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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红艳还清晰地记得她第一次接触琵

琶的情景。“当时是父亲教我的，那一年

我 7 岁，用的琵琶就是正常大小尺寸，和

这把一样。”她抚了抚怀抱着的琵琶笑着

回忆说。7 岁的孩子抱不动那把琵琶，于

是父亲想了个办法，用绳子一端捆绑住琵

琶，绳子另一端吊在天花板上，如此，章

红艳抱起悬挂着的琵琶来便会轻松许多，

而她与琵琶的缘分也从此开始了。

如今，作为中国当代杰出的琵琶演奏

家、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

章红艳谈论起琵琶可谓如数家珍。她介绍

说，琵琶是一件中国的古老乐器，最初名

为“批把”，东汉时期刘熙所著 《释名·

释乐器》 中写道：“批把本出于胡中，马

上 所 鼓 也 。 推 手 前 曰 批 ， 引 手 却 曰 把 。”

即琵琶本是在马背上演奏的乐器，其以向

前拨为“批”，向后拨为“把”。由此可见

琵琶最初流行于游牧民族，“批把”一名

也源自其演奏方法，后确定为“琵琶”二

字，与“琴瑟”相仿。

琵 琶 是 一 件 始 终 活 在 当
下的乐器

“琵琶这件乐器有的说法说是从西域

传过来的，也有的学者说是由中国的一些

弹拨乐器传出去之后，然后又传回来，因

此它融合了丝绸之路沿途的众多文化。后

来琵琶被传到了日本、越南、朝鲜等周边

国家。如今我们手中的琵琶，应该说是典

型的与时俱进的乐器，它在每一个时代都

融入了工匠与演奏者的智慧。时代在向前

发展，琵琶也一样。所以我认为琵琶是一

件始终活在当下的乐器，因为它既可以演

奏很古典的乐曲，又可以演奏这个时代当

中的声音。”

章红艳介绍，琵琶的演奏技法十分丰

富，其表现力也因此丰富，可以演奏出各

种类型的音乐。同时，随着琵琶乐器本身

的发展，琵琶曲库也在不断扩充，其中更

不乏大量经典作品。

唐代是琵琶快速发展的时期，在众多

的壁画中都可以见到琵琶的身影。敦煌就

有 700 多幅绘有琵琶的壁画，壁画中表现

出来的琵琶种类更是达到了 50 余种。明

末清初，琵琶再一次迎来了发展的繁荣时

期，清末时，琵琶演奏已形成了多种不同

的流派，随之也出现了各个流派代表性的

传人。章红艳说：“20 世纪 50 年代，民间

的琵琶高手纷纷进入了艺术院校，而正是

因为有了这些前辈以及那个时期中国开始

的音乐专业教育，才有了后来一代又一代

的琵琶演奏者，琵琶也才有了如今的传承

和发展。”

琵 琶 是 一 件 富 有“ 文 人
气”的乐器

“ 大 弦 嘈 嘈 如 急 雨 ， 小 弦 切 切 如 私

语 。 嘈 嘈 切 切 错 杂 弹 ， 大 珠 小 珠 落 玉

盘。”在章红艳与琵琶为伴的岁月里，她

一 次 又 一 次 读 懂 了 白 居 易 的 《琵 琶 行》。

每当读起这首诗，她都仿佛可以看到诗中

描 写 的 那 位 “ 犹 抱 琵 琶 半 遮 面 ” 的 琵 琶

女，那女子的神情、姿态，都宛然在目。

章 红 艳 说 ， 整 首 诗 中 她 最 喜 欢 的 一 句 是

“ 转 轴 拨 弦 三 两 声 ， 未 成 曲 调 先 有 情 ”。

“这首诗到今天已经有 1000 多年了，它穿

越了时空，直到今天都还活着，我觉得诗

人笔下对琵琶演奏技艺的描绘在今天也依

然被琵琶人所追求。其实不光是琵琶，演

奏 任 何 一 种 乐 器 都 应 该 ‘ 未 成 曲 调 先 有

情’。”

