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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朱悦

乐器制作每年需要耗损多
少优质木材？胡琴、三弦、鼓乐
器 上 的 天 然 蟒 皮 ，取 材 是 否 环
保 ？ 音 乐 与 环 保 还 有 哪 些 联
系？近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
场讲座中，音乐人王巍与观众分
享了音乐与环保的种种趣事，从
艺术中品出绿意。

大树倾乐声扬

“荒山野岭种植松杉果树，
河边路旁栽下垂柳白杨，给山野
挂起红色的帘子、翠绿的幔帐。”
一首动听的儿童歌曲《绿色的祖
国》，拉开讲座的序幕。

从古至今，众多以环境为题
材的音乐作品既带给人们美的
享受，更是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热
爱和赞颂。不过，在乐曲之外，
留意到乐器与环境保护关系的
人并不算多。

音乐离不开乐器。在乐器
制造业，一组数字令人惊叹：乐
器制作需要大量木材，以钢琴为
例，2015 年世界钢琴产量约 45
万架，其中我国生产立式钢琴逾
34 万架，三角钢琴 1.3 万多架，仅
我国生产的钢琴就需要木材超
过 37 万立方米，需要砍树数十
万棵，而且都是上等优质木材。

另一方面，有科学家统计，一棵
50 年树龄的普通大树砍下来约
值数百美元，但这棵树在 50 年
中所产生的生态价值高达数十
万美元。而且用于制作乐器的
木材都是名贵的木材，像制作马
林巴、二胡等乐器用的红木、玫
瑰木等都已禁伐。

因此，保护森林，用人工材
料以及速生植物代替木材是当
务之急。

丝与竹乃八音

讲台上，主讲人王巍拿起竹
花、竹根介绍道，竹子是世界上
生 长 最 快 的 植 物 ，而 且 产 量 巨
大。竹子纹理通直，光滑坚硬，
其硬度、弹性、易于震动性优于
木材，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各
种新型材料不断涌现的今天，竹
子仍然是诸多乐器制作不可替
代的原料。

事实上，在我国，用竹子制

作乐器的历史悠久，技艺分布广
泛，是民族艺术中宝贵的财富。

竹 子 品 种 多 达 1200 多 种 ，
繁衍能力强，仅毛竹在中国就有
50 亿棵。在中华传统音乐中，
竹乐器自古就有重要地位，《三
字经》中有“丝与竹 乃八音”一
说。早在公元前 800 多年，我国
历史上最早的一种乐器分类法

“八音”中，竹乐器已经作为一类
乐器单独列出。

我国的竹制乐器与众不同，
其中有罕见的瑶族民间乐器札
绒、长达 3.8 米的世界最大巨笛，
不足拇指大的世界最小的口笛，
还有用世界最粗的竹制作而成
的巨龙鼓等。

竹乐器带来新奇体验

王巍指着台上的一件竹乐
器笑问：“谁知道它怎么演奏？”

这件乐器由 20 多根长短、
粗细各不相同的竹管组成。几

位参与互动的观众围着它看了
又看，一会儿拍拍、吹吹，一会儿
对 着 竹 管 口 扇 扇 风 ，始 终 不 得
其解。

原来，这乐器叫格隆布，是
用双手鼓掌产生的气流“吹”响
的，声音圆润洪亮。这么奇妙的
演奏方法让体验观众大呼意外，
纷纷上前啪啪地拍个不停，感受
这件乐器的声音。

王 巍 介 绍 ，竹 乐 器 种 类 繁
多，比如讲台两侧摆放着的造型
美观、独特新奇的竹乐器，有非
洲马达加斯加的瓦丽哈、印尼的
安格隆、秘鲁的大排箫等。

音乐里赏出生态气息

与那些鲜少见过的乐器不
同，讲台上，琵琶、小提琴等几件
公 众 熟 悉 的 乐 器 也 赫 然 在 列 。
原来，这是两家大型乐器企业尝
试“以竹代木”的最新成果。产
品外观漂亮，工艺精湛，并且具

有批量生产的大好前景。
近些年在北京，一群音乐人

也自己动手制作发明竹乐器，并
组建起一支竹乐团。王巍就是
这支竹乐团的团长。他们的乐
器品种多样，吹拉弹打齐备，音
域超过钢琴。竹乐器天然的材
质、质朴的声音，传递绿色生态
的理念，契合保护森林的导向，
这支团队因此被誉为绿色乐团，
在国内外大受欢迎。

