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秦·兵马俑
作曲：彭修文

演奏：中国广播民族乐团       
指挥：彭家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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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想曲《秦·兵马俑》是彭修文于 1984 年 3 月

听闻秦兵马俑出土有感，伏案奋笔，一气呵成，创

作了这部富有悲剧色彩的作品。它以拟人化的手法

表现秦末士兵久戍不归、思乡心切的痛苦与愤怒心

情，间接地揭示了秦始皇穷兵黩武、炫赫武功的淫

威残暴，饱含同情地诉说了苛政之下离人嫠妇的悲

作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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怆凄凉。逝者如斯，空留下默默无语的兵马陶俑，已

经成为历史的见证。

　　创作时间：1984 年

　　首演时间：1984 年 4 月

　　首演乐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　　

　　演奏过该作品的乐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香

港中乐团、台北市立国乐团、台湾高雄国乐团、新加

坡华乐团、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民族乐团、西安音乐学

院民乐团、沈阳音乐学院民乐团、四川音乐学院民

乐团等专业乐团。清华大学民乐团、香港城市乐团、

香港宏光中乐团、新加坡多家学校华乐团亦演奏过

此作品。

中国广播民族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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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修文　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

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曾任中国民族管弦乐

学会会长，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指导，中国广

播民族乐团首席指挥。

　　彭先生共创作改编了四百多部作品。代

表作品有：《将军令》、《花好月圆》、《彩云追月》、

《瑶族舞曲》、《月儿高》、《乱云飞》、《丰收锣鼓》、

交响诗《流水操》、交响诗《怀》、《灵山梵呗》、

幻想曲《秦·兵马俑》、套曲《十二月》、第一

交响乐《金陵》等。改编外国民族民间音乐：

《达姆达姆》（阿尔及利亚）、《美丽的梭罗河》

（印度尼西亚）、《相马盆呗》（日本）、《肯塔基

故乡与苏珊娜》（美国）等，以及管弦乐经典

作品 ：贝多芬的《雅典的废墟》、比才的《卡

门》组曲、德彪西的《云》、斯特拉文斯基的

《火鸟》、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莫扎

特的《弦乐小夜曲》等，均受到中外听众、专

家、学者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赏。

作曲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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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 年初，在广电部院内，我父亲彭修文先生偶遇中国唱片总公

司的高级音乐编辑王苑珠，谈到近期出土的陕西秦兵马俑这一轰动世

界之事，王苑珠说：“老彭，你能写点儿东西吗？……”“我想想看……”。

之后整个春节假期父亲都潜心于兵马俑的创作准备。

　　由于彭修文没有参观过陕西秦兵马俑，手里也只有王苑珠给他的

一本画册，反复翻看，觉得无从下手，只得另辟蹊径。站在书柜前寻思，

猛抬头，看见前段时间因其他事情找资料翻过的《史记》，马上觉得何

不换个角度去断想一下秦史，臆写一下兵马俑——士兵呢？打定主意，

我所知道的
幻想曲《秦·兵马俑》

彭　弘

　　注：作者为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大提琴演奏家，彭修文先生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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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开始仔细翻阅《秦本纪》、《秦始皇本纪》。

　　秦王通过五代艰苦卓绝的努力，横扫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帝国。

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秦始皇功勋彪炳。但其苛政猛如虎，穷

兵黩武，使百姓苦不堪言，民不聊生。官逼民反，揭竿而起，大泽乡暴

动是全民内怨的爆发，秦朝既辉煌且短暂地覆灭了。

　　有了理性的思考，如何用音乐来表现，也就是如何以感性的方式

来表达呢？彭修文想，音乐是让人听的，如果音乐作品不能让人们听

进去，听懂，感动，无论你如何说好，人们也是不领情的。

　　中国人的文化表达方式多以感性的表现去开掘理性的思考。艺术

的表达多以感性的方式呈现，理性是隐藏在显像之后的，是艺术家的

深层思考。直接以艺术家的哲思示人，不仅在表达方式上有难度，更

重要的是对受众的接受度有很大的挑战。这就凸显了艺术家是表现

自我，还是表达群体意识，而这群体意识所体现的又是国家、民族的

核心价值与文化取向——和。人们需要艺术家的艺术作品所具有的引

领性，可提升大众的价值取向、文化品位，所以不可小觑艺术家的艺

术作品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中国的诗、词、歌、赋、寓言、典集，无一不是以最简洁、凝练的语

言表达深刻的哲思。在今人读来有点艰涩，但在当时却是通常语汇。

由此引来另一个话题，即作品的时代性。     

　　彭修文在“文革”期间曾为几百首古诗词谱曲。为写幻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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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兵马俑》，他精选了几首与他构想的内容相符的歌曲作为音乐

