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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晋 [英]尼克·布莱恩⾦斯 | 跨⽂化共创设计：数字技术重塑中
国传统乐器

本⽂刊登于  《⼈⺠⾳乐》  2021年  第7期  第55-60⻚

摘要：本⽂从跨⽂化共创的视⾓展⽰了关于中国京族少数民族独弦琴的跨⽂化数字化共创过程，
介绍如何组织包括设计师、作曲家、演奏家在内的欧洲和中国的参与者参加的共创活动，讨论了
如何定义独弦琴的传统“精髓”并以此来使参与者参与设计活动，并驱动了通过数字技术共同创造
三件重塑独弦琴的过程。本次活动中的⾳乐是专门为这些重塑独弦琴⽽创作的，并设置了演出环
节作为整个设计活动的⾼潮在公众⾯前表演。同时反思了乐器设计在⾳乐活动中的⾓⾊以及在数
字时代乐器及⾳乐的整体活动该如何协调，在共同创造过程和尊敬传统的基础上如何利⽤此⽅法
来识别传统乐器的“精髓”并重新定义它们。

关键词：跨⽂化 共创 独弦琴 新乐器设计 数字⾳乐技术 传统乐器

⼀、背景
（⼀）数字技术与新乐器设计
数字技术在新界⾯与⾳乐表达（NIME）上的应⽤是⾳乐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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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新设备或新界⾯设计是⼀个集⾳乐、设计、⼈机交互、数字技术的跨学科综合的研究
领域。数字技术的引⼊改变了传统⾳乐表演的模式，它使⾳乐表演中的演奏姿势（输⼊）
和声⾳（输出）之间的分离越来越⼤，这促进了新乐器设计领域的发展。这种分离使得新
乐器的设计与⾳乐表演、创作作为整体的⾳乐活动更加密不可分。因此，对于演奏者、传
统作曲家以及设计者的共创活动的研究是必要的。

（⼆）跨⽂化共创数字乐器设计
近年来⾳乐表达新接⼜的研究蓬勃发展。尽管⼤部分⼯作都发⽣在位于西⽅⾳乐美学

内的学术研究中⼼，但⼀些研究已经探索了⾳乐和其他传统⾳乐的制作⽅法，将民族⾳乐
元素融⼊了数字⾳乐乐器（DMI）设计中，例如Barbosa的与来⾃巴西东北部地区的⾳乐家
合作。同样，卡普尔（Kapur）描述了扩展传统的韩国⾳乐和舞蹈的新界⾯的创建，从⽽设
计了eHaegum（韩国⼸弦乐器）、eJanggu（韩国⿎）和ZiOm可穿戴界⾯。Connon展⽰了
⼀种基于爱尔兰Uilleann Pipes的新型表达性电⼦⾳乐控制器，它是⼀种七⾳的簧风⽊风，
⽽Young则展⽰了⼀种⽤于⽇本击⿎的新⾳乐界⾯的原型。

在跨⽂化共同设计DMI时，关于⽂化冲突的研究很少。在本⽂中，我们反思了在中国
举办的联合创作研讨会，来⾃中国和欧洲的参与者以⾳乐学，演奏，作曲，数字技术和交
互式设计的背景聚集在⼀起，探讨了⽤数字技术重塑独弦琴——中国西南地区的传统少数
民族乐器。由于在NIME中对DMI的跨⽂化共创性的探索不⾜，我们提出了以下研究问题：

1.如何将来⾃不同⽂化和学科的参与者组织起来共同完成共创整体⾳乐活动？
2.在运⽤数字技术⼿段重新塑造传统乐器的同时，如何保留“传统”独弦琴的核⼼特征？
由于世界各地的社会经济变化，许多传统乐器，其演奏实践和⽂化背景正在流失。除

