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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工人日报》记者采访发现，在云南省，民族音乐文化在基层有着深厚基础，面对

少数民族乐器濒临失传的危险境遇，相关科研人员、从业人员努力为少数民族乐器

留下珍贵的记忆。

田野调查显示，云南有很多少数民族乐器还未被人熟知便已濒临失传——

为少数民族乐器留下记忆

视 线G

艺 评G

量质齐升，电影市场强势回暖
本报讯（记者郜亚章）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3 月 19 日

16时，2023年全国总票房突破 150亿元人民币，总出票 3.13亿

张，总场次达 2650万场。中国电影市场较前两年复苏态势明

显，突破 150 亿元大关时间比去年提前两个月。另据猫眼上

映日历显示，今年 2月~4月定档电影超过百部，较去年同期上

涨 20%。

春节档电影为今年中国电影市场的复苏拉开序幕。今年

共有 7部影片齐聚春节假期，其中电影《满江红》《流浪地球 2》

《熊出没·伴我熊心》《深海》《无名》均宣布将延长上映时间至

4 月份，长尾效应凸显。在票房方面，截至发稿时，《满江红》

达到 45.4亿元，《流浪地球 2》达到 40.18亿元，7部电影总票房

高达 122亿多元，占年度票房总收入的 81.8%。

原本定档春节假期的《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的上映之路

可谓一波三折。该影片作为《夺冠》之后的又一部体育题材电

影而备受瞩目，经历定档、撤档、再定档风波，目前票房突破亿

元大关。

除国产影片之外，去年 12 月《阿凡达：水之道》登陆国内

院线。《阿凡达》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破 10 亿元票房的影

片，曾刷新内地票房纪录。数据显示，《阿凡达：水之道》票房

已突破 16亿元。今年 2月上映的《黑豹 2：瓦坎达万岁》和《蚁

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的票房也分别突破 1亿元和 2亿元。3

月，动作电影《雷霆沙赞！众神之怒》、恐怖电影《梅根》、动画

电影《铃芽之旅》等进口影片陆续与观众见面。

因电视剧《狂飙》再次被观众熟知的演员张颂文近日现身

北京高校，与导演王晶、演员白客为观众带来新的电影作品

《不止不休》。该电影讲述的是青年韩东怀揣记者理想只身闯

荡北京的故事，影片塑造了一位敢闯敢拼、不止不休追逐梦想

的励志青年形象。据了解，影片主创团队花费大量时间搜集

现实材料，与亲历者深入交流，深刻还原新闻从业者对事件真

相的执着与坚守，为观众传递真情实感，影片在首映礼上收获

一致好评。

喜剧电影向来是国产电影的重头戏。由大鹏、李雪琴、马

丽等出演的喜剧电影《保你平安》自 3月 10 日上映以来，已累

计 10余次获得票房日冠，更是在上映不到 10天的时间里突破

3 亿元票房，掀起春节后又一个观影热潮。作为一部现实题

材电影，该影片触碰“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社会热点话题，引

发了人们对于网络暴力等问题的共鸣与深刻反思。“有笑有

泪”“非常贴近现实”……观众对该电影给予高度评价。

从春节到现在，喜剧、科幻、悬疑、动画等多种类型影片

陆续上映，观众走进影院享受大银幕带来的畅快。在即将

到来的 4 月，多部影片已经定档，并宣发了预告片。《龙马精

神》将再现成龙经典招式动作，《灌篮高手》为“80 后”“90

后”带来童年回忆，重映影片《泰坦尼克号》在影院与观众再

次见面……2018 年、2019 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分别突破 609

亿元和 642 亿元，疫情过后，今年中国电影市场能否创下新

高值得期待。

苏墨

张颂文火了。凭借《狂飙》中的精湛

演技，这位 46 岁的中年男演员，终于站到

了 C 位。不仅是张颂文，开年以来，中年

男演员在热播剧中集体翻红，《三体》中

的于和伟、张鲁一、林永健，《流浪地球 2》

中的吴京、沙溢，《满江红》中的沈腾，他

们都已年过 40。网友们戏称：“‘叔圈’的

全盛时代来了。”

