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成都永陵博物馆寻找到灵感
吴彦霖：从文物中“复活”二十四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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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永陵博物馆保存着晚唐五代
前蜀皇帝王建的陵墓，石棺床腰

部的“二十四伎乐”浮雕石刻图，是迄今考古
发现的唯一完整反映唐代及前蜀宫廷乐队
的文物遗存，在中国音乐史上有重要地位。

天府之音气象万千，“二十四伎乐”承载
的不仅是一段王朝史诗，也是一缕古老的城
市记忆。2019年，“二十四伎乐”在成都“复
活”，于四川大剧院首演国乐观念剧，掀起了
一场国风热。新冠疫情期间，演出市场经历
三年低迷期，大浪淘沙，不少艺术团体折戟，

“二十四伎乐”却借助短视频平台继续在线
上“活”出精彩。2023年跨年夜，“二十四伎
乐”又一次登上了四川大剧院。

在春天来临之际，“封面会客厅”专访到
“二十四伎乐”主理人吴彦霖，聊了聊“二十四
伎乐”的历史以及未来。

不妥协的80后投身演艺行业

2019年，二十四伎乐这支古代宫廷乐

团在1000多年以后重新组建，以“二十四

伎乐”为原型创作的国乐观念剧《伎乐·24》
横空出世，一时之间轰动全城。剧目不仅

完整复原二十四伎乐石刻中的所有失传乐

器，也是全球唯一将地上皇陵的伎乐石刻

复原、以古代乐团形式存在的文化演出。

这场“复活仪式”的魔术师叫吴彦

霖，她是《伎乐·24》的主理人，一位典型

的80后。

成长于教师家庭，父母对吴彦霖的

期许是巨大的，不管生活还是学习，一切

都按部就班。从小学习钢琴接受艺术熏

陶，让吴彦霖早早就对音乐以及中国传

统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中时，她

想读艺术学音乐，父母反对。于是她顺

从了家中的意见，转而读了中文系。

吴彦霖并不是善于妥协的小孩，但

她的叛逆总是委婉的,“有些事我表面上

看起来同意了，因为我不得不那样做，但

如果我心里没放弃，我就会暗自努力，总

有一天我还得做这个事。”

大学毕业后，她做过高中语文老师，

也当过公务员。踏入社会工作后，她更

加清晰自己内心想要的是什么，两点一

线的工作轨迹或许并不适合她的性格，

她属于更活跃和广阔的艺术舞台。

即便如此，尽管只教了一年书，但孩子

们都很喜欢她,“我总在课堂上放周杰伦的

歌曲，让他们在方文山的词里学习语文。”

2007年，吴彦霖去看了偶像张学友

的演唱会，仿佛就在歌神的指引下，她找

到了前进的方向——投身演艺行业，“我

很喜欢张学友，他是我人生的偶像，熟悉

他的人都知道，他总是把事情做到极

致。也许不是他的哪首歌吸引我，真正

吸引我的是这样一个极致的人，我也想

成为这样的人。当时我心里默默许愿，

下一次我再来他的演唱会，我要成为那

个站在第一排的人。”

在演艺行业工作了九年，吴彦霖经

历了成都演艺市场最蓬勃发展的时期。

那个时候，大大小小的演出不断涌入蓉

城，带来了“国际音乐之都”的繁荣。她

所在的演出公司，平均每年要承接上百

场演出。随着市场的热闹，演出和音乐

领域也在不断求变，当吴彦霖来到一个

瓶颈期时，她又毅然投身于媒体，期望能

寻求自我领域的突破。

在这期间，她考上了北京大学文化

产业专业的研究生，这段经历给了她很

多启发，“北大的文化氛围非常浓郁。来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有许多本身就是故

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除了丰富的文化

知识，我也吸收了大量的实践经验。”

那些年，故宫文创的火热打开了博

物馆国潮市场的大门，也给了吴彦霖全

新的路径。大量的演出、文化行业的经

验，让她不想止步于内容的“搬运工”，她

更想做内容的“创造者”。

于是在 2018 年，吴彦霖再一次转

身，辞掉在父母眼中看起来“稳定”的工

作，正式开始创业之路。

复活永陵“二十四伎乐”

