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众一听就懂

这点非常重要

齐鲁晚报：《中国礼 中国乐》将古代礼
乐制度与当代礼仪习惯结合，从相见礼、婚
礼、饮食礼、成人礼、尊师礼、容止礼等方面介
绍礼仪文化。您作为专家和演出嘉宾，对这
档节目有什么感想？

方锦龙：节目中我们讲解传统国乐乐
器，同时创作、演奏国乐，还原古代礼乐运
用情景。这档节目呈现的每一个故事、每一
种礼仪、每一段音乐以及礼仪专家的专业
讲解，都很用心。节目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传
播礼和乐文化，老百姓一听就懂，这点非常
重要。

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孔子本身就
是礼乐大家，他跟音乐老师师襄学习《文王
操》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孔子一生崇
尚和倡导“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

“礼”“乐”在首。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
乐”，“成于乐”说明“乐”特别重要，光有“礼”
不行，有“礼”必有“乐”。“乐”在传统文化中是

“天籁”“地籁”“人籁”，是沟通天地的声音。古
代先贤制礼作乐，礼乐都很重要。

这档节目把传统礼乐文化打散揉碎，
进行细致解读，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
呈现出来，我相信观众会有共鸣。山东是
礼乐文化的传承地，山东最应该来做《中
国礼 中国乐》这样的文化节目。我认为除
了做这档节目，山东还应再做一些国风文
化、礼乐文化、国潮音乐会等，与时俱进地
把更多传统文化传递给年轻人。

齐鲁晚报：您多次来山东演出、授课，
被一些艺术学校聘为名誉校长，您还担任
山东大妞国乐团艺术总监，一直以来与山
东的国乐、戏曲乐团有着密切的交流互动。
您对山东民乐发展有何建议？

方锦龙：山东是一个民乐大省，有很多
民间音乐、戏曲非常珍贵，比如有600年历
史的山东柳子戏等。我每年也会花很多时
间去跟各地的民间乐团交流学习，了解到
山东有很多很好的民间乐团。比如，菏泽琴
筝清曲古乐社的民间艺术家们就在传承山
东琴书、山东古筝、北方弦索乐等民间艺
术，他们恢复、活化了很多特别珍贵的传统
曲目和经典唱段。

传统音乐有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宗教
音乐、戏曲音乐、民间音乐等几大分类，但
我一直认为，民间音乐才是传统民乐的根
基。离开民间，没有了根基，还怎么传承民
族音乐？民乐本来就是“野生野长、散发着

泥土的芬芳”的，不能硬把它放进大棚
里，一味地追求学术化、学院化。我认
为民族音乐人都应该深入到民间去，
汲取养分，否则，单纯地追求速度和

技术，音乐没有了灵魂，就可能变成转
基因了。

传承不守旧

创新不离根儿

齐鲁晚报：B站2019年跨年晚会中，您演
奏了多种乐器，呈现了东方民族音乐的包容
性和多样性。节目可谓惊艳，让您在年轻人
群体中大火。当时为何有那样一个呈现？

方锦龙：每年各大卫视的跨年晚会都
会有火爆的节目，但是跨年晚会中的器乐
节目很少，如果有，也是以钢琴等西方乐器
为主，民族器乐节目一直被忽视，或者说几
乎没有。当年参加晚会时，我跟导演的想法
是要打破这种现象，去展现我们东方特色
的民族民间乐器，所以这个节目就融合了
五弦琵琶、锯琴、艾斯拉吉、西塔尔、尺八、
三味线、中阮等多种乐器，而且还和我的制
作师朋友为这个节目特意制作了一把独特
的高音琵琶，模仿曼陀铃的音色。主要突出
的是东方乐器的魅力。

据说当时有人提出想删减这个长达11
分多钟的纯器乐节目，但因节目连贯性强、
创意好，在总导演的坚持下最终一刀未剪、
全程保留了。结果这个节目火爆出圈，受到
年轻观众的喜欢，所以，咱们不能小看年轻
观众的审美。我还在这个节目中间加入了
脱口秀内容，从内容到形式都非常创新。这
就说明，传播民乐也要做创新的东西，不能
跟着别人人云亦云。

齐鲁晚报：民族音乐大众化传播如何
“出圈”？

方锦龙：传播民族音乐其实也要走出
所谓的小圈子，圈子外的世界更大，甚至更
好玩。到更大的世界，我发现我可以将民族
音乐融入更多元化、多样化的文化中。到了
山东，民族音乐可以与传统礼乐文化融在
一起做新潮化的传播，而走南闯北到了别
的省份，又可以学习和融入更多地域特色
文化、地域音乐元素。

