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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姜莹，现在是上海民族乐团的驻团作

曲。因为王甫建老师明晚在上海大剧院有一场上海民族乐团的音乐会，

所以不能赶来参加这个活动，今天我就替他在这里发言，并结合一些

自己的想法来谈谈顾冠仁老师的音乐创作。王老师这个发言稿的题目

叫《传统文化之集萃，情怀品格之写照——顾冠仁〈岁寒三友——

松·竹·梅〉解读》。看到这个题目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民族

文化与音乐的关系，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比较大，古代

常常用松树、竹子、梅花等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来形容君子品格

的最高境界。我们知道顾冠仁老师早期的《花木兰》是一部家喻户晓

传统文化之集萃，
情怀品格之写照

——顾冠仁《岁寒三友——松·竹·梅》解读

王甫建　姜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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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花木兰》具有一定的叙述性、故事性，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

具象的题材，因为他有一个故事的戏剧性线索在里面，而《岁寒三

友——松·竹·梅》是一部关乎于意境的，更为抽象的题材，这种静态

的事物它本身的张力很小，那么作曲家在写这个主题时就需要赋予它

更多的精神内涵，只有真正找到想表达的那个点，最初的那个模糊状

态才能用一种恰当的技术手法去表达。我很佩服顾老师能选择这个

题材，这样的题材写作难度是很大的，就像中国山水画看的是山水背

后的一种意境，也是艺术家内心的一种气场、气韵的表现，在某种程

度上表现的就是一种弦外之音。我觉得顾老师在经历过人生的历练和

不断艺术创作的思考后，进入了一个比较高的创作境界，所以才会选

择了这样的一个题材。他不一味追求作品的宏大、新奇，而是传达一种

人格境界。接下去我开始读王老师的发言稿。

王：《岁寒三友——松·竹·梅》是作曲家顾冠仁先生应上海民族

乐团委约，于 2008 年创作的一部民族管弦乐作品，并由上海民族乐团

在上海首演，后又随顾冠仁作品音乐会在上海和北京演奏，是顾冠仁

先生众多新近佳作之一，亦是他矢志不渝、笔耕不辍的精神写照。

作为一个早已成名于民族音乐创作领域的前辈，顾冠仁先生创作

这部以中华传统文化代表形象为题材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可谓是命题

恰如其意，破题相得益彰！松、竹、梅，人称“岁寒三友”，历来是中国

传统文化领域歌咏文墨的题材对象，意在咏物言志、寄托情怀，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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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将其比拟为文人的风骨品格、老人的益寿延年——松之孤高挺拔、

风雪不羁；竹之枝节昂然、宁折不弯；梅之凌雪绽放、笑傲冰霜——已

不仅仅是写实写意，更是精神的寄托和写照。顾冠仁先生在他自己的

创作阐述中也曾说到，创作这一题材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我精神感召和

体验，更是自己一生创作追求的更新和延伸。

从顾冠仁先生的创作轨迹一路看来，他的每一部作品无论体裁

大小，其创作都非常专注用心、非常认真，因此他的作品几乎都得以

在海内外广为流传。而近年来更是退而不休，以古稀之年投入了更多

的创作激情，各专业民族乐团更是争相委约，呈现出一个新的创作高

峰时期并且佳作不断。这部《岁寒三友——松·竹·梅》是上海民族乐

团的委约作品，也是顾冠仁先生自由创作的作品，无论是题材、体裁、

音乐素材和时间都由顾先生自己定夺，乐团不定任何框框。这也是专

业乐团与创作者之间最好的合作形态。作曲家可以在这样的自由空间

里任意驰骋起自己的想象力，积累发挥出最佳创作构思，创作出优秀

作品——而这正是目前民族音乐发展最为需要的能源。这部民族管

弦乐作品无疑就是这样一部优秀作品，可以在当今的民族音乐舞台上

广为传演，成为又一个经典。

姜：说到经典，这次“华乐论坛”音乐会所演奏并评选出的十二部

作品都非常棒，都是经典之作。当然我觉得那个时代受西方音乐的影

响比较大，所以不可避免有些作品在某些方面还是能听出西方经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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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痕迹。我们的技术出发点其实可以从中国音乐本身、中国传统文

