古
色古香的中式设计。从小浸染在父亲琴音中

的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溢于言表。但最
初她选择学的是二胡，后来又因专心学业中

断许久。直到高二，因为准备艺考，倪羽朦才

与古琴再度“相遇”。她跟着老师进行系统的
学习，决心将古琴作为自己一辈子的事业。

倪羽朦的屋子里摆着满满两书柜的琴

谱、琴书，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我正准备要搬
家，大部分都收了起来。如果全部摆出来，至

少要放满一整个客厅。”这些全是父亲传给她
的“宝贝”。“不管是古琴谱，还是涉及古琴的

诗书画、小读本，只要与琴有关，父亲就视若
珍宝，收藏起来。”得益于这些资料，倪羽朦和

父亲整理出了一本古琴教材，将于今年出版，

这将是中国综合性大学的第一本古琴通识课

教材，对古琴的传承普及有着莫大的意义。
同济大学的古琴选修课，一个班 30个名

额，报名的学生却总有好几百。面对钢琴、吉
他等更加“大众”的乐器，为何这么多学生会

对“小众”的古琴情有独钟？古琴班班长向政
龙表示，他是因为综艺节目《国家宝藏》爱上

的古琴。节目中有一集介绍到唐代的“彩凤鸣

岐”琴，古琴大师李祥霆还弹奏了《水龙吟》。

“隔着屏幕，我都感觉到琴声的宁静高远，它
扫净了心中不悦，让我平静下来。”进入同济

大学之后，向政龙便选了古琴课，还自告奋勇

当了班长，负责保管琴房钥匙，“我有一点点
的小私心，因为班长可以提早一两个小时先

去琴房开门，多练一会。”像向政龙这样热爱
古琴的学生不在少数。倪羽朦透露，常常有人

向她提议多开一些课时，甚至愿意牺牲吃晚
饭的时间。于是倪羽朦在两小时的晚饭时间

分出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给他们加课。

跟随倪羽朦学习一年多的邓灵瀚觉得，
“国风”早已是大学生中非常主流的文化。“喜

欢汉服、喜欢古琴、喜欢京剧，这在 90后、00
后当中太常见了。翻翻 B站，全是古风视频。”

邓灵瀚从小便喜欢音乐，学过电子琴和爵士
鼓。随着涉及的音乐类型越来越多，她的音乐

审美也越来越回归传统。她尝试了二胡，选修
了古琴，最近还因为看了热播剧《鬓边不是海

棠红》爱上京剧，“中国上千年的历史，传统文
化的美和奥妙无穷无尽，让人怎能不着迷？”

“现在通过网络、影视作品，古琴的‘知
音’越来越多，这是古琴文化发展、传统文化

复兴最好的时代。”倪羽朦说。除了同济大学
的课程，她每年还会在杨浦区文化馆开设古

琴普及课程和讲座，也受到居民们的热情欢

迎。去年，受疫情影响，线下活动无法举行，倪
羽朦便每个月在 B站和抖音开一次直播，偶

尔还会邀请父亲和其他古琴家、学者参与，满
足更大范围古琴爱好者的需求。“等疫情过

去，我也会继续直播。跟上时代的脚步，古琴
会绽放出新的魅力，让更多的人看见。”

本报记者 吴旭颖

三千年古琴如何抓住年轻的心

就是无论多久照样打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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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作为“艺起前行”系列演出重头戏，“越·聚黄金一代”越剧名家名剧系列展

演之（袁范版）越剧《梁祝》在上海大剧院上演。这是同窗数载、同事二十多年的袁派
花旦方亚芬和范派小生章瑞虹首度携手演全本的《梁祝》，也是上海越剧院黄金一

代到新晋中生代整体实力的展现。

越剧诸多传世佳作中，《梁山伯与祝英台》（以下简称《梁祝》）的影响力绝对
数一数二。它是新中国第一部大型彩色影片，曾于 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迷倒

一片外国记者。当年，为一睹电影《梁祝》的风采，有人凌晨就徘徊在电影院门
口。而此后，由于种种原因，袁范版的越剧《梁祝》却鲜少亮相舞台。

梁祝可谓是中国最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之一，也是世界知名度极高
的中国爱情传奇，堪称“东方罗密欧与朱丽叶”。而越剧以其深情、委婉、唯

美的特质加以呈现，让这部凄美的爱情传说更为动人。昨晚，前来捧场的

不仅有年龄超过八十?的爱越人，也有被室友怂恿组团来观摩的大学
生，四五代人挤在一个剧场看《梁祝》，感慨也是各不相同。

离开演还有 20多分钟，拄着拐杖的章小瑛搀扶着同样拄
着拐杖的 93?的老母亲周艳芝在左侧区域入座，和身旁已经

早到的邻居打招呼：“想带伊吃个小绍兴再来的，人特多，差

点迟到。看不到头，伊回去要吵来。”章小瑛说，不但自己
和妈妈都是越剧迷，“阿拉整条弄堂都是欢喜越剧的。

以前时常相约看戏，现在拆迁各搬东西，老邻居们碰

头最多就是在剧场。”章小瑛钟情范派，“《梁祝》么，

舞台上演的范傅派搭档多一点，这次换袁派，换换

口味。”

和资深戏迷颇有门道的探讨不同，前排一群女

学生叽叽喳喳在讨论梁山伯这个人物，有人发表
“高论”：“祝英台要是先看到的是马文才，结局还

不一定呢。”“那时候男朋友也没得选，又不是现

在。”纵然以这群 00后的眼光来看，梁山伯并

不见得是他们心目中的好男人，但并不妨碍戏

曲经典的魅力、流派唱腔的感染力对她们的

吸引力。剧中时，有人哭掉一包纸巾还要

犟嘴：“我就是觉得祝英台太可惜了。”

新入门者从剧情切入，被好听的唱

腔带入，为动人的表演所感染；而资深
戏迷们则在经典戏的不同演绎、不同

流派的搭配中，感受“随心配”带来的

惊喜。观众席小小一个角落不同年

代的人在观剧时的不同反应，也

正反映出传统戏曲在当下的际

遇和机遇。
本报记者 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