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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爱到大美
——刘文金音乐的人文简释

岳　峰

　　这些年来，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高手频出，时有惊人业绩出现。

先是世纪巨卷《华乐大典·二胡卷》的横空出世，再到这次意义高远

的首届“华乐论坛”系列活动，呈现出当代民乐精英们的历史胸怀和

时代视野。今天的“华乐论坛”作品研讨会，聚集了当今华人乐坛颇

具影响的作曲家、理论家和音乐同道，可谓精英荟萃，嘉宾如林。作

为师范院校的一位同行，在各位专家之间，犹如千古绝弦“伯牙子期”

中的子期，今受大会之邀，试从人文角度就刘文金先生的音乐作品

做一阐释。

　　注：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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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刘文金，是从他的二胡音乐开始的。

　　近世二胡，由伴奏时代进入独奏时代，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

已经从草根情结到文人意识，又从文人意识到国家象征，实现了自己

身份转变的三级跳。

　　20 世纪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近现代国乐先驱刘

天华先生等一代先贤，使二胡从贩夫走卒手中的一件“响器”，变成了

登堂入室、走进高等学府的一件“乐器”；20 世纪下半叶，刘氏学派一

代代传人的不懈努力，又使二胡这件乐器，逐渐走向了登临世界舞台、

象征民族精神的一件“道器”①。在二胡由“乐器”走向“道器”的途中，

刘文金先生的贡献至关重要。

　　刘文金的二胡音乐，从 20 世纪中叶时代变革的二胡独奏曲《豫

北叙事曲》（1959 年）《三门峡畅想曲》（1960 年），到民族精神的二

胡协奏曲《长城随想》（1982 年），又从民族精神到世纪末与天地对

话的无伴奏二胡套曲《如来梦》（2000 年），实现了自己二胡音乐的三

级跳。这半个世纪不断向前的三次跨越，不仅完成了刘文金从青壮

时期到耳顺之年，从世俗之声到殿堂之乐，从用眼睛看世界到用心

灵看世界的二胡音乐的行程，还引领着中国二胡从“乐器”逐渐走向

了“道器”的征途。②

　　① 详见笔者待刊拙文《响器·乐器·道器——近世二胡身份的变迁》。

　　② 详见笔者待刊拙文《刘文金二胡音乐的三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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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悟刘文金，是从他的民族音乐作品开始的。

　　这些年来，在中外华人民族乐坛，刘文金的名字逐渐成了一种象

征，“20 世纪华人音乐经典”、“20 世纪最受乐迷欢迎的中乐作品”、“中

国大陆最能令人感到震撼的一位作曲家”、“全国音乐作品大赛最高

奖项获得者”等等。刘文金民乐作品不同凡响的中国气派和民族神韵，

已形成影响业内的“刘文金音乐现象”。

　　在刘文金音乐作品创作的年表上，写满了这位作曲家历时半个多

世纪的丰绩硕果。遍览这二百余首音乐作品，无论从时间的跨度、题

材的宽度，还是从历史的厚度和时代的高度，件件作品里，记载了一位

作曲家自强不息的探索和追求，这也是国人那民族意识中恒古已久的

求索精神。当这些乐谱成为音符流动起来的时候，透过作品雄浑的音

响、醇美的旋律、鲜活的节奏和协和的织体，我们能够听到的，是作曲

家对历史、对故土、对人情一往情深的人文关怀，而这人文关怀的背后，

则基于作者内心对土地、对国家、对民族的一腔大爱。

　　有大爱就有大支点 。

　　聆听刘文金的音乐，首先使人难忘的，是他作品中那些深切而又

温暖的旋律，这温暖持久而又绵长，似脚下这片土地丰厚而又悠久的

历史，及其几度辉煌又灿烂的文化。它特别使人有认同感和归属感，

犹如历史那意味深长的力量。每当《豫北叙事曲》中经典的中慢板带

着大地的低吟走来时，吸引我们的不只是琴声和音调，而是凝聚着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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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文出土之地、《周易》诞生之域的历史记忆；而民族管弦乐《太行