了采取步骤保护和振兴传统⽂化遗产外，我们还可以使⽤数字技术来重新构想传统⽂化遗
产的要素，以提⾼其公众知名度，并将其展⽰给更年轻的受众。我们指的是受传统乐器启
发⽽创建的新DMI以及对传统乐器的改良，都是通过数字技术重塑这些乐器。重塑的关键
⽅⾯是，传统乐器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得以保留，同时以新颖的⽅式呈现或在现有乐器上
增加了新的功能。重要的是，在重新构想的仪器和传统仪器的功能之间应该有可识别的联
系。从本质上讲，我们指的是将其与其他乐器区分开的特征：产⽣的声⾳；声⾳如何产
⽣；演奏技巧和乐器的⽂化背景。

在本⽂的其余部分中，我们将介绍本次研究的对象“独弦琴”、跨⽂化共创的⽅法、在中
央⾳乐学院举办的“国际数字乐器重塑中国传统乐器⼯作坊”及所⽣产的三件重新设计的独
弦琴，并通过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对过程进⾏反思，最后总结出对这个主题的发现和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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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

在此项研究中旨在探索如何使DMI设计者具有超越传统和⽂化经验的⾳乐传统。独弦
琴被选为跨⽂化共创活动的设计对象，因为它的控制⽅式和演奏姿势⽐较有特点。它具有
⼀根单根弦，可以产⽣和声，演奏者可以改变⾳⾼及其调⾳。因此我们很想探索如何使之
适应当代⾳乐和数字技术。此外，⼤多数现代独弦琴上加⼊拾⾳器，已经进⾏了⼀些电⼦
修改（图1中的第5点），这更便于数字重塑。

图1 独弦琴结构示意图

独弦琴的演奏⽅法是⽤⼿掌的外侧接触琴弦的泛⾳点（图1中的点2），然后拔动琴弦
以产⽣泛⾳。向左移动摇杆（图1中的点1）可调节弦的张⼒，从⽽改变⾳⾼（约⼤三
度）。独弦琴的形制在不同区域略有不同，但演奏⽅法基本相同。其⾳⾊被认为柔和，浪
漫和并具忧郁感。

 

三、跨⽂化共创的研究⽅法

作者组建了⼀个由英国（8⼈）和中国（16⼈）组成的24⼈团队（8位⼥性，16位男
性，平均年龄32岁），其专业知识详见表1参与者信息。参加者包括研究⽣，研究⼈员和新
媒体艺术家。学术背景包括媒体艺术，数学，⼼理学，⾳乐学，⾳乐表演，⼯业设计，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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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制造和交互设计。

表1 参与者情况

按照先前的跨⽂化共同创造活动的经验，我们构建了根据中国传统⽂学创作⽅法“起承
转合”将跨⽂化共创活动共分为四个部分，然后进⾏反思。

起，即介绍/开始（2个⽉）：通过互相学习作为“开始”阶段。⼯作坊负责⼈在研讨会之
前通过微信领导了为期两个⽉的在线预讨论和准备⼯作。让中欧参与者相互了解他们的⽂
化。其中包括讨论创意的可⾏性以及实⽤性，需要的软件、硬件和设备。

承，即跟随/继承（1天）：沉浸在独弦琴和新⾳乐界⾯与⾳乐表达（NIME）的传统⽂
化中。参加者在北京“钧天坊传统⽂化基地”完成了⽂化体验。这分为两个部分：1.通过古琴
传统接触中国传统⾳乐制作和表演；2.亲⾝接触独弦琴和数字乐器的建设，演奏技巧和⽂
化。最终，整个团队集思⼴益地重新构想了独弦琴的设计⽅向，为以后的设计提供了信
息。

转，即更改/转移（3天）：共同创造和相互启发，共同构想独弦琴的新设计。这部分
的⽬的是缩⼩设计思路的范围，进⼀步定义独弦琴的“精髓”以明确数字乐器设计，并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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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者和作曲家能够⼀起合作。本阶段的成果包括：重塑独弦琴的设计概念；实施设计概念
的关键部分；由重塑的独弦琴演奏的⾳乐作品。

合，总结/合并（1天）：通过精炼和结束数字乐器的制作过程，最终达到公开表演的
⽬的。精炼与乐器制作的完成，以重新构想的独弦琴达到了公共表演的最⾼点，实现了表
演与创新的共同⽬标，结束了整个⼯作坊。