的主题动机。

　　杜甫《兵车行》（节选）两首、范仲淹《苏幕遮》，前者为军队

的主题，后者为第二段思念的主题。既用了当下人们都能理解的音

乐语言，同时又融入了在人们共同记忆中认同的历史音乐语言，通

过讲故事的方式，引领人们进入时间隧道，走入秦士兵的内心。所

以叫幻想曲《秦·兵马俑》，是为了使听者能有感同身受的意念，感

同身受的感动。通过耳朵，浮现画面 ：军队的雄壮，始皇的功勋，

兵士的疾苦，成就了大秦帝国王朝的霸业。而连年征战，使得士兵

劳苦不堪，积怨成愤怒的呐喊，音乐结束在愤懑的怒吼之中。

　　当时有位朋友到我家里，跟我父亲谈到有一件古乐器——陶土

制作的埙——很有意思，并吹奏了一下。其音色暗淡悠远，让我父亲一

下子就想到他的作品中思念所需的音色，正好用古老的乐器去表现古

代的故事。

　　所有拉过胡琴的人都知道，如果练琴吵人时，会用一根铅笔夹

在弦和琴筒之间，或用一个小铁夹子夹在琴弦上，这样就起到一个

弱音器的作用了。同时，其音色也发生了变化，有一种凄凄苦苦的感觉。

彭修文把这种技法用到第二段，对秋夜秋风情境氛围的音响烘托得

非常贴切。

　　老广播民乐团排练有个习惯，不管是谁的作品，一定要在开排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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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指挥详细介绍作品的作者、内容、风格、特性，以唤起演奏员的主动

性演奏，尽快地“入戏”。这种工作方式加上多年的合奏默契，排练比

较容易进入音乐内容的表现中。

　　幻想曲《秦·兵马俑》在广播民族乐团第一次视奏时就已获得团

员们的认可了。大家问：“老彭那旋律是哪儿的？”“中段的埙，使得挺

好的。”“胡琴加弱音器挺像秋风刮过水边树叶儿声的。”……团员的

认可，给了彭修文很大信心。

　　记得首演幻想曲《秦·兵马俑》，是 1984 年 4 月在北京海淀影剧

院，我们卖票二百七十多张。台上的演奏员都担心最后一首新作品能

否留住这不多的观众。当要演奏到最后一曲时，彭修文走到台中央，向

观众致敬，并细致地介绍全曲——

　　今天我们将为大家演奏一首我的新作品，幻想曲《秦·兵马俑》。

因为是个大部头的作品，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写这部作品的一

些想法：

　　秦陵出土之兵马俑群，轰动世界。

　　秦始皇统一天下，书同文，车同轨，功勋彪炳，武功赫赫，这是他的历

史功绩。然秦王朝暴政专横，人民不堪忍受，终于在几十年內覆灭了。

　　这首乐曲不是实写兵马俑，而是从俑想到了人——当年的士兵。

因此写成一首幻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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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军整肃，封禅遨游几时休

　　拂晓，远处传来的鼓声，军队行进的声音与号角的起伏声混在一起。

乐队在不断地渐强，把音响推到了顶点。红日喷薄而出，阳光普照大地，

原野上甲仗鲜明的大军正浩浩荡荡地行进着。由中音唢呐吹出了辉煌雄

劲的军队主题。不久在二胡上出现了一段富有感情而又略带愁苦的旋律，

这是士兵们内心的情感。音乐再次高涨，金鼓齐鸣，管乐奏出了华丽而又

威严的调子，显示了皇帝銮驾的气派，音乐具有仪仗性。在一段密锣紧鼓

之后，大军收兵了。

　　二、春闺梦，征人思妇相思苦

　　夜色四合，篝火点点，报时与警戒的更鼓不时敲打着……在寂静

中传来了如泣如诉的歌声（由古乐器埙奏出），加了弱音器的胡琴群奏出

了起伏的震音，仿佛是秋夜的风声，更增加了思乡的愁绪……梆子不紧

不慢地打着，引出筝的独奏（这是彭修文曾写过的一首《捣衣歌》），好

像是一位妇女在为戍边的丈夫拆洗冬服，默默地思念、回忆离她远去

多年而不归的良人，渐渐地入梦了，“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

上寒烟翠”。多么晴朗的秋日啊，是这样的一个秋日，良人离她而去……

忽然间，仿佛看到丈夫就在眼前，真是悲喜交集（由中胡与柳琴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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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正诉说着，一声锣响，梦碎了……