章红艳认为，琵琶是一件富有“文人

气”的乐器，在琵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始终不乏历代文人的参与。“琵琶不单纯

是一件民间的乐器，从 《十面埋伏》《霸

王卸甲》《春江花月夜》《塞上曲》《月儿

高》 等等这些琵琶乐曲中，你都可以感受

到它的文化的含量和意义，所以琵琶给我

的感觉一直是充满着文化气息，同时也保

持着一种中国文人的品格。”

抱起琵琶，就可以保持住
文化的土壤

琵琶曲的题材大多源于历史典故、民

间故事等，通过音乐的形式还原当时的场

景与情节，而在中国各类传统节日中，音

乐这种文化形态亦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章红艳如此解释音乐和节日的关系：

如果说节日是人们对历史的一种回望，那

么因节日而生的音乐便能生动地再现那些

曾 经 的 人 和 故 事 ， 提 醒 人 们 不 要 忘 记 过

去。她说着便演奏起了一首江南民间琵琶

曲 《龙船》。乐曲旋律变化多样，时而急

促紧张，时而热闹奔放，曲中仿佛可以听

到河岸上锣鼓喧天，观赛人群欢呼呐喊、

掌声雷动，又仿佛听到水面上百舸争鸣、

浪花阵阵，一派刺激热烈的赛龙舟景象铺

展于听者脑海之中。

“很多音乐是伴随节日而产生的，用

以表达那一个节日的气氛。比如 《龙船》

这首民间乐曲，它的灵感就来源于生活场

景，源自端午节赛龙舟的传统习俗，表现

江南龙舟赛的激烈场景，后来通过一代又

一代演奏者的加工之后流传至今。像很多

民间乐曲一样，《龙船》 运用了大量的模

拟手段，模仿龙船入水的声音、岸上的喧

闹声、人们敲锣打鼓的声音等。音乐旋律

富有变化，各类模仿穿插其间，表达出龙

船 之 多 ， 比 赛 之 激 烈 。 这 首 曲 子 虽 似 无

形，但却有形，里面包含的很多技法，看

上去好像根本找不到它的规律，但它又确

实是非常严谨的。”

章红艳认为，音乐是对生活的一种提

炼，是生活升华为艺术的结果。音乐能够

给予更多的想象空间，使人们可以跳脱出

具象事物而得到更多的感受和情绪，“比

如说 《春江花月夜》，你不知道曲子描绘

的是哪一条江、哪一天的夜、哪一天的月

亮，但是它就恰好因此给了你更加宽广的

想象空间。你跟随着音乐，渐渐地加入很

多你自己的想法和体验在里面并将它们放

大。”章红艳举例说。

而当人们获得了这样的体验时，文化

便潜移默化地走进了他们的内心。章红艳

相信，与琵琶这种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伴相

生的乐器为伴不仅仅能习得演奏的技艺，

更能实现“文化水土”的保持。“我们今

天总是说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正在流失，

其 实 有 的 时 候 抱 起 一 件 像 琵 琶 这 样 的 乐

器，就可以保持住文化的土壤。因为它本

身就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产物，而它的音乐

又与历史有关，与节日节庆有关，有些甚

至还与古人的优秀品格有关。我很幸运，

可以怀抱琵琶，也从未感到有中国传统文

化流失的危机感。所以我想一个人即使是

听琵琶演奏或只是去抚摸它一下，他就会

感受到文化的沁润，获得一些感触。”

