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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说

阿卡贝拉：音乐行者不孤独

经过现代美学翻译经过现代美学翻译、、整理的少数民族纹样库整理的少数民族纹样库，，源源不断地给来自全球的设计师提供创作灵源源不断地给来自全球的设计师提供创作灵

感感，，让世界聆听中国故事让世界聆听中国故事，，惊叹中国设计惊叹中国设计，，爱上中国产品爱上中国产品，，让中国民族文化走向世界舞台让中国民族文化走向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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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设计：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第一资源

□□ 本报记者 唐弋

今年第 89 届奥斯卡金像奖上，最

佳真人短片奖被来自匈牙利的短片《校

园合唱团的秘密》一举拿下。影片用清

新而略带酸涩的风格围绕校园合唱团

展开小故事，在 20分钟的短片中，其排

练和演出都是由一位老师指挥合唱团

学生的无伴奏合唱，而这种形式便是阿

卡贝拉。

作为一种舶来品，阿卡贝拉近年来

进入中国以后，正在以各种方式和形式

走入大众流行视野，越来越多的人组建

乐团，将阿卡贝拉这一爱好当作事业。

方兴未艾的阿卡贝拉乐团，也有着自己

的困惑，游走在大众和小众之间的这一

音乐形式，让其在国内的市场化之路充

满迷雾的同时，也潜力十足。

年轻人追梦阿卡贝拉

1993 年，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的

史君在老师和良好音乐环境的影响下

接触到了阿卡贝拉并开始学习；2002

年，他组建了自己的 barbershop（阿卡贝

拉的形式之一）组合；2008 年，其组合

以一首《Take The“A”train》获得了

CCTV青年歌手大奖赛的“十佳歌手”。

在将组合名字改作“炫声合唱团”

的史君看来，自己对于阿卡贝拉多年的

坚持，恰好是阿卡贝拉在中国发展的一

个缩影。“发展多年来，国内乐迷对于阿

卡贝拉依然知之甚少。因此，如果要在

国内发展阿卡贝拉，需要做出很大的努

力。”史君说。

阿卡贝拉由意大利语“a cappella”翻

译而来, 是以纯人声演唱的无伴奏合唱

表演形式，其对于音准、音质及节奏感

的要求极高, 是一种难度较大的合唱表

演形式。北京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北京

合唱协会理事长、国家二级指挥王瑞璞

告诉记者，阿卡贝拉最初从宗教发展而

来，历经歌剧音乐后传入到民间，并被

广泛接受和喜爱。随着科技的发展，电

声与扩音器辅助了音乐人的创作和演

出，但阿卡贝拉一直保持着原有的清新

形式，并未加入任何乐器和电子设备，

依然选择用人声模仿器乐的方式，使合

唱更趋多元化和完美。

据了解，阿卡贝拉在香港的发展相

对更迅速。目前，在香港活跃的团体包

括：地铁声乐团、青协香港旋律、姬声雅

士、真思清唱团等。多位华语歌手也曾

在发行专辑中尝试当代阿卡贝拉音乐

风格的歌曲，如彭羚的《窗外》，辛晓琪

的《可爱的玫瑰花》《每个女人》等。

从内地来看，有数据显示，到目前

为止，我国的阿卡贝拉团队数量呈上升

趋势，光是在北京的团队就有 50 支至

60支，团队成员以大学生居多。

史君所创立的炫声合唱团就是其

中的代表，其乐团风格定位在结合中国

的本土文化改编作品。2011 年山东卫

视元旦晚会上，炫声合唱团以人声表演

两架电吉他的表演惊艳全场，一炮而

红。之后，他们陆续录制了北京卫视的

《北京客》、上海卫视的《中国达人秀》、

深圳卫视的《T h eSing—Off 清唱团》等

电视节目。

在不断摸爬滚打中，史君找到了兼

顾情怀和走市场的好方法。“最开始因

为很喜欢这种音乐形式，沉浸在里面很

享受。在做出了一些成绩之后，我发现

可以通过参加各种比赛、演出、晚会等

维持团队生计。另外，我希望通过我的

尝试和演唱，让更多人了解阿卡贝拉。”