微博热搜、影迷见面会、“考古”之前作

品、二创视频层出不穷，“叔叔”们枯木逢

春、老树开新花，风光程度不输小鲜肉们。

而看似爆红的背后，是他们在演艺事

业 上 的 不 放 弃 。 前 几 天 ，北 京 人 艺 院 长

冯远征接受采访时提到了他的老同学吴

刚。55 岁时吴刚因饰演“达康书记”一角

大火。“他 55 岁前干吗呢？一个戏接一个

戏认认真真在演。”冯远征说。

同样，在《狂飙》之前，张颂文虽然面

临 过 很 长 一 段 无 戏 可 拍 的 窘 境 ，但 在 每

一个可以把握的机会里，全情绽放。《隐

秘的角落》中朱朝阳的父亲朱永平 、《风

中 有 朵 雨 做 的 云》中 的 城 建 委 主 任 唐 奕

杰、《扫黑·决战》中的县长曹志远、《革命

者》中的李大钊……角色有大有小，但他

却 从 无 懈 怠 ，为 了 演 出 失 去 女 儿 的 憔 悴

崩溃，他三天不睡觉，这才奉献出于细微

处凿光的表演。

是花就会盛开，是树就会逢春。前提

是 要 是 一 朵 经 得 起 风 雨 考 验 的 花 ，要 是

一棵有决心向上生长的树。翻看“叔圈”

名单，陈道明、张嘉译、胡军、靳东、陈建

斌、秦昊、段奕宏、廖凡、刘奕君……无论

是看似的爆红还是翻红，背后都是坚持、

坚守、坚定，不断地磨砺、钻研、突破。

与流量时代的小鲜肉们不同，“叔圈”

并 不 存 在 横 空 出 世 的 逻 辑 基 础 ，想 要 登

上 C 位 ，肯 定 不 可 能 是 在 一 两 部 戏 中 完

成。“叔叔们”的春天，背后也是国内影视

市 场 的 转 变 。 流 量 的 泡 沫 逐 渐 退 去 ，观

众 对 演 员 的 评 价 标 准 ，从 颜 值 回 归 业

务 。 就 连 热 搜 也 更 倾 向 于 对 演 技 的 探

讨，比如《三体》热播的时候，“于和伟、张

鲁 一《三 体》对 手 戏 ”话 题 讨 论 火 热 ，在

《觉醒年代》《人民的名义》《山海情》等其

他 剧 集 播 出 的 时 候 ，类 似 的 话 题 也 数 见

不鲜。

从比拼颜值，到讨论演技，观众意趣

的变化也倒推产业重新审视对流量明星

的单纯依赖。近年来，老带新、老捧新的

作品很多，如《庆余年》《重生之门》等，但

越 来 越 多 的 案 例 表 明 ，优 质 内 容 无 需 流

量 明 星 加 持 ，老 戏 骨 们 大 飙 演 技 才 是 观

众们更爱看的。

影 视剧题材广泛了也是中年男演员

们集体翻红的重要因素。更多现实题材

作品的涌现，给了有生活沉淀的演员们更

多的机会，他们不再需要在偶像剧里“老

黄瓜刷绿漆”，也不需要在仙侠剧里飞来

飞去凹造型。他们回归自己该有的阅历：

在家庭中是父亲，在单位中是骨干，这些

角色有危机、有坎坷，而这正适配时刻准

备着的中年男演员们大显身手。

迎来春天的中年男演员们，依旧道阻

且长，需要且行且珍惜。不进则退，无论

对谁都是公平的。如果沉浸在自己的舒

适 区 里 打 转 ，给 自 己 贴 上 某 个 类 型 的 标

签，无疑很快就会让观众们审美疲劳，累

觉不爱。过度商业、沉迷捞钱，更会在短

时间消耗光观众缘，毕竟“塌房”这事可不

分年龄。同时市场大了，竞争也会不断加

大，如何能在被看见后，长长久久地被观

众注视、凝望、审阅，在他们的眼睛里有一

席之地，只有用时间和实力给出答案。

是花就会盛开，是树就会逢春

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恢复开放

《勇敢的你之箭在弦上》东莞开拍
本报讯 大型残疾人励志系列纪录影片《勇敢的你之箭在

弦上》于日前在广东东莞开机拍摄。

陈敏仪在第 16届东京残奥会女子 W1级射箭项目比赛中

打破了残奥会纪录，荣获金牌。2021 年 9 月陈敏仪获得了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第 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2022 年 10月荣

获第二季度“广东好人”（敬业奉献）称号。

影片《箭在弦上》讲述了从东莞一个普通家庭走出的残奥

冠军陈敏仪的成长故事。陈敏仪家中四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

的残障，生活相当不易，但是生活没有压垮这个平凡家庭。他

们全家相互鼓励，互助互爱，自强不息，后来陈敏仪在残疾哥哥

指引下加入了残疾人体育运动，经过一步步打拼，辛苦奋斗十

多年，一波三折，终于跻身残奥赛场获得了世界冠军。

该片由中国残联宣文部指导，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宣传

促进会与军影（北京）影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摄制，拍摄得到

了广东省残联、东莞市残联的大力支持。 （武岩）

《从黄河到长江》民族音乐巡演西宁启幕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近日，“守护三江源”大型生态情景

