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典尺八，古乐迷人

在武玮掌握的众多乐器里，尺八具有特殊的位
置，“我学的是古典尺八，2014年开始接触。这是一个
非常传统的乐器，能追溯到黄帝时期，蒙元乱世时失
传，僧人心地觉心把尺八带到了日本，后来又回传了
中国。练习尺八其实是自我修行的方式，本身我也是
做音乐的，学习尺八的过程里既有音乐，又有自我。”
对于普通乐迷来说，最熟悉的尺八当属《火影忍者》主
题曲，尺八在配乐的辅助下展现了宏大激烈的抗争精
神，而尺八独奏时又显得幽咽深邃、古意盎然。“古代
尺八属于贵族‘六艺’的必学内容，后来平民也可以研
习。尺八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琴古流、都山
流、明暗对山流等三大流派，我学的是明暗对山流。”

近二十年来的音乐产业起伏，武玮完整经历了全
过程。“我从小学习音乐，受到了正统的音乐训练。年
轻的时候听摇滚乐，后来发觉太吵了，还听过一段时
间爵士，这期间一直穿插着听民谣，下意识选择旋律
性比较强的内容。”大学毕业后，武玮就开始了边巡演
边创作的音乐历程，2011年他的“流浪者乐队”在深圳
卫视“金钟奖”上大放异彩。然而他并未就此进入流

行乐坛，而是一直寻找音乐背后的“实质”。“现在我也
从事职业音乐工作，倾向于选择一些真实的音乐。有
的歌很火，听的人很多，但是你一听感觉感官不适合，
只是用编曲让人陷入迷惑过程，让人觉得很假。有的
音乐制作粗糙，演唱不好，但是一听就觉得真挚。其
实不管是什么音乐类型，取决于演唱者对音乐的尊重
程度、温暖和善意的程度。”

青岛戏剧人谭浩也是武玮的中学同窗，“武玮既
是歌手、鼓手，也是键盘手，专业长笛出身，后来又研
究尺八。我在上海油罐艺术中心看了武玮的演出，他
按照电子音乐结合尺八的轮廓，做了一场艺术主题演
出，尺八与电子乐loop循环模式做成了一个电子音乐

‘道场’，蛮不错的。”

大道至简，追寻本心

2009年秋天武玮来到西安，在演出中邂逅了北漂
归来的音乐人马飞，一群志同道合的音乐人组建了

“马飞乐队”。娶了西安媳妇的武玮就此定居西安，骑
车、爬山、学习尺八，进入了全新的生活状态。

“我现在在外面漂泊的时间超过了我在青岛待的
时间。高中时期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候，偶尔午夜梦

回，会梦见西镇海边的防波堤。”西北的生活让武玮找
到了新的“律动”，“在青岛人看来，西安这个地方的饮
食不可思议。刚来的时候朋友说请我吃‘凉皮夹馍’，
我说‘为什么要粮食夹着粮食吃？’其实西安饮食有大
道至简的魅力，一个醋一个辣子，一个是发散一个是
收敛，从面食和泡馍都会同时用到辣子和醋，而且好
馆子搭配得特别好，把醋和辣子用得特别传神。”

作为乐坛多面手，武玮除了乐队演出之外也为影
视剧创作配乐，同时传播古乐艺术。他的个人专辑

《流浪的门徒》即将正式推出，同时他的世界音乐风格
作品也在持续创作中，“我尝试把合成器、鼓机和尺八
等乐器跟诵读结合，这样的作品也做了三四首了。”

“马飞乐队”走红之后，乐队演出也越来越多，也接到
了各大音乐综艺的邀约，但是成员仍然保持着市井生
活的心态，“现在这个乐队阵容也有十几年了，大家都
不是把自己当回事儿的人，就没有觉得我们有什么偶
像包袱，最开心就是演完了喝酒。大家都是很平常心
的人，马飞说：‘我特别害怕出名，撸串都撸不安生，太
可怕了’。大家的认知就是这样。”今年的马飞乐队巡
演，青岛乐迷非常期待武玮回到老家，“巡演计划还没
确定有没有青岛站，乐队经纪人的术业有专攻，山东
的乐迷非常热情，最终能否成行顺其自然吧。”

尺八幽咽，音乐滤净真心
“多面手”武玮推出个人专辑 从海边到西北寻觅本心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首席记者 米荆玉

随着音乐综艺“我们民谣”走红，
来自西安的“马飞乐队”凭借市井味
道、方言特色的结合一鸣惊人，而在

“马飞乐队”担任键盘手/口琴演奏的
青岛籍音乐人武玮也备受关注。

这位科班出身的音乐人堪称多
面手，曾是山东省长笛冠军，深谙从
摇滚、布鲁斯到民谣各种音乐风格，
既是主唱也是演奏家、制作人，对尺
八的精研更让他在古乐领域颇具影
响力。