史君说。

推动小众音乐走向大市场

虽然在卫视节目的契机下，沉默良

久的阿卡贝拉终于让人们了解其魅力，

但这依然是冰山一角。如何让更多人

熟悉、了解和爱上阿卡贝拉，拓展市场

的道路依然任重道远。

目前“演出+ 培训”的方式是阿卡

贝拉成熟团队的主要且稳定的变现方

式。2014 年，史君成立了北京炫尚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在竭力促成各种演

出和推动团队发展的同时，将更多的

精力放在阿卡贝拉的培训、宣传和推

广方面。

正如很多从事和了解阿卡贝拉的

音乐人一样，史君很重视青少年的培

训，不仅在中小学生中推出阿卡贝拉课

后一小时等活动，还定期为他们进行培

训。在他看来，这种基础培训方式能够

让更多人更快速且深入地了解阿卡贝

拉，也受到了阿卡贝拉爱好者和学习者

的欢迎，孩子们甚至还成立了属于他们

自己的童声阿卡贝拉团队。

“我们还在中老年当中推广阿卡贝

拉，虽然他们平均年龄都在 50岁以上，

但是他们对于阿卡内拉这种音乐形式

持有极高的热情。另外，由于阿卡贝拉

是无伴奏人声合唱，对于团队成员间的

配合与默契有很好的磨练与提升。因

此，阿卡贝拉也成为很多公司企业文化

的一部分，他们会定期请我们做培训，

组织各种活动和比赛。”史君说。

在音乐赛事上，阿卡贝拉也越来越

得到重视，这也从另一方面促进了阿卡

贝拉在国内的传播。例如，在今年由北

京市文联、北京市文化局、北京音乐家

协会、北京文化艺术活动中心联合举办

的第七届北京合唱节上，阿卡贝拉就作

为重要的比赛单元亮相合唱节。

王瑞璞向记者介绍，本届合唱节专

设了阿卡贝拉比赛专场，共有 26 个合

唱团参赛，参赛者既有七八岁的小学

生，也有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比赛现

场采用了手机直播的方式，当天手机直

播观看比赛的粉丝达 3. 2 万人。“我们

准备在下届合唱节延续阿卡贝拉的比

赛专场，并要求参赛者都演唱中国的歌

曲。”王瑞璞说。

除了培训和比赛，其他的艺术形式

也选择将阿卡贝拉融入其中。 2016

年，音乐人小柯在其话剧《因为爱情 1》

中采用阿卡贝拉，在有限的演出剧场

中，观众随着全程无伴奏合唱的纯粹声

音，在爱情的回忆与现实中无限遐想。

纵观全国，一线城市阿卡贝拉发展

更为迅速。除北京外，在上海，今年仅上

半年，就有包括英国在内的多个著名人

声乐团来沪演出，上海阿卡贝拉联盟也

于5月底成立，助力国内阿卡贝拉推广。

执着的音乐坚守者

发展并非一路坦途的阿卡贝拉正

因为有了音乐人的执着与坚持，才可以

向着美好的未来大步向前。

王瑞璞告诉记者，在阿卡贝拉广受

欢迎的西班牙，每年会举办多次阿卡贝

拉的合唱比赛，这是所有阿卡贝拉音乐

人的梦想之地。

在中国，阿卡贝拉行业方兴未艾，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阿卡贝拉不像美

声唱法，并不讲究气息、位置、共鸣，它

更多的是追求声音的纯净、音准，没有

泛音和颤音、和声的和谐。但现在很多

阿卡贝拉爱好者采用模仿直声、假声唱

法演唱外国的作品，这不是合唱团应有

的真实水平。不能只一味地追求声音

的和谐而不了解歌曲的思想内涵，还应

该将中国文化和元素融入演唱形式当

中。就如小提琴是西洋乐器，但很多人

喜欢听包含中国味道和文化内涵的《梁

祝》一样。”王瑞璞说。

音乐人韩媛媛认为，阿卡贝拉在中

国市场较窄，主要因为作品没有与中国

的市场相结合，作品风格也没有找到中

国老百姓所能接受的定位角度。所以

在这样的局面下，需要有一些更好地结

合中国本土的音乐作品，再进行大力推

广与传播，让更多的人由浅入深地了解

阿卡贝拉的真正魅力。

另外，有人提出质疑，既然阿卡贝

拉是无伴奏人声合唱，那中国的非遗侗

族大歌和苗歌等具有深厚民族基础和

韵味，同样也无需乐器伴奏，那是不是

也属于阿卡贝拉的范畴呢？

对此，王瑞璞认为，侗族大歌用

中国五声音阶的特质在相隔纯五度

和纯四度音程上起音，演唱类似同样

的旋律，自然产生了纯四度、纯五度

的音程，听起来有和谐、空灵之美感

的音程，这就是侗族大歌与西洋合唱

的区别。

除此之外，阿卡贝拉在中国的传播

与发展与外国存在差距，文化传统是一

方面原因，更多还在于文化教育方面存

在一定的差距。“只有基础音乐教育做

得好，音乐素养和音乐审美才会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包括阿卡贝拉在内的音

乐市场才会有更多人愿意消费经典。”