此外，为了获得与会⼈员对我们研讨会的反馈，我们进⾏了访谈并部署了包含24个问
题的问卷，涵盖以下主题：⽂化交流；重新构想的乐器；最后⼀场⾳乐会以及跨⽂化合作
的整体印象。
 

四、产出结果
该研究的主要成果是：识别独弦琴的“精髓”特征；重塑独弦琴的三个原型；重塑独弦琴

的公开演出以及有关共同创建过程本⾝的反馈。
（⼀）识别独弦琴的本质特征
在“起”阶段的⼯作坊的准备⼯作中，我们从专业和业余演奏家的⾓度进⾏了访谈并带领

⼩组讨论了独弦琴的核⼼本质是什么。对于欧洲参与者，我们在研究初期就将独弦琴运到
英国以便亲⾝体验该乐器并得出结论。有关独奏琴精髓的关键要素按重要程度排列如下：

1.姿势控制：在摇杆上的⼿势控制可以调节⾳⾼，并且对演奏技巧有重⼤影响；
2.⾳⾊：泛⾳演奏的⽅式使得独弦琴的⾳⾊柔和，这在乐器的发⾳机理上具有特殊性；
3.琴弦：独弦琴的单根弦，作为结构特征体现了其主要的物理特征和局限性。
（⼆）重塑独弦琴
在重塑独弦琴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传统专业独弦琴表演者倾向于保留尽可能多的传统

独弦琴原有的功能。相⽐之下，新媒体艺术家（欧洲和中国）和⾮⾳乐⼈则更倾向于创作
⾳调范围更⼴且具有多声部可能性的新乐器。通过对参与者的反馈的总结，发现参与者提
议的进⼀步改进⽅案包括：1.更容易演奏；2.对年轻⼈更具吸引⼒；3.⾳域更⼴；4.更多样
化的⾳⾊；5.⾳强的动态范围更⼤。在“转”这个阶段设计并制作了三个独弦琴：复⾳琴
（Polyqin），⼿指琴（Digiqin）和章鱼琴（Octoqin）。

1.复⾳琴 Polyqin

复⾳琴Polyqin是可以演奏多声部的增强乐器。增强乐器是指在声学乐器基础上添加传
感器⽤以增加或拓展声学乐器声⾳效果的⼀种数字乐器。复⾳琴利⽤Bela实时采样传统独
弦琴的输出，并且可以⽆限地循环6个⾳，这些⾳是由附在独奏琴顶部的压电传感器控制，
如图2所⽰。⽤于触发的持续⾳的传感器的位置是与独弦琴专业演奏家共同设计确定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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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导致在最终演出中出现了夸张的⼿势风格，这种⼿势控制⽤于在演奏过程中控制延⾳的
产⽣。因此，复⾳琴完全保留了独弦琴的本质和演奏风格，并增加了复⾳的新功能。

图2 复⾳琴

2.⼿指琴 Digiqin

⼿指琴保留了摇杆和声学独弦琴的“精髓”并⽤铜纸条代替了单个琴弦（如图3），以触
发Bela播放单个采样⾳符，从⽽使重塑后的独弦琴更容易实现演奏的⽬的。铜纸带被粘贴
到⼀根⽵管上。⾳⾼的选择和排列是与独奏琴演奏家和作曲家共同设计的，其⾳阶为中国
五声⾳阶，以使⼿指琴可以演奏更多中⽂风格的曲⽬。当然这些⾳⾼也可根据演奏曲⽬的
风格在计算机上重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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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指琴

3.章鱼琴 Octoqin

章鱼琴Octoqin是保留了⾜够的本质以使其在合奏中发挥作⽤的对独弦琴彻底重构的数
字乐器。Octoqin由⼀个⼋⽖型的玩偶制成，如图4，在六个腿部内缝有六个布压⼒传感
器，以映射到传统独弦琴琴弦上的六个泛⾳点的位置。Bela将采样的传统独弦琴的声⾳通
过挤压的⽅式改变强度映射到⾳量上，章鱼琴头部的摇动姿势映射在声⾳的⾳⾼的控制
上，就像传统的独弦琴中的操纵杆⼀样的姿势与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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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章⻥琴