成都永陵博物馆“二十四伎乐”石刻

图是迄今考古发现的唯一完整反映唐代

及前蜀宫廷乐队的文物遗存，在中国音

乐史上有重要地位，它见证着成都成为

“古代东方音乐之都”的辉煌时刻，同时

也是“天府文化”的极佳代言和四川省重

点音乐项目。

永陵棺床南、东、西三面刻有一组完

整的宫廷乐队。其中舞伎2人、乐伎22

人，演奏的乐器有20种23件，融合了胡乐

（主要是龟兹乐）和清乐（汉族传统音乐）

两大系统。在我国同类文物中，乐舞场面最

大，乐器种类最多，包罗万象，既有汉民族

传统乐器，又融合了当时大量的少数民族

及外国的乐器，堪称音乐文化的活化石。

即便有如此重大的文化意义，但在这

之前，“二十四伎乐”乃至永陵博物馆，依

然是偏冷清的存在，“我在做调研时也问

过很多身边的朋友，大多数人对永陵的印

象远不及三星堆、金沙、川博、成博等。”

吴彦霖也有过疑虑。小众、冷门的文

化内容能否真正做到突破圈层，但机遇与挑

战往往是并存的。“越有难度的东西，你如果

把它做好了，它也就越有说服力。”她说。

说干就干，吴彦霖迅速集结在文化

领域积累的资源，文物专家、音乐人才、

美学大师……彼时，成都的音乐之都建

设如火如荼，现代化的东西已经万事俱

备，她感觉，音乐之都似乎只差一些关于

历史的“佐证”，永陵的“二十四伎乐”如

能进行“活化”，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历时四年，吴彦霖团队与永陵博物

馆合作，以史料为基础，对古代传统乐器

进行“复原”，并结合绘画艺术，复原妆容

设计及舞台艺术呈现，最终打造出国乐

观念剧《伎乐·24》，再现了前蜀宫廷中歌

舞升平的盛世景象。他们用古老的音乐

和现代科技交融，复活出“二十四伎乐”

之华美，让千年伎乐重生。

跨界融合打造成都国风乐团

“二十四伎乐”成功了。在近年来汉

服热、国学热的大背景下，一支带着历史

厚重感的国风乐团成功吸引了大家的目

光，尤其受到年轻群体关注。以跨界融

合为基础，“二十四伎乐”将历史与现代

进行结合，不仅成功与华为、太古里、轩

尼诗等众多一线国际大牌进行合作，也

作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登上央视

等舞台，获得了更广阔的天地。

“从目前我们现有的体量来说，基本能

实现自给自足。但显然还远远不够，我们

必须持续让它更新、迭代，创造更多市场真

正需要的东西，才能长期维持。”吴彦霖说。

在二十四伎乐火爆之后，不少商业、

餐饮、旅游景区纷纷找到吴彦霖寻求合

作。他们的诉求很简单，希望以目前流

行的古风、国风等元素为噱头，吸引游客

带来收益，但吴彦霖大多都拒绝了。

“‘二十四伎乐’需要在成都安一个家，

它的血脉在这里，它的底蕴在这里，我们最

期待的是它成为真正属于成都这座古老城

市的IP，散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基于这个

最终的愿望，吴彦霖对“二十四伎乐”的规

划主要有三个步骤：进行形态上的活化、建

立广泛的大众认知、实现自我造血的循环。

在通过国乐观念剧《伎乐·24》的演

出完成形态上的活化后，吴彦霖与团队

选择了B站作为主阵地，通过古代乐器

与现代音乐的结合，创新编排出既有古

典韵味，又符合现代人欣赏的经典名曲，

在青年群体中得到了广泛响应。

“二十四伎乐”较早开始尝试国风乐

团线上创新。近几年，各色各样的国风

乐团如春笋般冒出，也带来了国乐市场

的同质化现象。不过吴彦霖对此依然抱

有很大的信心，“首先‘二十四伎乐’是唯

一一支依托于真实文物复原的乐团，和

其他国乐团有本质区别。再者，只有把

蛋糕做大，市场才能更大，有竞争者也是

一件好事。疫情三年也算是大浪淘沙，

我们存活了下来，我相信这在一定程度

上已经体现了‘二十四伎乐’的生命力。”

不仅如此，“二十四伎乐”作为缘起，

也开启了吴彦霖对于博物馆及传统文化

IP活化的全新路径，在她心中有一个更

大的梦想，以鲜活的形式活化更多的传

统文化，产生传统文化集群式的效应。

吴彦霖说，今年“二十四伎乐”已经

接到了很多演出邀请，巡演也在筹备之

中。而她个人的生活也完全与“二十四

伎乐”融合到了一起。这几年，她开始学

习古乐器阮，女儿在看过一场《伎乐·24》

之后，也爱上了古筝。

春天将至，在吴彦霖看来，国乐的明

天充满希冀，“二十四伎乐”虽然从真实

的历史中而来，但它一定也属于未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语杨
受访者供图

﹃
二
十
四
伎
乐
﹄

主
理
人
吴
彦
霖

二
十
四
伎
乐
演
出
团
体

﹃
二
十
四
伎
乐
﹄
进
行
古
画
（
下
图
）
复
原

《伎乐·24》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