今年暑期，武玮个人专辑《流浪
的门徒》即将与乐迷见面。武玮表
示，这些年来自己在音乐里身份不
断变化，这个过程也是不断向自我
内心发掘的过程。“我发现音乐是一
种好的能量的给予，可以在不同的
情形下给予大家快乐、信心和温
暖。我做过主唱，我也能创作，也会
演奏一些乐器，不论在什么情境下，
你对音乐掌握得越多，就能更多更好
去给予别人。”

为什么是韩美林艺术展

作为2023年山东省旅游发展大会的重磅体
验内容，大会开启当日，“韩美林生肖艺术大展”
在青岛市美术馆同时开幕。本次展览是继北京
故宫博物院、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深圳南山
博物馆、海南海口会展工场之后的第五站。

“韩美林生肖艺术展”开展当日，已经 87岁
的韩美林先生亲临现场，他对这个首次回归山
东的生肖艺术展览之重视可见一斑。他非常开
心地回忆起与青岛的深厚渊源，并大声地“炫
耀”青岛，邀请大家一定要去崂山看一看，“青岛
曾经邀请我来做雕塑，但是我在去过崂山之后，
大为震撼，崂山的石头本身就是雕塑，何须我班
门弄斧。”

展览以“生生不息”为主线，展示了韩美林
创作的不同门类的生肖主题作品。现场近 700
件生肖艺术作品，通过绘画、书法、雕塑、陶瓷等
媒介载体进行展示，作品或玲珑、或可爱、或雄
健、或威猛，赋予了生肖文化新的时代气息。

在韩美林的创作生涯中，生肖一直是一个
重要的命题。他笔下的十二生肖鲜活灵动，
意 趣 盎 然 ，已 成 为 百 姓 喜 闻 乐 见 的 文 化 符
号。他还将生肖文化的传统，扩展到花岗岩、
青铜、紫砂、陶瓷等具有古典气息的材质中，
融入东方传统纹饰与符号，赋予传统艺术语
言以现代性，让人们在回望历史的同时真切
体悟时代精神。

记者在展览期间看到，观展途中，很多观
众会兴致勃勃地寻找自己的属相，然后在喜
欢的生肖作品前合影留念。观众群体分布广
泛，不仅有耄耋老人相约打卡，有牙牙学语的
孩童在父母怀抱里好奇地东看西看，还有外
地的美术生专程来青岛学习，更有大量青岛
的中小学生集体组织参观，将美术课“搬”到
美术馆。

韩美林 1983年与生肖邮票结缘，40多年来
四次创作生肖邮票，分别是 1983 年发行的《癸
亥年》、2017年发行的《丁酉年》、2019年发行的

《己亥年》和 2020 年发行的《庚子年》。韩美林
设计的 4 套特种生肖邮票，都在此次展
览中与观众见面。

精品展出与观众热情双向奔赴

“五一”假期，青岛市美术馆“韩美林生肖艺
术展”单日游客接待量最高超过 6000 人。“4 月
30日闭馆的时候，很多热情的观众依旧在门口
排队，我们临时决定进行调流，将闭馆时间推迟
一个小时。”青岛市美术馆馆长迟涛介绍，这是
美术馆开馆以来最多的单日人流量，是平常的
六倍以上。“鉴于此，主办方将原计划于5月7日
收官的展览，特意延长展期至5月14日，以满足
更多观众近距离感受这个重量级的艺术展。”

5 月 6 日，韩美林先生在展览闭幕前夕，向
青岛市捐赠了一件珍贵的青铜雕塑作品《母与
子》。在捐赠仪式上，他以视频的形式向观众表
达了感谢之情：“这次生肖展游人如织，大家这
样喜欢我的作品，我也很感动。生肖艺术展的
闭幕只是暂时告一段落，希望除了生肖题材以
外的作品今后也能来青岛跟大家见面。”

“‘韩美林生肖艺术展’盛况空前，观众的热
情也是空前的，前段时间，我们策划了‘韩美林
空降粉丝群’线上活动，当时粉丝们的热情令人
动容。”韩美林艺术基金会秘书长周建萍表示，
展览期间，她每天都会看青岛市美术馆“韩美林
生肖艺术展”驻守小分队的工作日志，每天都被
展览中热情观众的故事、留言所打动。

对青岛市民来说，打卡“老乡韩美林”的展
览，是近期本地热门文艺事件。据韩美林基金
会的工作人员介绍，“韩美林生肖艺术展”一楼
展厅的印章打卡处，每天都能见到长长的盖章
队伍。来自韩美林手稿本里的简笔画十二生
肖，或憨态可掬，或萌萌可爱，寥寥几笔中尽显
精神，吸引着盖章观众直呼“一个都不能少！”

“韩美林先生被誉为‘天才造型艺术家’，他
的作品借鉴了中国的青铜器纹样、年画等，用色
明快、大胆，很中国、很东方、很民族、很传统，很
大气，辨识度很高。这些生肖小动
物毛茸茸的，非常可爱、非
常童真，老少

咸宜，欣赏这样的作品是一种美的享受。”青岛
籍雕塑家贾真耀曾与韩美林有过几面之缘，这
次韩美林生肖艺术展期间，他也多次去参观。

“韩美林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亲自来开启自
己在青岛的巡展，而且带来这么多优秀的作
品，这种机会非常难得。”