王瑞璞说。

“虽然阿卡贝拉适应中国市场需要

过程，但希望能有更多的演出机会和培

训需求，未来的阿卡贝拉市场将更为广

阔。当你发现，你最开始教的中小学生

现在已经成长为 20多岁的成年人并且

依然热爱阿卡贝拉的时候，你会坚信，

这些具有审美能力和消费能力的年轻

人会带动阿卡贝拉的发展和市场。”史

君说。

□□ 听海

在北京市科委支持科技与设计融

合创新的措施下，北京工业设计促进

中心组织了多家设计企业，利用科技、

设计带动了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

建成手工坊数据库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民族传统

文化却面临着消失的威胁。以传统刺

绣为例，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很多绣

娘没办法继续依靠刺绣维持生计，她们

不得不走进工厂赚钱贴补家用。而村

寨里的绣娘也逐渐老去，民族传统手工

艺后继无人，面临着失传的困境。

为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手工艺，北

京唐人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唐人坊”）在贵州开办唐人坊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学院，每年免费招收近百名

少数民族贫困学生，学习传统手工艺制

作，还专门聘请技艺高超的民间工艺美

术家和手工艺传承人教授学生们学习

濒临失传的民族手工艺。

截至目前，已培养数百名学生成

为手工艺传承人。此外，2013 年，唐人

坊在贵州省惠水县建立了民族服饰博

物馆，收集非遗传承人的作品用于观

摩和教学，馆藏民族传统服饰、绣片、

蜡染及银饰等西南地区珍贵的手工藏

品数百件。

依文·中国手工坊作为依文集团

传承中国传统工艺文化的平台，以中

国刺绣、雕刻、纹饰、蜡染等传统手工

艺为基础，追本溯源，将目前所有发现

的绣样、技法、工艺等归类整理，建成

了国内传统手工艺纹样和手艺人的数

据库，手艺人和作品的信息、刺绣等

级、擅长领域、绣龄和代表作品等内容

均包含在内。

据依文·中国手工坊品牌总监包唐

韬介绍，通过这个数据库，企业能够快

速查询到所需纹样，并准确对接到精通

该纹样的手工艺人下订单，既省去了企

业研究设计提取的时间和费用，提高了

效率，又确保了订单质量，还能给传统

手工艺人带来稳定收入。

“绣梦计划”改变绣娘命运

唐人坊董事长唐燕表示：“我们每

年在贵州招收 50 至 80 名少数民族贫

困女生，全额资助并教授她们刺绣、蜡

染、绢人等传统手工艺。几年来，已经

有近 200名贫困女生顺利毕业，成为传

统手工艺人才，年收入最高的达到 10

万元。”唐燕对这些孩子寄予很高的期

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希望她

们能够通过手艺改变命运，并带动周

边，改变家乡的贫困现状。”

依文·中国手工坊则启动了“绣梦

计划”项目，在未来 3 年内，培训 1000

名有潜力的贫困绣娘，在黔西南地区

建立 1000 家绣梦工坊，每家绣梦工坊

至少拥有 5位绣娘，每家工坊每年保证

有 5万元订单，从而保证每个家庭年收

入达到 1 万元。同时不断帮助提高传

统工艺产品的设计、制作水平和整体

品质。“经过我们的培训和设计师的改

良，这些绣娘可以用布依族的小绣片

为参观者进行 T 恤改造，一天可以绣两

个，收入近百元。”包唐韬表示。

在包唐韬看来，“这种模式与传

统手工艺者的能力模型相吻合，绣娘

们既做了喜欢的、擅长的，又得到了

实惠”。

据北京市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一方面，以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资金

支持的方式，鼓励企业针对需求，开展

技术研发、技术服务平台建设；另一方

面，开展科技区域合作，带领北京的优

势企业，与各地的需求进行对接，促进

合作，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让民族文化“活”在当代

将布依族传统的图案以及元素进

行提取和创新应用，让民族元素以现代

的、时尚的新面貌呈现，是依文·中国手

工坊“发现—整理—创新—应用”模型

的成功实践。在今年 3月结束的北京国

际时装周，布依族传统图案首次通过时

装秀的形式展示给世界，让人们认识了

布依文化。包唐韬表示：“9月我们还准

备把布依族传统图案带到伦敦时装周，

让英国的设计师和企业也能用上布依

族的元素去做创新设计，而且通过手工

坊线上数据库的匹配，能够为绣娘带来

稳定的订单和收入。”