但是，要把民乐传播给更多人，需要音
乐人的专业积淀、积累和探索。我2001年创
办“芳华十八”时尚国乐团，以时尚的名义
演绎民族情怀。我还组过“国乐四大天王”，

希望借力流行音乐，让更多人接触民族音
乐。接下来我还想系列地做融合56个民族
乐器的演奏会，以及其他带有融合元素的
音乐会等。在专业积淀的基础上，再让民乐
以创意、创新的方式与观众见面。

齐鲁晚报：您的传统国乐演奏会有时
候会融入交响、摇滚、电子乐甚至脱口秀、
小剧场等元素，在演出形式上进行大胆超
前的创新。有时候创新太超前、太有突破
性，也会引来一些争议。

方锦龙：我打一个比方，我其实是把苹
果和梨嫁接在一起，结出了一个新的品种
叫苹果梨，但是我没有把苹果和梨丢掉，原
汁原味的苹果还在，梨也在。传承不守旧，
创新不离根儿才是正道。

有人标榜自己的国乐才是正宗的，但
是古代没有唱片、没有留声机，谁也不能保
证自己的就是最还原历史的。传统民族音
乐的传播过程中，应该加入当代人的审美，
找到符合时代的气质。

对传统民族音乐抱有敬畏之心。我认
为，艺术一定要讲究“真、善、美”，真是科学，
善是信仰，美是艺术。在传统文化面前，我就
是一滴水，我感觉学得越多自己越渺小，李
小龙一直是我的偶像，他把武术融会贯通上
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传播到世界各地去。我
曾经想，我们能不能做音乐界的李小龙？把
具有时代气质、民族特色的国乐传播到世界
各地去。我希望更多的音乐人来创新、突破，
要让民族音乐焕发新的活力。

喝了“三江水”

长成“混江龙”

齐鲁晚报：1988年，您从工作了10年的原
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调入原广州军区战士
歌舞团，游走在演奏家、指挥家、词曲家、歌
手、制作人等身份、职业中，钻研传播岭南音
乐，后来又触类旁通、博采众长融各种民族
乐器于一体传播国乐。一路走来，您感触最
深的是什么？

方锦龙：对我来说，这么多年，生命在于
折腾。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军队里演奏、钻
研的都是军事题材作品，但中国民乐博大精
深，有多种多样的地方音乐，有很多我都没
见过、没听过，为了学习岭南的粤乐、潮乐、汉
乐三大乐种，加上南方流行音乐对我的吸
引，我两眼一抹黑就去了广东。广东人会开
玩笑说你是北方人不懂广东话怎么搞广东
民乐？我们说：音乐是国际语音，难道外语不
精，就不能演奏外国的音乐了吗？

在广东尝试了多年的演奏、创作后，我
又觉得只在业内传播国乐还不够。2000年，广
东省艺术研究所成立了以个人名义命名的

“锦龙音乐工作室”，我可以更加广泛地去传
播新国乐。我去全国各地游学，吸纳更多的
传统音乐元素，希望能兼容并蓄地来传播弘
扬新国乐。

我的家乡在安徽安庆，那是长江边上，
自幼接触的是江南丝竹、黄梅戏等；15岁到25
岁，我在山东生活，这是黄河流域，我在名家
荟萃的专业团体、在民族音乐的海洋里如饥
似渴地学习，潜移默化中形成我性格中好
客、讲义气的一面；1988年到珠江边扎根岭南
文化，又创作了很多广东音乐原创作品。所
以我是喝了长江、黄河、珠江“三江水”长大的

“混江龙”。
这样一路折腾，都是因为强大的求知欲

支撑着我。可能因为从小当兵的缘故，我身
上有一种轻易不服输、不放弃的劲头，喜欢
去挑战新事物，喜欢以琴会友，与更多的民
乐高手切磋。作为创作型的音乐人，最害怕
的就是离开传统文化的海洋，思路会慢慢枯
竭，所以我经常清零，不断地离开舒适圈，去
寻求不断创新、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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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国乐艺术家、当代五弦琵琶代表
人物方锦龙，可谓民族音乐领域的顶流音
乐人，他演奏的《琵琶行》《静夜思》《临安遗
恨》《十面埋伏》《忆江南》等曲目流行度极
高。方锦龙从艺四十多年，会演奏全世界
过百种民族乐器，访问过五十多个国家和
地区，被誉为“传统文化守望者”。

方锦龙又是传统国乐的“弄潮儿”，
在B站跨年晚会11分钟的“高能”表演中，
方锦龙用琵琶、锯琴、尺八、中阮等乐器
演奏《十面埋伏》《沧海一声笑》以及《火
影忍者》《教父》主题曲等风格迥异的音
乐，成功“出圈”。

近日，方锦龙与儿子方颂评在济南参
加山东广播电视台中华礼乐创新传习节
目《中国礼 中国乐》的录制，并接受了齐
鲁晚报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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