在迟涛看来，该展览的火爆出圈的确有些
出乎意料，“近年来，青岛市美术馆突出专业
性、学术性与观赏性，吸引优秀艺术家积极参
与，得到社会广泛关注。这其中，高水平、高
品质的展览所形成的集聚效应，无论对本地
观众还是对外地游客都有极大的吸引力。”迟
涛认为，高质量艺术“供给”，有助于这座城市
的审美普级，也可以促进蓬勃强劲的文旅需
求得以释放。“通过这个展览，也给出我们很
多启示，未来将在观感效果、互动交流、公共
教育、流量调节、空间优化等方面做出更多的
创新。”

一场沉浸式的全民美育体验

一场展览，一个课堂，一粒种子。自如穿
梭于不同艺术形式、多元体验贯穿整个展览，
文创产品也别出心裁，韩美林生肖艺术展如同
一场全民的审美体验，给观众创造一个沉浸式
美育普及的新情境。

青岛市工业设计协会名誉会长、画家王海
宁认为，韩美林先生深知大众对美的需求是
什么，也深知艺术家应该如何引导大众步入
美的乐园：“他独辟蹊径将设计思维融入到他
的艺术创作中，将多种民间元素加以深化改
进，形成他独特的表达方式。此次在青岛展
出的十二生肖系列，素而不俗，华而不媚。他
自身童心未泯感染着每一个观赏者。他的代
表作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生肖邮票等集中体
现了他这种审美情操，艺术理念，美好使者。
他在传播世界的美好，所以大众以热爱回报，
以喜爱回应。”

在展览上，可爱的美林萌兔圆形小徽章尤
其受到观众追捧。这些精致的文创将五四广
场、奥帆中心、栈桥等青岛地标性建筑与美林
萌兔相结合，衍生出来“美林兔在青岛”系列徽
章，更为观众频繁打卡展览提供了充分理由。
这种将吉祥物与青岛地标特色“美美与共”的
文创产品，也给青岛的文创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借鉴。
结合青岛海洋特色，准备一艘白色帆船，

让孩子们“涂鸦”生肖动物；将生肖艺术与电
影元素相结合；用皮影展现生肖猴子和龙的
创作……据介绍，为配合展览，韩美林基金会
打造了一系列具有青岛特色的“美林美育”课
程。随着课程不断推进，青岛的中小学生们获
得了观展以外独特的艺术体验模式。

“美术馆里美术课”如火如荼、好评如潮。
《韩美林生肖艺术展》展览期间，面向全市孩子
招募并开展了两场公教活动，招募信息发布十
几分钟名额爆满。“‘POP 青岛，生肖色彩 POP
出圈’——啤酒瓶波普风兔&狗创意改造”活动
将韩美林风格的生肖文化与青岛特色啤酒文
化相结合。孩子们不仅学习了韩美林小兔和
小狗的绘画特点，更是对青岛本地的啤酒文化
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展览期间，仅仅市南区就有太平路小学、
莱芜一路小学、青岛实验初中、澳门路小学，市
北区杭州路小学，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浮山
小学等十余所学校近 2000名师生走进青岛市
美术馆，将美术课变成在美术馆参观和临摹的
现场体验课。另外，还有很多社会上的幼儿美
术教育机构也通过“美术馆里美术课”，深度体
验《韩美林生肖艺术展》，比照大师作品进行绘
画临摹。观展期间，很多同学还饶有兴致地找
寻自己和家人的生肖，在美术馆手作空间用剪
纸、速写、彩铅、水彩、超轻粘土等多种形式临
摹了韩美林的部分生肖作品，深度感受十二生
肖作为中国典型文化符号的精神内涵。

“走，去美术馆上美术课”。齐鲁名师、
青岛实验初中美术教研组长苏美荣老师是
青岛市最早将美育课堂从教室“搬”到美术
馆的美术老师之一。她认为，实施美育的最
佳策略是让学生身临其境去获得美好的感
官体验。开展美育的场所要扩大到校园和
课堂之外，让孩子从小去从社会大环境中体
验美、感受美，进而创造美。“韩美林的作品
不仅大气磅礴，而且充满童趣，这个展览
所延展的美育意义和功能，极具丰富性
和多样性，唤醒的是孩子
深处的审美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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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作品，大众盛宴。从3月26日开展到5月14日闭幕，源源不断
的观众参观了在青岛市美术馆举办的“韩美林生肖艺术展”。50天，10
万人，这个数字同时创造了青岛市美术馆历史上参观人数之最，在视频
号、抖音、小红书等各种App平台自发打卡的观众更是不计其数，
创造了线上与线下同时火热的“围观”气氛。这个现象级
展览，具有青岛美展历史上的样板意义，
亦成为青岛市文旅流量的一个新入口。

■韩美林的生肖邮票作品。 王 雷 摄

■50天，源源不断的观众参观了在青岛市
美术馆举办的“韩美林生肖艺术展”。王 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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