（三）⾳乐会
⾯向公众的⾳乐会在中央⾳乐学院多功能演奏厅举⾏。⾳乐会的⽬的是展⽰重塑后独

弦琴的特⾊。作曲家为重塑后的三个独弦琴专门创作了⾳乐作品⽤来探索每种乐器的潜在
表现⼒。这些作品均以中国传统⾳乐风格为基础，基于传统的作曲技巧，融合了少量现代
主义和电⼦⾳乐元素。

三⾸曲⼦都是原创作品。第⼀⾸是传统独弦琴和钢琴的合奏，⽤以突出传统独弦琴的
特征并为重新设计的乐器提供对⽐。第⼆⾸称为《江渚霞辉》是⽤电⼦⾳乐作为背景以复
⾳琴为主奏乐器，对⼿指琴使⽤对位，模仿和倒影技术以探索两种独弦琴的乐器配合⽅式
的⼀部作品。第三⾸是《章鱼之梦》，是复⾳琴、⼿指琴和章鱼琴的合奏。乐曲的重点放
在传统旋律的叠加，并使⽤声⾳和⾳效的复⾳分层，体现三种新乐器的个性又强调了章鱼
琴作为⾳效类乐器与复⾳琴和⼿指琴的融合。

（四）反馈
演出结束后，我们进⾏了对⼗九⼈进⾏了采访（其中6名欧洲参与者进⾏了⾯对⾯采

访，13名中国参与者通过视频通话进⾏了采访），收集了有关研讨会总体计划和结构、⽂
化交流、重塑乐器、⾳乐会以及跨⽂化交流与合作的总体印象。参与者被匿名地呈现在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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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五、反思与建议

与其他DMI设计不同，我们尝试让参与者参与受跨⽂化遗产启发⽽共同创建的DMI。
我们1.专注于共同创作，传统作曲家和表演者从⼀开始就参与其中；2.远程进⾏了最初的跨
⽂化⼯作；3.试图在贡献⽂化之间的共创之间找到平衡。

（⼀）如何吸引参与者
⽂章的开头我们提出的第⼀个研究问题是如何让来⾃不同⽂化和学科的参与者参与共

同创造的过程。
1.明确⽬标和约束边界
将公开演出设置为最终⽬标，这使参与者可以有明确的⽬标，这在调查问卷中也有所

体现，参与者认为这是整个⼯作坊最终形成的积极的成果。然⽽，这也给作曲家带来了挑
战，他们必须为⼀种尚不存在的乐器作曲。在我们的共创活动中，作曲家们参与了共同创
作活动，在乐器完成之前，他们需要了解⾃⼰的创作过程，同时也需要了解乐器本⾝的设
计，⽐如应该使⽤什么⾳域和⾳⾊。作曲家的参与也会给乐器设计以新的建议。例如，⼀
个作曲家（C1 CN）建议使⽤⼿指琴作为控制器，⽤Max映射更多的合成声⾳。

与其他设计⽅法⼀样，我们发现施加狭窄的设计约束条件可以更好的完成数字乐器设
计⼯作，⽀持共同创建以及跨⽂化合作。在进⾏设计⼯作之前，先选择⼀种特定的乐器进
⾏探索（独弦琴），这就是为我们多样化的参与者提供了具体的设计边界条件。在最初的
设计⽅案设定中，只为每个重塑乐器设计1-2个设计特征，这种限定界限的⽅法也会使我们
在短时间内更加聚焦设计并改善共创过程。

2.平衡背景
我们发现平衡背景对于转（Zhua）和合（He）阶段尤为重要。我们的参与者来⾃各种

各样的背景和学科，不仅包括作曲家，还包括表演者、技术⼈员、⾮⾳乐家。甚⾄作曲家
也都有着不同的背景：传统⾳乐作曲家，电⼦⾳乐作曲家和实验艺术家。⾸先，必须仔细
平衡作曲家的背景和最终演奏的风格。⾳乐演奏形式的实验性越强，对错误的容忍度越
⾼，即兴演奏和互动性就越⾼，并且乐器的控制⽅法和映射以及声⾳表达可以更具创新
性。