化中派生出来，这样可能会使作品更具有原创性，更适合中国民族器

乐的语言，更符合中国气质的审美心理。顾老师从小是学习琵琶的，后

来一直在民乐团工作，所以他对民族器乐的了解应该是非常深入的，

《岁寒三友——松·竹·梅》也正是从中国的文人音乐、古琴音乐中的

素材发展而来，这也是一个关于选择的题材与民族器乐语言如何结合

的问题。

王：顾冠仁先生是一个以传统音乐风格为创作主体的作曲家，他

和同时代的大多数作曲家一样强调线形旋律写作，钟情于优美的曲调

和鲜明的音乐形象。这部《岁寒三友——松·竹·梅》也不例外，作曲

家赋予了自然形象“松、竹、梅”不同的音乐形象，通过不同的主题音

调来展示其各不相同的风格气质——如大跳的音程所形成的旋律庄

重稳健，象征着青松的挺拔和长青；摇曳舞动的节奏表现的是翠竹的

飘逸和清高；而古曲《梅花三弄》音乐素材的引用则展示了腊梅那种高

洁和优雅——传统创作手法不等于传统创作观念，而传统创作观念也

不一定要拘泥于老的创作方式。如何运用传统创作模式来创作现代的

优秀作品，顾冠仁先生无疑通过他的创作给了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姜：读到王老师在文章中写到关于传统与现代的问题，让我想到

这二者之间微妙的关系。说到这个传统创作手法，有些观点会认为有

规律、有旋律、有节奏、好听的作品就很传统、很陈旧，这是一种很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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隘的观念。音乐作品其实是一个很直接的感受，不说是普通的听众吧，

就是专业的听众，作品能否引起共鸣，这是听者对作品最客观、最真

实的判断标准。我觉得从听觉出发的这个第一感受是比较准确的，再

多的文字解释都是多余的。我觉得顾老师一直是一个很真实，很能潜

下心来，不避重就轻、哗众取宠，坚持以音乐最重要的要素——音乐

的客观本体——出发去探索、去创新的人。我觉得就像他写的这个题

材一样，是一种高贵、正直的艺术家品格。

王：值得称道的是，顾冠仁先生的这部《岁寒三友——松·竹·梅》

并没有局限在传统的束缚之中，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创作需求力争

创新出新。相比一些同龄前辈，顾先生创作理念似乎更为活跃，创作

手法也更为多样化，虽然始终保持着自己一贯的创作风格，但每部新

作品都可看出有他新的尝试融在其中。在这个年龄段保持创作常青常

新，这可不是件容易简单的事情，传统题材传统风格，既要泼墨写意

又要当代风尚，没有一点追求是不可能做到的，但顾先生努力去做了，

并在他的近期创作中不断体现了这一点。他的作品依旧清新，还是一

贯的好听，但却不给人以老旧、古板的感觉，相反从乐队演奏到观众

欣赏，大家都很接受、很有感受。

几十年民族音乐创作经验，顾先生对民族乐队的声音和乐队配

器可谓驾轻就熟、信手拈来，但从《岁寒三友——松·竹·梅》这

部作品来看，他在创作时依然是非常认真、一丝不苟。这或许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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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和人格的相互映衬，也是传统文化所蕴含的这样一种优秀文化

品格的传承，更是这部作品所想表达的一种古往今来都值得赞颂的

精神内涵。

姜：我跟顾老师都是上海的作曲家，也有缘在同一个乐团工作，有

时候音乐会间隙跟顾老师聊天，他个人觉得他比较有分量的作品都是

在他退休以后的这近十年创作的。当然我觉得顾老师以前写的很多

作品也都是很棒的，我也非常佩服顾老师这种不断追求，为民族音乐

事业的发展不断做出努力的精神。这次来参加这个活动对我来说感触

很深，也受到各方面的启发。我觉得这次的“华乐论坛”及评比活动的

举办有着承前启后、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深远意义。相信那天晚上

的音乐会有很多像我一样年轻的作曲一代，被这十二部作品所震撼，

所感动，也会为两个高水准乐团的演奏所激发，希望为民族管弦乐队

写出更好的作品，就像昨天刘湲老师在发言中说：“总觉得艺术家身

上应该担负起一些责任，虽然作为个人的力量很渺小。”同样我觉得

每个人的一小步，大家一起迈，也就会成为民族音乐事业发展的一大步。

作为中国作曲家，我们都有责任也应该为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做出这

个时代的贡献。最后我以顾老师这个作品题目的引申来结束我今天的

发言，希望作曲家们能有古人高贵的松、竹、梅人格，沉下心来，不浮躁，

不功利，以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粹，写出中国情怀品格的佳作，在此我

与各位前辈作曲家、老师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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