山上》（1964 年）一开始的那段笛声，流出的则是群山怀抱中蕴藏久

远的冀风晋情。

　　刘文金先生是睿智的，他把自己作品的根深深扎在了传统的土

地上。这位来自殷墟腹地，走过了从黄河（二胡与钢琴《三门峡畅

想曲》，1960 年）到泰山（民族交响乐交响序曲《泰山魂》，2006 年）

创作之旅的作曲家，始终保持着对历史的尊重，对古今圣贤的敬意。

也因为如此，他才能懂得先人们给予的馈赠，理解传统中蕴含的

精髓，在“用音乐向孔子敬礼”①的同时，也从华夏民族的智慧中汲

取了无尽的源泉。这种思接千古、韵系万里的智慧和力量，常常是

他作品成功的密码。

　　中华的悠久文化是音乐创作的无尽宝藏，这是音乐界同仁一向

的共识。然而，有人从宝藏中捡走了皮毛，有人却从宝藏中觅得了珍

宝。刘文金先生是一位善于寻宝的人，他如同地道的鉴宝者，以常

年的修炼和执著，不断从浩如烟海的传统音乐之中发现那些深藏于

民的华夏音乐之声，使他的作品始终保持着纯正的中国味道。

　　有大爱就有大视野。

　　随着刘文金的音乐作品，你会发现自己始终站在了历史和时代的

交汇点上，这是刘先生眼光的独到之处。他总能从历史的角度感受国

　　① 刘文金 2010 年创作的民族管弦乐《孔子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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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变革，把握时代的脉搏，从而确立自己音乐创作的命题。从反映

社会变革的《三门峡畅想曲》，到充满人情呼唤的《大海一样的深

情》（歌曲，1978 年）；再从凝聚民族精神的《长城随想》，到祭奠

古圣先贤的《孔子颂》（民族管弦乐，2010 年），刘文金成功的音乐作品，

大都印证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演变和人文发展轨迹，从而隐含着一位思

想者的远见和目光。

　　有大爱也就有了大美。

　　刘文金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声音壮丽恢宏而又和谐中正，在他用

民族乐器编织的音乐交响王国里，雄浑大气是其主要特质。这是一种

天地之气和山川大美，当《长城随想》的主旋律在音乐大厅奏响时，慑

人魂魄的是一种民族的气魄和山河的壮美。

　　在雄伟和壮丽的背后，刘文金音乐感动我们的，还有那隐藏于旋

律深处的宽厚和温润，自始至终传递着一种中和之美。我们常常发现，

那些散落在民间庶民心中的原生音调，经他那神奇之手的转化和调和，

流淌于管弦之间的，常常是贴心的温厚和亲切。比如，交响合唱《春风

幻想曲》（1992 年）那缓缓升起的民谣音调，始终弥漫着宝岛山民的

质朴和温情，似和暖春风令听者融化其中。在中华民族气质的天平

上，“天地大气”是我们这个民族至高的审美境界，“中和之美”更是国

人经世治国的理想追求，这也正是刘文金音乐作品中国气派和民族神

韵的基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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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金音乐的大爱大美，集中体现在他的作品《长城随想》之中。

　　说起长城，这座“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的古代工程，是中华

民族抵御外侵、捍卫疆土的历史象征，它像一条钢铁般的巨龙，蜿蜒

起伏在世界东方，成为令世人瞩目的伟大奇迹。千百年来，其伟岸的雄

姿，曾启迪多少艺术家的灵感，激荡多少爱国者的心。然而，用声音的

力量来表现长城的壮美，还是从刘文金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开

始的。

　　长年生活在北方的刘文金先生，有机会多次接触到长城。他时

常被那雄伟的英姿和庄严的外观所吸引，又为它那居高临下的烽火台

和墙体斑驳的遗痕引发无限的遐想，最令作者感受深刻的，则是由

长城而体现出的一种民族魂魄，及其孕育的不屈和力量。用音乐唤起

民族的爱国精神，用音乐激发民众的自尊自强，成为一代民乐人义不

容辞的社会担当。①

　　带着这种无限的民族情怀和历史责任，刘文金开始了《长城随

想》创作的艰辛之路。他多次登临长城，俯瞰长城，聆听长城脚下

历代忠魂的倾诉，感受长城内外大好河山的万千气象， 1982 年的春天，

终于完成了这部饱含作曲家深情大爱的作品总谱。

　　作品最初的形式，是以二胡与民族管弦乐队的协奏而呈现的，因

　　① 见闵惠芬《风雨同舟筑长城》一文真实的记录，《闵慧芬二胡艺术研究文集》，上

海音乐出版社，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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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二胡那极具抒情歌唱和深沉悠远的气质，与曲作者感悟长城的诗人

情怀十分吻合。全曲共分四个乐章：“关山行”、“烽火操”、“忠魂祭”