文 化 自 信 来 源 于 对 自 身
文化的认知

如今，章红艳经常会去不同的国家和

地区，在世界级的舞台上演出、传播琵琶

文化。

她抱着心爱的琵琶走在世界各地，感

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她说琵琶就像是中

国的音乐符号，只要是抱着它，外国人一

眼就能认出它来自古老的东方，它的旋律

来自中国。她会主动地向合作的外国乐团

介绍这件乐器，展示它的演奏技法，在保

持独特性的同时，寻求共性与一致性。

“ 我 认 为 文 化 传 播 不 在 于 如 何 的 震

撼，不是要扔一颗炸弹下去然后看看有多

么大的反响。文化传播应该是自然的、平

和的、常态化的。同时共性也很重要，比

如同样的音准、对音乐相同的追求和一些

基本的规范，大家如果找不到共性，那么

传播将会很难形成。他们也许听不懂我讲

的中国话，但可以感受到我的音乐语言，

感受到我们的不同、我们自己的独特的东

西，而这一切又是发生在一个可以平等对

话的平台上，如此，我认为就是一种对外

传播的成功。”

而令章红艳引以为傲的琵琶，也一次

又一次地令世界感到惊 艳 。 她 演 奏 的 琵

琶 曲 《十 面 埋 伏》 常 常 被 外 国 听 众 误 以

为 是 现 代 的 作 品 ， 而 不 是 一 首 已 有 数 百

年历史的传统作品。“所以我觉得，当我

们 在 追 赶 西 方 ， 认 为 一 切 西 方 之 物 都 走

在 最 前 列 的 时 候 ， 我 们 是 不 是 也 应 该 反

观 一 下 我 们 自 己 的 文 化 ？ 也 许 就 会 发 现

我 们 自 己 的 很 多 东 西 也 是 非 常 先 进 、 现

代 的 。 我 们 的 音 乐 如 此 ， 绘 画 、 书 法 亦

是如此。”

章红艳深深地感到，文化自信来源于

对自身文化的认知，认真地看一看自己有

什么，在了解了之后，就不会慌张，就会

有底气，自信也就会自然而来。接着努力

学习，将文化传承下去，最终用最适合的

方式展现给世界。章红艳说：“当你想要

呈现的时候，就必须自己先吃透，再拿给

对方，这样对方才能从你这里接收到最扎

实、准确的内容。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把

琵琶弹好，在外面演出、合作的时候不出

问题，尽自己的全力把最好的东西展示出

来，我相信这样大家就一定可以感受到中

国民族音乐的魅力。水准和方式是我自己

总 结 出 的 在 传 播 过 程 中 最 重 要 的 两 个 因

素，这两个因素都有了，最后就一定会有

好的效果。我想这也是我们做音乐的意义

所在。”

在整个采访的过程中，章红艳始终没

有放下过她的琵琶。每谈至兴处，她都会

弹拨起来，或用以进一步介绍说明或单纯

地配合自己的情绪，于是那“珠落玉盘”

之声便一直萦绕在她的周围。章红艳说琵

琶与她是融为一体的，她称自己为“琵琶

行者”，她的愿望是背着琵琶远行，每到

一处就撒播下音乐的种子，最终让世界都

能听到来自中国的旋律。

（章 红 艳 ： 中国当代杰出琵琶演奏
家、教育家，国家二级教授，中央音乐学
院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委员，民乐系
主任兼非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与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 北 京 大 学
艺 术 学 院 特 聘 教
授 。 曾 荣 获 “ 宝 钢
教育基金”优秀教师
奖、北京市“五一劳
动奖章”、北京市三
八红旗奖章等。）

章红艳：怀抱琵琶，奔赴音乐的远方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陈 鼎

安 静 ， 一 个 很 容 易 被 记 住 的 名

字。如今，艺术圈中越来越多的人会

将“安静”这个名字与“写实油画艺

术家”这一身份联系在一起。伴随这

一身份而来的，还有乌克兰国立美院

荣誉教授、中国油画学会会员、中俄

油画协会理事等头衔。

安静温和、谦逊、低调，在日前

启幕的“绽放——安静油画作品展”

