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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汇文 体

“国风”创作灵感
来自《国家宝藏》

    讲究“古典加料”

的上海夏季音乐节，
年年都要翻花样，为

古典注入流行元素。
在各类混搭却又分外

和谐的演出中，上交
“斜杠青年”们也纷纷

展现隐藏在古典乐手

后的另一面。
小提琴手杨蚕除

了拉琴居然还擅说唱，
在“小老虎与上交重奏

组”的演出中，她让人
惊喜。而即将于明天开

演的《曾经，巴黎》中，
上交引以为傲的单簧

管李聪弹起了钢琴，而

才在谭盾《大地之声》
中绽放光彩的打击乐

手付艺霏，扛起编曲重
任。玩转古典和流行之

间，游走于传统和时尚
边缘，这些宝藏演奏家

究竟有多少能耐？
尽管如今是单簧

管演奏家，可李聪说：

“我原来其实是钢琴专
业的，后来机缘巧合被

老师发掘，才开始单簧
管的学习。”虽然一个

是用手弹的，一个是用
嘴吹的，两种乐器诠释

音乐的角度很是不同，
但李聪却驾驭得很好，

并且他深信掌握多门
乐器，能以指挥的角度

更宏观地理解音乐。
《曾经，巴黎》由德

彪西《月光》、萨蒂的
《六首玄秘曲》、斯特拉

文斯基《春之祭》等作
品组成，由上交助理指

挥张橹、李聪、付艺霏
和定音鼓恩里科 ·卡利

尼共同演绎。其中萨蒂的曲目有付艺霏担任编
曲，而《春之祭》则有付艺霏和卡利尼一同完成

编曲。之所以选择这些曲目并加以改编，付艺
霏想要追求一种就是空灵的意境：“我们想为

观众在听觉上构建一个迷离、梦幻的巴黎。”
室内乐讲究协同合作，这支队伍成团时

间很短，效率却极高。李聪说：“我们能感受到

对方想要表达的音乐，理解彼此的见解，进程
就很快，过程十分享受。”李聪目前正在学习

指挥，事实上，在这个组合中，张橹、李聪都拥
有指挥身份，他们在听觉上有特别的敏感度，

分析作品或者对作品的宏观考量会很不同。
一个组合中有两个指挥，到底听谁的？张

橹笑说：“大家会提供各自的灵感、发挥各自
特点，但不存在一定是谁指挥谁的问题。我在

这次演绎中是钢琴演奏的身份，我觉得最棒
的状态是把我们各自的特点连接起来，达到

一个新高度。”之所以会有这次合作，其实是
因为巴黎：“我们都去过巴黎，对那座城市很

有感觉，我们处于不同的年龄层，音乐给予我
们空间去想象和表达，我们想把各自眼中不

同的巴黎融于这台演出中。”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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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插画师与敦煌文化美妙邂逅

正在世博展览馆举行的第 17 届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CCG EX-
PO 2021）上“国风”劲吹，许多展台都装饰着大量国风绘画作品，来自浙江
宁波的插画师“曹狗剩”（本名曹航恺）便是其中的创作者之一。打开他的社交
平台，古朴韵味扑面而来，让人很难联想这是出自一名 1998 年出生的在校
研究生之手。目前，他正在创作“敦煌供养人”系列插画，每隔几天便会上传记
录绘画过程的几幅图片或是视频，好几个月才放上一张成品图。他就像隐匿
在城市中的老手艺人，不紧不慢、精益求精地描绘着属于自己的“国风”。

意外相遇敦煌

曹航恺专注于敦煌主题的创作，
是源于一次合作。他的国风系列画作

被一家文创公司选中，用以制作手账
本。原本他给这个系列起名“溯回”，但

产品策划把手账本的名字改成了“敦
煌半壁歌”。这时，曹航恺才第一次意

识到，原来自己的风格，与拥有千年历

史的世界文化遗产敦煌壁画，有不少
相似之处。他分析道：“可能因为从小

家人爱带我去逛寺庙。我对色彩和古
建筑结构都很敏感，不知不觉就受到

了一些影响。”
有了这次“意外”，曹航恺很快将自

己原本泛泛的国风方向精准地落到敦
煌文化上。他首先从“敦煌伎乐天”入

手，创作了反弹琵琶、吹箫、弹箜篌、吹
芦笙的敦煌飞天插画，这组作品很快

“出圈”，收获超过 600万的浏览量。今
年，他开始更加系统性地梳理敦煌文化

的研究，研读《中国历代敦煌壁画全
集》，查找各种历史文献资料，逐一了解

每个朝代敦煌的经济政治环境、民间习
俗、服饰妆容特色、壁画风格等，开启了

“敦煌供养人”的系列创作。

国宝令他震撼

童年时候，曹航恺热爱色彩、喜欢美术，
父母便送他去画室学习，没想到去了一次，

他就再也不去了，他说可能是“感觉别人没

有读懂自己画中的密码”，决心自己一个人，
默默将脑袋里的故事画在纸上。直到上中学

以后，他才开始系统性地学习美术。

从 2018年起，曹航恺便以“曹狗剩”的
名字陆续发布一些画作。他创作了以月亮为
主题的系列插画，叫做“狗的奈特”，谐音

“Good night（晚安）”，用来记录生活。直到在
电视上看到《国家宝藏》，节目中一件件满载

着民族色彩与历史沉淀的文物令他着迷，也
令他心中的创作灵感如泉水般涌动。“这些

国宝，让我感受到一种信仰感和神秘的东方
色彩，它们背后灿烂的民族文化，让我一接

触就深深震撼。”于是他以金瓯永固杯和长
信宫灯这两件文物为主题，开启了自己的国

风创作之路。“从这个时候，我就好像找到了
自己的方向，开始了真正的创作。”

传统现代交融

曹航恺有一个小习惯，就是在上传画
作时附上大段文字，写背景资料、相关诗

词和自己的感受。他笑称：“可能也很少有
粉丝有耐心看完，他们给我的评论大多还

是围绕画。”但他乐此不疲，坚持给大家
“科普”。最近的“敦煌供养人”系列，他干

脆将创作过程拍成了视频，背景资料也放

在视频末尾，引来粉丝的惊呼：“竟然真的
是用黄土画的！”“香灰也能入画吗？”“北

周跟西魏的供养人真的各有各的美……”
视频中，他用敦煌黄土与胶水混合

刷在线稿上作为底色，以传统工笔的方
式勾线，拼贴上金箔、经文等材料，最后

再刷上香灰，塑造壁画的质感。底色的黄
土，仿佛代表历史的底蕴；其上天马行空

的创作，又反映着 90后跳脱的理解力和
创造力。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就这

样在一张画上交融。
回望自己的画作，曹航恺这样解读自

己的进步：“‘伎乐天’比较平面，注重的是
还原敦煌壁画的风格；而供养人系列，我

加入了更多自己的想法，创作手法不单是

画，还有当代艺术常用的综合材料拼贴等，
呈现的是身处当前时代的我对绵延千年

的敦煌文化的理解。”本报记者 吴旭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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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让日日常常生生活活 美美起起来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