和“遥望篇”。从乐章的小标题可以看出，曲作者不意描绘长城外貌

的宏伟，而着意刻画人们登临长城的种种感受：从漫步关山的赞叹和

回顾，到烽火连天的联想和场景；从千年忠骨的祭奠和慰念，到祖国

未来的展望和憧憬，作曲家以其大胸怀、大视野、大气派和大手笔，谱

写了这篇中国音乐史上恢弘的长城画卷。

　　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的音乐，始终充满着华夏正乐的庄严

和大美，从序奏中宽广雄健的“长城特性音调”，第一乐章从容不迫

的“漫步主题”，第二乐章百折不挠的“挺进音型”，第三乐章肃穆而

悲怆的吟诵，到第四乐章稳健而舒展的步伐以及尾声中那波澜壮阔

的宏伟气势，无不彰显着大国的胸襟和民族的气魄。而《长城随想》

的语言个性，则浓缩着中国民族传统和民间音乐的精华和特征，如“关

山行”中漫步主题那北方说唱的抑扬顿挫，“忠魂祭”中华彩段落古

琴式的绰注吟咏，以及“遥望篇”里垛板式节奏的京剧张力等等，都

恰如其分地体现着中国式的语风和气韵。

　　民族管弦乐《长城随想曲》，是刘文金先生根据自己的同名二胡

协奏曲改编而成的，它选取了原作中的序曲和第四乐章，使作品更为鲜

明紧凑，集中体现了这部作品的气派和神韵。改编后的民族管弦乐《长

城随想曲》，曾以“千人大乐”的规模在 1987 年第一届中国艺术节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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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式上首演，随之不胫而走，成为二十多年来海内外诸多乐团竞相上

演的保留曲目。

　　在这首倾注了作曲家大爱大美的作品中，刘文金先生对民族器

乐作品如何反映重大题材以及深刻的现实题材做出了成功的尝试。

他不断探讨着东西方音乐智慧的交汇，寻求着东方乐器个性和西方

交响秩序的变通与融合，形成了自己民族管弦乐的特有手法和创作个

性，这是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如何探究刘文金民乐创作中行走于

乐谱之间的秘密，则是另外一个有趣的话题……

　　我们知道，中国的民族乐器历史悠久而又漫长。“先秦之乐”虽

不可得闻，却有留下史料如《礼记·乐记》中《武》乐的细节记载；“春

秋之乐”虽无法恭听，自有文字如《周礼》中有关《韶》的迷人描述。

当朝代的更替把黄钟大吕和金石之声埋进了黄土之后，近世的民族

器乐成为“响器”，流落于民间在山野间徘徊。要使这些农耕社会产

物的民族乐器，表现出社会变革的时代声响，是一百年来中国民乐

人孜孜以求的梦想。民国之初，上海的郑觐文和他的“大同乐社”开

始了这种探索；南京时期的甘涛先生等奠定了近代民族管弦乐的雏

形；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彭修文时代，使民族管弦乐逐渐

步入了正规。①沿着民族器乐交响化的道路一路走来，刘文金及其当

　　① 见论坛发言，乔建中先生《现代民族管弦乐队与 20 世纪中国音乐史》一文中的详

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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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一批作曲家以中国乐器为载体，华夏正声为本源，时代技法为手段，

带动了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腾飞，在现代化、工业化的中国唱响了时代

的强音。

　　一个世纪过去了，在 21 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的行进中，我们听到

了来自其他学科“去工业化”的学术呼声，这是学人对一个世纪中国

音乐西方化走向的反思和困惑。民族器乐交响化走过了将近百年的路

程，目前已成为我国民族管弦乐发展的主流。那么，从世界文化天平

的格局来看，作为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这种格式化、规范化、社会

化的交响化思维是不是中国农耕乐器向前发展的唯一选择？①我们在

全力关注西方交响乐模式的同时，是不是忽略了中华民乐传统中丰富

多样的乐队组合？（亦如先秦礼仪乐队的钟鼓之声，唐代宫廷燕乐的

近十种乐队。）②我们在集中注意民族管弦乐官方式样的交响化发展

之外，是不是淡漠了中国民族器乐异常丰富的民间式样？（亦如极富

地域特色的福建南音、江南丝竹、广东音乐、潮州弦诗、西安古乐、

弦索十三套、十番锣鼓、各地鼓吹，以及多彩的戏曲乐队和宗教乐队。）

以“后现代”的视野看待中国音乐，民族管弦乐还应该有着怎样多元

的状态？等等，也是本次论坛带给笔者的一系列思索。

　　① 见论坛发言，王嘉实先生《地下军团复活，千年烽烟再起——幻想曲〈秦·兵马俑〉

及其他》一文中的独到见解。

　　② 见论坛发言，刘再生先生《三千年与三十年——论中国民族器乐的历史和现状》

一文中的精辟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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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如何，虽说历史不是光荣榜，但刘文金先生以其大爱所铸就

的大美音乐，已经成为中国民乐史上辉煌的一页，给后人留下了深刻

的启示和卷云的记忆。当然，大爱是无言的，大美是无语的，要想真正

理解刘文金音乐的大爱大美，还是从他的音乐声中去寻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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