上，安静走入观展人群，向观者逐幅

介 绍 这 些 她 过 去 20 年 的 心 血 之 作 。

她就像一位亲切和蔼的老师，评价着

每 一 个 她 心 爱 的 “ 学 生 ”。 事 实 上 ，

安静的确曾经是一名中学老师，而她

的学生也的确就在那些画里。

记录“青涩年华”的女画家

毕业于师范院校的安静，意料之

中地进入学校当了美术教师。虽然肩

负繁重的教学任务与家庭责任，但她

从儿时便开始的“画家梦”却从未放

下。她一边教学，一边画画，温柔随

和的性格让她可以与学生走得更近，

孩子们都喜欢她，愿意与她分享成长

中 的 大 小 事 。 而 作 为 一 位 油 画 创 作

者，一次偶然的机会使她的艺术创作

与教师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

那是在一次初三年级冲刺阶段的

监考中，安静注意到一个长相甜美的

女学生。女生有着一双“会说话”的

大眼睛，但这双眼睛布满了血丝。女

生咖啡杯不离手，桌子上堆满了厚厚

的 书 本 。 一 双 美 丽 的 大 眼 睛 ， 含 苞

待 放 的 年 龄 ， 却 给 人 一 种 不 堪 重 负

的 感 觉 ， 安 静 看 在 眼 里 ， 内 心 被 深

深 地 触 动 了 。 也 是 在 那 一 刻 ， 安 静

决 定 拿 起 画 笔 画 下 她 身 边 的 这 些 孩

子 ， 展 现 她 最 熟 悉 的 青 少 年 的 生 活

与 所 思 所 想 ， 记 录 他 们 成 长 中 的喜

怒哀乐。安静的“青涩年华”系列作

品也由此诞生。

安静说，在艺术作品中，反映青

春期少男少女生活的作品非常少见。

这个年龄正处在初中阶段，他们大多

数时间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学校，一般

艺术家很难有机会走进校园了解他们

的生活，而她却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条

件 。 她 每 天 面 对 的 都 是 这 些 孩 子 ，

了 解 他 们 在 学 校 的 学 习 、 生 活 、 情

感 ， 知 道 他 们 的 所 思 所 想 、 喜 怒 哀

乐 ， 她 聚 焦 于 这 个 特 定群体，通过

表现他们各具特色的神态以及书包、

MP3、 飞 翔 的 千 纸 鹤 等 ， 呈 现 90 后

一代的青春期记忆，并给予观者无限

的遐想空间。

安静说，她的这些作品展现出的

是其怀揣青春理想的一种折射，是其

营造精神乐园的一种艺术绽放，是其

以此方式引起更多人关注青少年的一

种特殊表达。“你想要描绘他们，就

一定要走进他们的生活。他们是我的

学生，也是我的朋友。他们有什么小

心事都愿意跟我说，比如收到一个男

生小纸条呀，学习压力很重啦，与同

学闹了别扭等。我喜欢用画笔描绘孩

子们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一面。很

多看过我的画的人都说，如果你笔下

的这些女孩儿是自己的女儿那该有多

好呀！”

安静就这样找到了自己创作的“自

留地”，并专心耕耘，她一笔一笔地画

下那些青涩的体态轮廓、灵动的眼神和

青春故事。在安静看来，青春象征着活

力 、 朝 气 、 多 变 ， 以 及 不 可 限 量 的 未

来。那是一种令人充满希望的感觉，也

是青春之美的魅力所在。

安 静 这 一 画 便 是 七 八 年 。 2010 年

10 月 ， 安 静 在 北 京 798 艺 术 区 举 办 了

“如歌年华——安静写实油画个展”，这

也是她人生中的第一场个展。展览备受

艺术界的关注，也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

响。安静笑说：“从此在艺术圈中，她

成了‘那个画中学生的女画家’。”

只缘“身”在此画中

安静认为，写实油画可以通过实实

在在的存在感，将画家本身想要表达的

内容和思想情感最真实、最直接地传达

给观者，对于观者来说，接受起来不会

有距离感，更易于接受。“我很迷恋写

实油画的真实感和其对细节的打磨。尤

其是对人物神态的刻画，我觉得只有写

实油画才能把画家想要描绘的人物的内

心世界、精神面貌，还有复杂的心理感

受，通过微妙的眼神、丰富的肢体语言，

真实而直接地传达给观者。我认为，一幅

能 打 动 人 的 作 品 ，一 定 是 有 深 度、有 厚

度，能够触及人灵魂深处的。”