讲座还特别邀请了北京乐
器协会会长、乐器改革家刘正辉
先生。刘先生多年来潜心研制
人 工 仿 生 皮 ，用 以 代 替 天 然 蟒
皮，可以用在当今大量生产的胡
琴、三弦、鼓等乐器上，为保护野
生动物起到巨大作用。刘先生
详细介绍了仿生皮的制作情况，
并用仿生皮京胡现场演奏了京
剧名段“贵妃醉酒”等，乐声清脆
悦耳，优美流畅，获得了观众长
时间的叫好和掌声。

“瞧人家搞音乐的都这么关
心环保。”一位观众对身边的妻子
感叹道，这些音乐人不但在演出中
宣传环保，还能在制作乐器时考
虑生态因素，真是环保人人都能
参与，人人都能出一份力。

竹乐，“奏”是这么环保
中国环境报：能否介绍一下，

《了不起的匠人》的编剧或撰稿是
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操婷：《了不起的匠人》既不
属于传统的纪录片，纯粹纪实拍
摄，也不是剧情片，有完整的剧情
设定的剧本，我们的编剧需要全
程跟拍摄组，在拍摄过程中完成
对匠人故事、技艺知识、匠心理念
的采集，拍摄之后根据素材组织
成剪辑台本。编剧还是撰稿，只
是说法问题。我们的编剧还承担
前期人选确定和拍摄中的采访
任务。

中国环境报：撰稿一般花费
多长时间？最困难的是什么？

操婷：每个题材最重要的功
夫是在前期的准备上，确定人选，
了解人物背景，翻阅之前的报道、
拍过的片子等。这根据人物和资
料多少不同，时间上会有很大差
别。具体撰稿时间实际上跟片子
拍摄是同步的，一直延续到后期
剪辑期。前后至少需要两周吧。

撰稿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

抓住人物各自的性格区别上。真
正的匠人其实都是比较低调的，
因为只有这样的个性才能做到日
复一日沉下心来。所以他们中的
很多人是不太善于口头表达的，
需要我们找到每个人的突破点，
把某个方面的特质放大。另一方
面，这些年匠人这个词被用得越
来越多，我们需要想办法从热点
里面“突围”，做出自己的味道。

中国环境报：这些困难是如
何克服的？

操婷：我们花很大的精力跟
匠人沟通，前期没有见面的时候
就在网上沟通。我的一个感觉
是，有本事的人通常都有自己的
骄傲，要让其打开心扉，很考验一
个编剧的功力。我用了最基础的
一个沟通技巧：细致地做每一个
匠人的功课。对他了解越多，沟
通就越容易。一方面，匠人会感
受到我对他的尊重；另一方面，我
们能说到一起去，当他发现我能
听懂他说的内容时，会有知音之
感，状态就会放开。

■《讲究》
讲究的匠人不将就。这是一

档新近开播的纪录片，定位于“新
旧手艺、匠心情怀”，呈现榫卯、针
刻、苗绣等传统技艺的精湛工艺，
揭示他们背后的细微故事，传递
匠人们对待技艺精益求精的态度
和执着的追求。

■《大国工匠》
《大国工匠》已播出 4 季。从

大勇不惧、大巧破难、大道无疆、
大任担当等层面，讲述来自不同
行业的当代中国工匠的人生故
事。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地追求着
职业技能的极致化，靠着传承和
钻研、专注和坚守，缔造了一个又
一个“中国制造”的传奇。

相关推荐

◆本报记者王琳琳

2016 年，一部安静内敛的微纪录片
《了不起的匠人》，火爆了整个夏天。借
着倡导“工匠精神”的东风，再加上流量
保证“综艺女神”林志玲首次跨界担纲

“分享人”，这部号称亚洲首部治愈系微
纪录片甫一出世，便得到了网友前所未
有的关注与追捧。第一季第一集《直通
巴黎的高原女神》上线两天，网络播放量
便突破两百万大关，整季播放量达 7000
万，位列当年视频网站自制类纪录片的
前列。

2017 年夏天，关于第一季的讨论还
未散去，以“登场了，东方美”为主题的第
二季便携着热度滚滚而来，无论是开播
时的主题——黎陶、蜀锦、香炉，还是最
近播出的主题——腾纸、榫卯、漆器，无
一不引发公众，尤其是年轻人对匠人和
手工艺的关注。

人们不禁疑问，为什么是它，可以吸
引林志玲二度加入？可以吸引鲜少露面
的台湾民谣教父胡德夫为其倾情献唱主
题曲《无涯》？

“天时，地利，人和，”出品人、总导演
李武望总结原因时分析说，“关键是‘相
信’的力量。相信干的事情是有价值的，
相信做的东西是有市场的，相信播出后
是有人看的。把这些想清楚之后，剩下
的就是‘All IN’了，全力以赴去干，不论
结果如何。”