音画《从黄河到长江》民族音乐巡演在青海省西宁市启幕。作

为国家艺术基金 2022年度传播交流推广项目，该民族音乐巡

演还将在上海、南京、宁波、南昌等城市开启多省市巡演活动。

据介绍，《从黄河到长江》民族音乐巡演项目获批国家艺术

基金 2022传播交流推广项目，是我国首个以黄河、长江两大母

亲河为主题的民族音乐项目，以青藏高原“三江源”地区传承悠

久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元素为主线，将红色文化、生态文化、格

萨尔文化串珠成线，堪称从中华水塔流淌出的音乐史诗。

该剧目以音乐的语言、文化浸润的艺术形式，生动立体演

绎了民族大团结一家亲的新时代幸福画卷，也是红色文化与

音乐党课融合、舞台艺术助力援青成果的全方位民族间交流

交往交融创新模式，以“保护母亲河”为核心，以艺术的形式向

观众讲述长江、黄河的故事。

演出通过“开源”“奔流”“走向复兴”三个乐章，完整展现

从三江源头到长江入海的历程，呈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

饮一江水，共筑中国梦”的美好愿景。

日前，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恢复开放。铁博
正阳门馆实行实名预约参观，观众需提前在中国铁道博
物馆微信公众平台进行预约。 杜建坡 摄/中新社

非遗传承奏响乡村振兴新乐章

日前，在唢呐之乡——重庆金桥镇
绿水村的农家小院里，48岁的非遗传承
人尚仕权（上图）与哥哥尚仕元正在制作
当地特有的竹编唢呐。

金桥唢呐为纯手工制作，原材料取
自竹林，一般要经过选料、加工唢呐
杆、铳尖、编制喇叭口、上漆、装配等 20
多道工序。其中，唢呐的喇叭口要用
柔软细小的牛尾慈竹竹丝编制，唢呐
管一般用硬度、密度大，柔韧性强的红
木制作。

近年来，当地充分挖掘唢呐文化，改
进唢呐生产工艺，让不少民间艺人重拾
老手艺，走上了一条增收致富路，通过唢
呐文化吹响了乡村振兴新乐章。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尚仕权正在自家的小院里吹奏唢呐尚仕权正在自家的小院里吹奏唢呐。。

本报记者 赵黎浩

近日，300 余件少数民族乐器在云南师

范大学集中展出，展出的大部分乐器由学校

音乐舞蹈学院教授杨琛及其团队在田野调查

时收集。10 年来，杨琛及其团队从云南、广

西、贵州、四川等地的 180多个少数民族村寨

中，拜访了 220余名民间艺人，收集到这些珍

贵的少数民族乐器。

杨琛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云南有很多少

数民族乐器还未被人熟知便已濒临失传，很

多年轻人都没有机会接触这些乐器。“很多民

间艺人一旦去世之后，这个民族的乐器可能

会永远失传，消失在历史长河里。”

文化的渴望

每当夜幕降临，云南省镇康县城南伞河

畔公园广场上，市民聚集在一起，用悠悠三弦

声伴随地方传统民间音乐“阿数瑟”缓解一天

的疲惫。“想看仙女到南伞，想唱山歌下镇康，

阿数瑟呢瞧着，罗细瑟呢甩着。”脱口而出的

“阿数瑟”伴随着欢快的三弦声，当地居民闵

光宏沉浸在自己快乐的晚年生活里。

今年 79 岁的闵光宏每天到广场上弹三

弦、唱“阿数瑟”，这是他晚年生活最快乐的消

遣方式。“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还能够传承‘三

弦’和‘阿数瑟’这些地方传统民间乐器、音

乐，非常有意义。”闵光宏说。

每逢节庆，或是当地群众休闲时，大伙儿

围成一圈对歌起舞，这样载歌载舞的表演形

式被称为“阿数瑟”，其歌词内容包罗万象，涵

盖农耕劳作、情感娱乐以及家常生活等各个

方面，演唱者们会根据场合与情境即兴创作，

在“阿数瑟”即兴创作中，三弦作为镇康县“阿

数瑟”主题文化的主要伴奏乐器，在“阿数瑟”

打歌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

云南省普洱市民族歌舞团声乐队负责人

王智宇几乎走遍了普洱市 9 县 1 区的村村寨

寨。在下乡演出过程中，他遇到过 80多岁的

老人家专程来看演出，“老奶奶看完后热泪盈

眶，拉着我们的手舍不得松开，一直在感谢我

们带演出到大山里。”

