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戏剧之家》2018 年第 05 期　　总第 269期67音乐研究

论互联网 +对中国传统乐器发展的创新——以箜篌为例
陈书怡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0）

【摘　要】“互联网 + 箜篌”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应用互联网技术对箜篌进行宣传、推广普及等方面，而是参

与到整个箜篌继承、发展和创新体系的建设当中，将互联网的管理模式和思维方式融入箜篌的各个方面。本文通

过互联网 +的应用，论证箜篌的传承和发展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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箜篌，中国传统的弹拨乐器，多在宫廷雅乐中使用，民

间也广为流程，据考证，箜篌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上个世

纪五十年代起，中国音乐工作者和乐器制作师们进行了大量

的研究工作，他们根据古书的记载和保存下来的古代壁画的

图形，设计试制了几种类型的箜篌，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初，一种新型箜篌被研制出来，箜篌得以重生。

一、“互联网 +”箜篌继承

（一）资料库与数据仓库的建立。数据仓库的建立是为

了便于多维分析和多角度展示数据按特定模式进行存储，是

一种关系型数据库，而箜篌数据库的建立将会极大提高箜篌

大数据的分析。而互联网在资料的存储、保护方面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对箜篌历史的保存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又对

以后箜篌的传播、发展和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大数据的分析。对箜篌大数据的分析对箜篌今后

的发展创新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例如：对所有箜篌视频的点

击量、观看时长、弹幕内容的发送等多方面的数据分析，可

以得出怎样的箜篌视频最容易传播，最受受众接受，再依托

此类数据进行箜篌科普视频的制作，才促进箜篌的推广。

二、“互联网 +”箜篌推广

（一）线上和线下博物馆的建立。数字箜篌博物馆的建

立，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进行博物馆场景的构建，更符合当代

年轻人发展的需要，便于推广，也利于更多箜篌资料的展出

和随着大众需求快速更改展览内容，例如：古代大量演奏图

像中所绘的竖箜篌和我国唐代漆箜篌和螺箜篌残件，都在日

本奈良正仓院保存的，数字箜篌博物馆可以制作正仓院箜篌

特展（可以利用AR的技术），足不出户就感受日本现存的

箜篌文化。

线下箜篌博物馆 + 创意旅游模式的建立，以建立体验

式博物馆为目标，以箜篌宫廷雅乐的地位为创意点，营造以

箜篌为主的古代文化生活体验式博物馆，例如：依据《孔雀

东南飞》中曾叙“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

十六诵诗书。”，营造一个互动游戏式的展厅，从织素到箜

篌到诗书的一个体验，感受箜篌在古代日常中的作用与地位。

（二）推出箜篌游戏。《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的最新结果显示，目前中国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达到 4.22

亿。以游戏的形式可快速科普箜篌基本知识，并激发新一代

对箜篌的兴趣，例如：箜篌版节奏大师的游戏，首页放箜篌

的 4D 模型与基本知识讲解，游戏里面的曲子都是箜篌演奏

的曲子，以拨弦的形式替换按方块的形式等，打造箜篌游戏。

（三）众筹方式助力推广。众筹，即大众筹资，群众募

资被用来支持各种活动，包含灾害重建、民间集资、竞选活

动、创业募资、艺术创作等。不单是筹措资金，更要注重的

应该是它的宣传效果，例如：乡愁影像计划，以记录地方乡

愁为主线，发起拍摄纪录片的众筹，获得了大量群众的关注

与支持，不少专家、创客等纷纷加入计划支援，各大媒体纷

纷报道，起到良好的宣传效果。箜篌可借鉴《我在故宫修文

物》的成功经验，以众筹的方式拍摄相关纪录片。

三、“互联网 +”箜篌创新发展

（一）箜篌自身发展改良。结合箜篌大数据的分析，全

方位了解箜篌自身的问题，如：调音有难度，琴弦总是被调

段等用户反映的极现实的问题，加以解决。

箜篌虚拟 3D 模型的建立，对不同的琴弦包括其材质、

音色等，箜篌的样式、大小、材质等，码子的设计、样式、

大小等所有箜篌的组成部分都要大量建立模型，可以直接用

箜篌各部件的模型构造新的箜篌模型，提高箜篌改良的效率

与精确度，建立相关模型的网站或 APP，全民参与设计箜

篌模型，既可以推广箜篌文化，又可以从中汲取改良箜篌的

创新想法。

（二）箜篌乐曲的创新。几乎所有的音乐创作软件里都

没有箜篌的声音，如西贝柳斯等音乐软件，极大地阻碍了箜

篌乐曲方面的创新。应携手各大音乐软件，助力箜篌这种传

统乐器的发展，增加箜篌的声音并开展箜篌乐曲的创作比

赛，交流碰撞箜篌乐曲发展的新方向。

“傻瓜型”箜篌创作型软件的开发，例如：抖音，一款

音乐创意短视频社交软件，学习它这种创新的创作方式，应

用到“傻瓜型”箜篌创作型软件的开发，为箜篌乐曲的创新

提供更多的思想火花。

四、小结

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箜篌的继承、传播、发展、

创新等方面都因为网络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无论是线上箜

篌博物馆的建立，还是线下体验式箜篌博物馆；无论是箜篌

自身的改良，还是箜篌乐曲的创新等，都是谋求“互联网+”

与箜篌深度融合的探索。“互联网 +”与箜篌“生态式”的

相互融合才是箜篌乘上现代科技列车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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