后来，安静离开了校园，成为全职画

家 ，全 身 心 投 入 写 实 油 画 艺 术 创 作 。至

今，安静已创作了大量的写实油画作品，

题材也已走出校园。然而不难发现，她的

作品还是以描绘年轻女性形象为主。

对于这一创作偏爱，安静解释说，

女性画家画女性其实画的是自己。与男

性画家相比，女性画家在创作女性形象

时更多是由内而外地进行情绪抒发，这

种创作带着自身生活的记忆与感受，是

一种发自内心的诉说。“也许画的形象

不是我，但是她们的 内 心 就 是 我 ， 她

们 的 经 历 也 是 我 自 己 的 成 长 经 历 。 在

我 十 五 六 岁 的 时 候 ， 也 会 有 那 种 青 春

期 的 萌 动 ， 也 有 考 学 的 压 力 。 我 在 农

村 生 活 过 十 几 年 ， 农 村 的 女 孩 子喜欢

的 东 西 我 都 知 道 ， 我 会 经 常 跟 她 们 交

流。她们纳鞋底，她们搓麻绳，她们剥

莲子，这些都是我曾经历过的生活。我

把她们画了下来，形成乡情民俗系列，

就是为了展现农村女孩子的质朴，以及

她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而作为女

性 ， 我 也 可 以 更 多 地 从 内 心 去 感 受 女

性，去表现好女性。”

安静执着于女性形象创作的另一个

重要原因，是她认为女性形象“真的太

美 了 ”。 安 静 从 小 痴 迷 于 唯 美 的 事 物 ，

到后来创作油画也多选择唯美形象。安

静相信，女性形象是大自然对这个世界

的恩赐，女性之美是无法被替代的。女

性形象柔美而细腻，同时又拥有生育这

一强大的力量，使得女性虽柔弱却又坚

韧、博爱，这一特质令女性形象内涵丰

富，十分打动人。

有了具体的形象，安静便将艺术的

触角伸向数千年的中华历史文明，她通

过青春年少的女性形象，展现各类民俗

劳动的场景，展现二十四节气的时令变

迁。作品中的中华文化符号与画面中富

有特色的人物形神完美结合，使观者感

受 到 季 节 的 变 迁 与 浓 郁 的 地 方 传 统 风

韵。“比如我画的 《处暑——新莲》，就

描绘了女孩子采摘莲子的场景。当年，

我老家就在河边，我们经常去采莲子，

采完直接就掰开吃。我画中描绘的内容

大多都与农事活动紧密结合，我希望通

过这些年轻女性明媚靓丽的形象，展现

不同节气的特质，从而加深人们对于二

十四节气文化的理解和关注，通过艺术

去保护中华文化遗产。”

让“自由”引领美育

作为画家与教育工作者，安静对美

育有着自己的理解。她坚信，美育对一

个人一生的审美与品位会产生相当深远

的影响。“生活之中不管是对生活用品

的挑选，还是日常着装，同样是到了一

定年龄，有的人你就会感觉他依然很优

雅，但有的人则仿佛放弃了审美，这种

所谓的放弃，并不是他故意为之，而是

他不知该如何选择。这就是品位出了问

题，审美出了问题。”安静举例说。

安静认为，一个人对艺术、对美的

感知能力，需要在孩童时期进行引导和

启发，需要让孩子更多地去接触美好的

事物，如此才能形成直接的感受，最终

形成审美习惯和品位。安静不赞成孩子

在很小的时候参加校外各 类 艺 术 技 能

性辅导班，孩子们不应被教导该如何画

才是对的，他们需要的是鼓励与创作的

自 由 。“ 不 要 告 诉 孩 子 苹 果 是 什 么 颜 色

的 ，太 阳 是 什 么 颜 色 的 ，不 要 过 早 地 去

限 定 他 们 ，给 出 很 多 规 则 。要 让 他 们 自

由发挥，要多表扬，多鼓励，怎样画都是

好 的 ，都 是 对 的 。艺 术 本 身 没 有 统 一 的

标 准 ，孩 子 对 艺 术 的 自 信 是 最 重 要 的 。

我 也 建 议 学 校 内 可 以多开设艺术类课

程，让孩子们多动手，多去观察大自然，

多看看美术馆、艺术馆。孩子们的眼界开

阔了，审美水平也就上去了。”