“做不一样的”

和很多纪录片不同的是，《了不起的
匠人》有个显著的特征：有冠名商。这对
题材大多曲高和寡、市场与受众都很小
众的纪录片来说，是个不小的突破。

然而，让人惊讶的是，李武望说，他
仅仅跟冠名商口头描述了一下自己想拍
什么内容，对方就同意了。“我告诉他们，
我会怎么拍，不会怎么拍。我不会把这
些手艺人拍的特别苦，没有生命力，而要
用媒体的手段把手艺人的魅力放大，让
更多人爱上手工艺，认可一生做好一门
手艺是对的。”李武望说。

就是这点“不一样”，打动了冠名商，
也成就了《了不起的匠人》。

其实，中国从来不缺关于匠人、关于
手艺人的纪录片，无论是央视，还是地方
媒体，都曾拍摄过不少匠人题材的纪录
片。只不过，在李武望看来，这些以往的
拍摄，将匠人的生存状态都描述得“苦哈
哈的”。时间长了，人们对纪录片、手艺
人形成了“刻板印象”，比如老旧、缺少生
命力。对于这类的纪录片，人们也大多
认为“不赚钱、不好看、节奏慢”。“以往的
拍摄方式、表达方式都十分陈旧，大抵就
是一个编导带着 1~2 个摄像，匠人走到
哪儿，就拍到哪儿，最多加一点采访。”

《了不起的匠人》的诉求是不一样
的。李武望希望，颠覆人们对匠人的感
知，颠覆对手艺类纪录片的感知。为此，

《了不起的匠人》片名也经过了几番改

变。一开始，片名定为《守艺人》，守护
的守，希望表达“用就是最好的守”的观
点。后来，想叫《民艺复兴》，也不是很
满意，还想改叫《匠人之神》，仍然感觉
不对。

“神化一个人是不对的。”李武望
说。在第一季中，李武望和他的团队拍
了卡朵家族百年唐卡艺术的第四代传
承 人 旦 增 平 措 ，也 拍 了 99 岁 高 龄 上
海滩最后一位旗袍大师褚宏生。“我们
其实想告诉大家，片中拍摄的人，一点
都不比其他人条件好，也不比其他人聪
明和机会多。唯一不同的是，他用了十
年、二十年的时间在做一件事。”李武望
说。片名最终定为《了不起的匠人》。

李武望还希望，看完片子后，观众
可以知道，匠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手艺
获得特别理想的生活状态。

“时长短，看起来没有负担”、“画面
美，每一帧截出来都可以当屏保”，在这
个信息量爆炸的时代，《了不起的匠人》
像是一个个小而精致的艺术品，一下子
抓住了“吃瓜群众们”的心，大有每集都
看不够之感。

沉淀快时代的慢视频

节目备受欢迎，究其原因，很大一
部分功劳要归于贴合当下年轻人口味
的创作理念，以及为之而进行的节目
创新。

身为《了不起的匠人》的出品人、总导
演，李武望身上有两个显著的身份：一是
曾在电视娱乐领军团队——湖南卫视工
作十多年，执导的微纪录片《味·道》，被称
为“最唯美的饮食节目”；二是 1984年出
生的年轻80后创业者，2015年，他辞职创
立“知了！青年”公司，转战互联网内容生
产与运营，致力于用年轻化的表达方式，
做沉淀快时代的“慢视频”。

“要让观众乐意花时间重复观看，
并 从 中 获 取 价 值 。”这 是 李 武 望 思 考
BBC 的纪录片为什么可以一做就做几
十季的答案，就是要做生成式有内容沉
淀的视频，并以此为切口，通过多渠道
运营产品。

建立一套工业化的流程成为必须，
这是李武望保证节目好看的手段，他要
保证自己在拿到原材料的时候能做出
一盘好菜。

实际上，《了不起的匠人》也成功做
到了。从表面上看，《匠人》每一集都是
15 分钟。细细琢磨，则会发现，它有非
常规整的格式，节目开头是林志玲的分
享部分，主体一定是匠人的故事和制作
某样器物的工艺，最后则是固定单元

“匠心语录”。编剧的台本里面，也会备

有解说词、同期声，还会有镜头说明，这
都是根据实际拍摄的素材，按照逻辑推
理的故事线来组织的。后期的同事，完
全可以根据台本来做剪辑。

为此，一定要短。“如果按传统媒体
来做，节目时长一定要到 40 分钟，只有
这个时长才可以卡节目带。这就意味
着，我要加强、加大信息量，同时还要有
一 些 深 度 的 内 容 ，才 能 充 实 这 40 分
钟。这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信息量
太大了。我希望，单纯一点，就告诉观
众手工艺是怎么完成的，个人魅力是怎
样在手工艺中呈现的。”李武望说。