令王智宇感动的不止如此，在去普洱市

景东县一所小学演出时，一名演员的水杯落

在学校，第二年再去学校演出时，学校里的学

生将杯子完璧归赵。“父老乡亲很淳朴也很热

情，他们渴望文化能够走到身边。”王智宇说，

少数民族乐器通过演奏家精彩的演奏，能够

深入人心、感染观众。

消失的进程

杨琛及其团队在云南等地做田野调查

时，发现民间艺人大多已年过古稀，且整个民

族就只有一位民间艺人会制作民族乐器，他

们的乐器制作技艺都没有传到下一代。

今年 2月，在普洱市西盟县勐卡镇娜妥坝

村，杨琛第三次见到佤族艺人岩聪，他是杨琛

发现的能制作 8 种以上乐器的民间高手之

一。2016 年，杨琛开始研究少数民族管乐器

时，第一个拜访的民间艺人便是岩聪；2018
年，杨琛和两个同门师弟采录佤族乐器；此

次，杨琛带着其研究生采录岩聪用新制佤族

乐器“得”“筚呀姆”演奏《孤儿调》《舞蹈调》等。

杨琛在云南省找到了 3名这样的民间高

手，另外一名叫丁麻胖，在德宏州陇川县，可

以做 10种景颇族乐器，还有一名是基诺族老

人资木拉，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基诺乡，可以

制作 8 种乐器，且整个基诺族只剩他一人会

制作民族乐器。

“我去世了就靠你们年轻人来宣传了。”

岩聪老人一句话让杨琛感慨万分，“对濒临失

传的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与保护不能停留在

口头上，我们的工作具有紧迫性。”杨琛说。

杨琛告诉记者，随着乡村的生活改善，家

家都盖了新房子，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水平提

高了很多，但很多乐器和少数民族一些音乐

的资源会有一种被忽略、失传的危险，生活环

境的改变也让乐器失去了它生存的土壤。

在王智宇看来，这样的风险在城市里更

值得警惕，在乡村不少人依然保持着老传统，

吃完晚饭休息时就约上村民围在一起弹起三

弦，跳起三跺脚，而在城市里想要约到志同道

合的人聚在一起唱跳则相对困难，“文化的背

后是人文的属性”。

与此同时，王智宇也发现，拉祜族常用的

民族乐器芦笙由于形状、属性的差异无法定

调，每一声吹出来的调都不相同，总有偏差，

导致没有特定的曲目传承，只能靠口传心授、

师从父辈，靠形体表演结合来演绎。

“芦笙乐器靠葫芦腔体来产生共鸣，吹出

简单的调调，因为受属性所限制不具有旋律

性，在民族歌舞表演中应用得不多。”王智宇说。

留住的记忆

在云南师范大学音乐舞蹈学院一楼大厅

的公共空间，瑶族牛角号、壮族天琴、彝族二

胡、拉祜族葫芦笙等 300余件乐器陈列展示，

这是国内第一家以西南各省少数民族乐器展

陈为主，辐射南亚、东南亚国家特色乐器的陈

列馆，该区域位于音乐舞蹈专业学生每天上

课练琴的必经之路，能在日复一日中潜移默

化影响学生，产生良好的连锁反应。

“乐器是人创造的，我们通过拜访民间艺

人，采录观察他制作和演奏的全过程，在这样

的基础上去理解和认识乐器演奏的基本规

律，在尊重艺人演奏习惯的基础上学习和传

承。”杨琛说，一件乐器的制作技艺是认识了

解这件乐器底层文化基因的重要部分，对其

技艺采录后，即使将来乐器失传了，但后人能

通过采录资料进行复原研究。

对于王智宇来说，编排节目音乐时，他时

常考虑将民族乐器的各个元素融合改编，通

过创新性的音乐制作、歌舞制作把民族乐器

的亮点充分挖掘出来。“民族乐器的符号性特

别强，一段音乐，同样的旋律、同样的和声，在

编曲上音色的选择加上民族乐器，整个音乐

的色彩一下子就变了。”王智宇说。

王智宇告诉记者，要将民族乐器、民族音

乐传承下去，要靠出彩的作品来赋能，挖掘每

一种乐器的属性，挖掘所能够表达出来的一

些音律、音调，把不同的乐器组合，创作出有

创意的好作品。

“我们想要证明，一件乐器曾经在这样一

条民族文化璀璨的长河中，它留下过浓墨重

彩的一笔，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杨琛

团队成员石大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