安静：以写实之笔描绘青春之美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作为当下最时髦的概念，元

宇宙正在受到国内外科技资本的

热捧。在互联网企业纷纷摩拳擦

掌筹划布局元宇宙市场之际，文

旅 行 业 也 将 目 光 投 向 了 这 一 领

域。不久前，张家界就在武陵源

区成立了元宇宙研究中心。然而

在 12 月 9 日于澳门举办的携程集

团全球合作伙伴峰会上，携程集

团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梁建

章却对旅游行业进军元宇宙另有

看法：“我们要把旅游做得更有

交互性，更有沉浸感，更有趣，

远远抛开元宇宙。”

在梁建章看来，旅游的使命

是 “ 激 发 人 类 对 真 宇 宙 的 探

索”，他进而呼吁，人们应该警

惕因元宇宙带来的成就感而最终

丧失探索真实世界的欲望。“元

宇宙无论从复杂性、多样性、逻

辑性来说，与真宇宙相比都差很

多 。” 梁 建 章 说 。 因 此 他 认 为 ，

真宇宙不会被元宇宙替代，真宇

宙中人们探索和旅游的欲望会永

远存在。

不过，梁建章同时也肯定了

元 宇 宙 对 于 旅 游 推 广 的 积 极 作

用。“我们可以利用虚拟现实，预

览真宇宙，激发探索真宇宙的灵

感和意愿。”他表示，携程也会充

分 利 用 元 宇 宙 的 技 术 去 推 广 旅

游。他说：“中国年轻人玩游戏的

时 间 已 经 远 远 超 过 了 旅 游 的 时

间，人均坐飞机的次数可能还不

到 1 次，人均出境次数也非常少，

用元宇宙技术做预览，推广旅游，

可以把旅游做得再翻好几倍。”

“未来，可以用虚拟世界的虚

拟现实技术去促销、营销、推广真

实的宇宙。”梁建章说，“元宇宙会

起到一个促进作用，而不是一个

替代作用。”

在梁建章看来，在元宇宙技

术概念逐渐升温、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对旅游业形成不断

冲击的当下，所有坚守行业的旅游人都责任重大。“我

们必须要把旅游体验做好，做得更加有趣和有交互性，

将元宇宙概念和技术变成激发用户探索真宇宙的灵感来

源，而不要让元宇宙替代了真实的旅游。”

旅游业当下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携程集团 CEO
孙洁认为，要从出境游人群回流国内市场引发的深刻变

化中寻找答案。她表示，由于这部分新增中高端消费力

的出现，国内的航司、酒店、景区、乐园、目的地等迎

来了品牌营销的黄金时机，用户也迫切需要知道在国内

“怎么玩”和“怎么选”；另一方面，年轻用户已经成为

携程平台的消费主力军，这部分消费力在倒逼国内旅行

产品的升级迭代，同时，国家层面也在力促乡村旅游、

红色旅游等旅行产品的推陈出新。“旅游就像一把金钥

匙，能够开启乡村的新面貌。年轻人参与红色旅游的热

情也非常高涨，今年上半年，红色景区的订单量比去年

增长了两倍，其中 80、90 后占到 70%。”

“携程未来将推出更加优质的产品，通过创新的方式

让更多人爱上红色旅游，了解红色文化。乡村振兴和红色

旅游，是国家的战略，也是携程的担当。”孙洁说。

扫一扫 看视频

美育公开课

莫让元宇宙代替了真旅游

《成长》 陈 鼎/摄 《处暑——新莲》 受访者供图

安静（左二）在其作品展现场 陈 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