　　三、大纛悬，关山万里共雪寒

　　还是行军，还是皇帝的仪仗，不过朔风怒吼，天上飘飘扬扬落下片

片雪花，正是“玉龙飞舞、铁甲生霜、关山望断、归程何日”。音乐变得悲

壮苍凉，“将军白发征夫泪”。

　　最后，乐队奏出了不安而略带怒气的动机。像是一声呐喊：苍天呐，

我们何时能回家呀？音乐在强烈气氛中结束。

　　观众在听介绍时非常专注，当乐团演奏乐曲结束时，报以长时间

的热烈掌声。台上的演员也为之鼓舞。演出结束，后台聚满了要求指

挥签名的观众，大约有七八十人。民乐团新来的团员非常惊讶 ：“民

乐团居然有那么多的乐迷呐。”观众争相说“我听懂了”“我听懂了”……

有一位观众对彭修文说，“这种讲解特好，以后多给我们讲讲……”“下

回能给我们讲讲《春江花月夜》是怎么回事儿吗？……”后来我父亲说：

“看来，大家是听懂了才有那么大兴趣，音乐是要让人们听的，不听，

说什么都没有用。”

　　首演的成功，这部作品即成为广播民族乐团的保留曲目。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音乐部编辑进行专访，中央电视台制作专题片播出，中国

国际广播电台对外国听众介绍，中国唱片总公司录制发行唱片。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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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不断扩大，海内外不少院团演奏此曲，唱片公司也跟进录制发

行。台湾的福茂唱片公司第一次到大陆来录音，就找到彭修文要出他

的专辑，题目就是幻想曲《秦·兵马俑》，据说销路非常好。后香港雨

果唱片公司也出版了以《秦·兵马俑》为题的彭修文专辑唱片。1991

年初在香港，彭修文亲自指挥香港中乐团演奏题为《兵马俑传奇》的

音乐会，连续演出三场爆满。1993 年，也是彭修文亲自指挥台北市

立国乐团演出题为《兵马俑》的音乐会，几乎全台湾省的国乐同仁都

欣然前往聆听。演出结束后，时任台湾《中央日报》董事长的曹圣芬先

生对我父亲说 ：“今天你指挥的音乐会，让我对国乐刮目相看，气势

磅礴，叹为观止。”1994 年在新加坡，彭修文率团演出四场完全不同

曲目的音乐会，场场爆满，许多人是连看四场，其中就有《秦·兵马俑》。

然而这些都是以华人世界为主的反映，那么外国人是否有兴趣呢？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外播出此曲反响强烈。其中，对日本播出后，

日本的听众每年三月自发组织团队到北京来听广播民族乐团的演奏，

坚持了三年，每次来都少不了要听幻想曲《秦·兵马俑》。1993 年为

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十五周年，日本福冈市政府特邀彭修文与其市民

管弦乐团合作题为“中国的传统与现代音乐”彭修文作品音乐会，彭

修文将音乐会上演奏的作品全部改编成管弦乐版，其中就有幻想曲

《秦·兵马俑》，演出反响强烈。中国驻日大使说 ：“在日本举办中国

人的个人作品音乐会还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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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唱广州分公司曾在 1990 年找我父亲改编录制了一批民族乐器

演奏外国古典音乐的唱片，并发行到了美国。一位名叫大卫·拉克

辛的好莱坞电影音乐作曲家（写了二百多部电影配乐）专门收集《图

画展览会》改编版。他从唱片店里看到我们的唱片有《图画展览会》，

就买来收藏，并找到中国留学生帮他给我父亲写信，询问改编曲里

配器的问题，同时希望能了解更多的中国音乐。我父亲给他寄去了一

张唱片，其中有幻想曲《秦·兵马俑》，很快，他回信说 ：“我喜欢幻

想曲《秦·兵马俑》，它写了一个妇人，一个魔鬼，一群士兵……”。

要知道，我父亲不会英语，回信只是几句中文。对方手中也没有乐曲

说明，能体会到如此，真让人惊异于音乐是没有国界的！ 

　　1994 年 10 月，彭修文终于有机会去西安参观了秦始皇陵兵马俑

博物馆。距他写成幻想曲《秦·兵马俑》已过去整整十年了。真正是幻

想曲啊！

　　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带着“兵马俑”，走访了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

这浩浩荡荡的兵俑随着音乐走进了不同国度人们的视线，为中国音

乐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

　　有人曾对我父亲说：“您应该写本书……”他答：“我想说的，都

写在我的音乐里面了。”

　　有人曾劝我父亲说：“您应该写本民乐配器法。”他答：“我还有

许多设想没实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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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甚至直说：“我愿意帮您著书立说。”他答：“还早。有些事情

我自己还没搞懂呢。”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和”的文化精髓始终贯穿于父亲的音

乐中。他认为，乐可以教化人，从而达到和谐社会。中国的音乐家，首

先要会说中国话，讲中国人的事，抒中国人的情。父亲是个标题音乐家，

他的音乐都有明确的指向性，同时，他也欣赏听众借此散发的联想。

高尚的爱国情操，高度的文化自觉，神圣的使命感，成就了他用音乐书

写历史。幻想曲《秦·兵马俑》这部史诗篇的音乐作品，就是他对那段

历史的感悟。作品从人道主义角度，阐释了官民关系，对人民大众寄予

了无限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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