包唐韬透露，手工坊数据库试运

行以来，已有二三十家企业主动接洽，

为 1000多名绣娘开拓订单承接渠道与

绣片产品的销售，通过中国手工艺联

盟企业和全球设计师资源，对其中 200

多位绣娘的产品再设计、生产和国际

输出，建立良性循环的商业模式，未来

会有更多的企业、设计师和消费者去

认识、运用中国传统手工艺。

“少数民族文化如果没有现代设

计的加工和提炼，即使走出去，传统文

化也难以被现代人接受和理解。”东道

品牌创意集团董事长秘书姜鹏宇认

为，“设计更多是把传统民族文化与现

代意识相结合，通过设计的手法，对民

族元素进行提取、设计、再生，帮助民

族文化走出大山，走进生活。”

资 讯

本报讯 （记者鲁娜）旅游安全常识展板展示、消防装备展示、烟道逃生体验和

应急救援演练……6月 17日，2017旅游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北京野生动物园举

行。本次活动由国家旅游局主办，北京市旅游委、大兴区人民政府、北京首旅集团

承办。

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指出，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和全域旅游的发展，旅

游安全愈发成为头等大事。国家旅游局将持续组织开展旅游包车安全整治、高风

险项目安全规范、景区流量控制治理、出境游安全提升旅游安全四大专项整治行

动，加强重点时段、大型旅游节庆活动的安全管理，同时加快旅游救援体系建设，建

设国家旅游应急指挥平台。

本报讯 （记者李琤）6 月 18 日，佰宝汇国际珠宝精品购物中心在京开业。佰

宝汇国际珠宝精品购物中心是由北京鑫濠佰宝汇国际珠宝有限公司联合昆泰集团

共同开发管理的投资项目。

佰宝汇国际珠宝精品购物中心坐落于北京市朝外 CBD 商圈。购物中心建筑

面积约 1. 5万平方米，营业面积约 1万平方米，共分 4层，经营黄金、铂金、白银以及

彩宝钻石、玉石翡翠、高档文玩等奢华珠宝，并引进了集珠宝、礼服、婚车、摄影、蜜

月等所有婚庆事项为一体的一站式婚庆服务。此外，佰宝汇还拥有自己的珠宝玉

石研究中心、艺术收藏馆、私人高级定制和专业高档的奢侈品拍卖公司。

本报讯 近日，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发行的新书《寻访山西古庙：晋东南、晋南

篇》在北京首发。本书作者连达利用业余时间于 2013 年至 2015 年间寻访晋东南、

晋南 109处古寺庙，绘制的 185幅写生画和 10余万字的行记，将晋东南、晋南的中国

传统建筑之美展现给读者，同时也记录了众多古民居的现状，希望唤起更多读者对

中国传统建筑和文化的关注、热爱和保护。

据了解，山西省现在保存着约占全国总量 70%的明以前大木构建筑，晋南地区

唐、五代、宋、金、元等早期古建筑不胜枚举，明清时期的古建筑群更是数量极为庞

大，被誉为“古建筑爱好者的天堂”。 （孙元元）

佰宝汇珠宝购物中心开业

《寻访山西古庙：晋东南、晋南篇》北京首发

本报讯 （记者鲁娜）6 月 18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美研所指

导，甘肃省嘉峪关市市委、市政府主办的“嘉峪关文化丛书”编撰启动仪式在京举

办。嘉峪关市市委书记王砚表示，嘉峪关是河西走廊上的重镇，长城文化与丝路文

化交融，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汇聚，编书修史，意义重大。

据悉，“嘉峪关文化丛书”将会成为具有一定的学术性观点，但不失喜闻爱读之

作。中国人民大学美学与现代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嘉峪关文化丛书”编撰执行委

员会主任张成源介绍，丛书将以历史朝代的变革为主线，通过地域文明的发展与变

迁，对嘉峪关的自然、历史、文化、民俗、宗教等做一次全景式的扫描，填补嘉峪关历

史文化研究的一项空白。

“嘉峪关文化丛书”编撰在京启动

2017旅游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举办

本报讯 近日，话剧《寻找春柳社》在北京国家话剧院小剧场上演，为来自北

京师范大学实验华夏女子中学全体师生上演了一段“剧中剧”：舞台上展现了一

个学生剧社排练话剧的场景，排练中先后请了 3 位导演来指导排练，分别都是很

有代表性的人物，每位都对“戏剧的灵魂究竟是什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贯彻

到排练中去。他们各执己见，来去匆匆，使这些年轻的演员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

中。观众也分别跟随 3 位导演的思路，逐渐走入戏剧排演的思考中，体验不同的

演绎推理。 （马佳佳）

话剧《寻找春柳社》尝试剧中剧

阿卡贝拉逐渐走入大众流行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