其次，与其他设计研究⼀样，我们发现物理制作是具有包容性的共创活动，涉及欧洲
和中国参与者，这与在调查问卷中欧洲参与者认为的软件⽅⾯的交流合作恰好相反。如果
我们能为更多的物理制作提供更多机会，例如将简单的电路和软件制作与先进的Bela和P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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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结合在⼀起，那么研讨会将更具包容性。
（⼆）独弦琴的“精髓”
识别传统乐器的“精髓”可以帮助我们进⾏创新数字乐器设计的同时尊重和保持传统。我

们的长期⽬标是开发⼀种使⽤数字技术重塑传统乐器的⽅法。通常，我们可以将⼀种乐器
分解为⼿势控制界⾯，声⾳，⼈体⼯程学和外观。通过⼯作坊前的讨论确定了独弦琴的关
键本质，然后在第⼀天的“承”的⽂化沉浸中进⾏了验证：操纵杆控制以进⾏⾳⾼修改；柔
和的⾳⾊；单弦。识别这些核⼼需要与作为领域专家的专业演奏员们进⾏访谈，并由⾮专
家的设计⼈员对乐器的实体部分进⾏观察和分析共同合作完成。

通过这种⽅式，我们从⽂化专家以及对可能已成为专家默认知识结构的分析中获取了
有关传统乐器“精髓”的结论。在⼯作坊中，我们发现⼿势控制（操纵杆）是独弦琴“精髓”的
最重要元素，其次是声⾳（泛⾳的⾳⾊），最终的外观和⼈体⼯程学，因此我们选择了操
纵杆和⾳⾊作为我们重塑独弦琴的重要核⼼要素。需要注意的是，独弦琴的核⼼本质被确
定为其声⾳和声⾳控制，⽽不是外观设计。

独弦琴的精髓的确定也就是数字乐器设计的边界：我们离传统精髓越近，设计空间就
越⼩。在我们的⼯作坊中，使⽤了独弦琴的精髓来限制共创活动，并且在每个经过重塑的
独弦琴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当我们保留更多的精髓（例如复⾳琴）时，我们只能扩充
传统乐器，并增加传统⾳乐家的⼀些要求。相反，当我们从本质中减去“精髓”的相关元素
（例如，减去单弦特征的⼿指琴）时，我们有⾜够的设计空间来摆脱传统，同时仍能识别
其本质（摇杆的保留）。的确，当我们删除⼤多数独弦琴的本质特征（例如最传统的独弦
琴）时，我们可以⾃由探索开放的设计空间，但结果却差强⼈意。它被专业⾳乐家认为不
适合在舞台上使⽤，但有可能成为⼉童的⾳乐治疗⼯具。

关于独弦琴“精髓”的最后⼀个问题是：谁来决定哪些传统元素是最重要的部分？在反馈
中，我们发现了两个⽅向：1.输⼊⼿势控制的表演者；2.接收输出（声⾳）的听众。我们发
现所有专业表演者都喜欢演奏“复⾳琴”，因为它更接近传统的独弦琴。⾮⾳乐家喜欢尝试
不同的表演⽅式，并且更乐于接受其他重塑独弦琴。相⽐之下，听众对“传统”的理解更为
全⾯，即传统的元素不仅应该是乐器的⾳⾊和⼿势，⽽且还应包括⾳乐风格，舞台布置和
表演者的服饰，甚⾄演出的地域与⼈⽂环境等。

 

六、结 语
本⽂提出了利⽤数字技术对独弦琴进⾏重构的⽅法。我们远程进⾏了共同创造活动，

并在聚在⼀起完成了识别独弦琴的“本质”，并共同创造了三个重塑独弦琴的过程。这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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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独弦琴抓住了独弦琴的⼀些精髓并利⽤专门创作的⾳乐作品进⾏了公开的演出。在未来
的活动中，我们将通过为参与者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更丰富的交流资源库，来改善跨⽂
化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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