同时，还要美，要把人一下子吸引
过来。第二季执行总导演周晓萌告诉
记者，拍摄工艺时，他们要把从 0 到 1 的
每一个步骤都拍到，有一些还要来好几
遍，一定要抓到特写、大景、瞬间，相当
于用广告式的拍摄手法去拍纪录片的
每一个镜头。

此外，不断寻找可以碰撞出火花的
撞击点，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对于《了
不起的匠人》来说，林志玲的加入则让
这部片子有了成为“爆款”的可能。

“真的很感谢林志玲能够加盟我们
这个节目。”李武望说。《了不起的匠人》
是他辞职创业后运行的第一个项目，他
并没有名气，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可以

“砸”一位明星加盟。当节目组联系到
林志玲时，没想到她会对这个节目这么
感兴趣，二话不说，几乎免费加盟了。

“涵哥（汪涵）一度也答应了主持几
期。但惯常的纪录片，都是男士在配
音。在涵哥和匠人之间，我没有看到那
种撞击感。而在林志玲身上，这种撞击
感我看到了。”李武望说。

匠心极致

第一季拍摄过后，网上好评如潮，
但也有很多人诟病人物选择参差不齐，
认为有的是真正的大师级人物，有的则
是打了一个匠人的名号。进入第二季，
李武望和他的团队从容了很多，所拍摄
的匠人中，老人多了一些，还推出了一
个鲜明的主题“登场了，东方美”。

为了找到契合“东方美”的匠人和
器物，李武望的团队几乎都被动员起来
了，他们通过网络、微信、微博、杂志、专
题、顾问等各种方式在全亚洲范围内广
泛撒网。

最初的入选库中，有上百号匠人。
筛选会开了一轮又一轮。每一轮都要
去掉近一半的人。就这样，一轮过后，
上百号人选变成了几十人，又一轮过
后，几十人变成了三四十人。然后，这
三四十人会接受制作团队的电话调研，
最终确定 20人左右接受实地调研。

“首先，匠人的工艺必须是好的，形
象必须是 OK 的。然后，我们会在总体
上做一个排布，民族、地区、年龄、性别、

手艺的种类等等，不会做两个类似的题
材。同时，要切合我们第二季的主题，
必须是有东方质感的器物，如漆器、徽
墨等，才会进入到选题视野，钟表、西装
就不会。”周晓萌说，“如果我们确定了
拍哪个人，我们就一定要拍到他。”

汉服大师钟毅就是这样被“死磕”
下来的。在接受《了不起的匠人》第二
季拍摄之前，这位汉服圈内鼎鼎有名的

“明华堂堂主”，从来没有在媒体上曝光
过。作为垂直小众的汉服圈，圈内关于
汉服的讨论多元而激烈，钟毅害怕被节
目组夸大成“第一人”之类的人物。

“我可以讲汉服的知识，但是你们
能不能不要拍我的脸？或者我找一个
人来演我可不可以？”面对钟毅的极力
婉拒，周晓萌哭笑不得。

电话打了一通又一通，劝说了一遍
又一遍。为了打消钟毅的顾虑，2016 年
春节前，周晓萌带着包括编剧、导演、统
筹在内的整个摄制组，专门去了一趟广
州，跟钟毅聊天，参观工厂。

“我知道，钟毅一直有个梦想，就是
希望汉服成为中国人的正装。如果是
这样，传播就是有必要的。见面之后，
通过接触，他相信我们会以一种客观真
实的态度来传达汉服之美。最终，他答
应了。”周晓萌说。

拍过了这么多匠人，周晓萌对匠人
也有了自己的体会，“真正的匠人都是
对得住自己的良知的。他们所有的行
为都是受自己的良知支配的，没有任何
技巧，没有任何花哨，就是良知。”

在林志玲眼里，她把这个在一起合
作的年轻团队也比作匠人，是节目 20
个匠人之外的“第 21 个匠人”，因为正
是有了他们对节目的死磕到底，才展示
出了令人骄傲的东方艺术和东方美。

方寸之内，斤斤计较，是为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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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剑无锋，大巧若拙

在《了不起的匠人》第二季总撰稿操婷看来，节目之所以成功，有节
目理念、节目形式等原因，但最关键的是，对匠人及其工艺的刻画，契合
了时代的需求，也打动了观众的内心。比如，匠人们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的执着、对良知的坚守、对技艺日复一日的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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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风

▲图为修谱师在码放字块。

下图从左至右分别为：京城斫
琴师梵戈、木上生花潮州郎卢进文、
景德镇瓷器师董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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