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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族音乐的
现代多声重奏发展
—谈《阿哩哩》的创作

王建民

一、创作背景

很长一段时间就想写一部西南音调的作品，2005 年 8 月份正

值暑假空闲，于是一鼓作气就把《阿哩哩》这部作品完成了。其实

这部作品的素材积累，来自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到丽江去的一次

采风。那时我还在南京艺术学院工作，那次的采风是为了其他创作

项目而准备的。当然，素材的积累是有目的，在其他作品的创作中

也有运用，但最好的运用则是在这部重奏作品之中。那次的采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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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很大，对丽江纳西族的民间音乐和当地文化、民俗进行了较为深

入的接触。参观了东巴文化展览馆，搜集了当地史料，观赏了纳西

古乐和当地富有特色的地方音乐现场演出，观看了历史遗存的壁画，

参观了文化馆的民间音乐文化资料等。那次采风中看到的民间音乐

文化资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令我对纳西族人文历史、音

乐曲调感触颇深。而获赠的非常宝贵的音乐文化油印资料，是当地

文化工作者们长期民间调研所得，尤其对这些资料中民间艺人的演

出印象深刻。纳西族音乐以其特有的音调、韵味而有别其他云南民

间音乐，所以，当我创作民族室内乐重奏作品时，这份珍藏的记忆

再次被唤起。

《阿哩哩》最早的音乐体裁形式并非现在大家见到的加竹笛的

弹拨乐九重奏形式，而是笛子、二胡、柳琴、琵琶、古筝的五重奏

形式。为何选择五重奏的形式，主要的目的是对前辈学者胡登跳先

生所开创的五重奏民族室内乐这一音乐新体裁的继承与发扬。胡先

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创制的民乐五重奏是上海音乐学院民族

音乐现代化的最成功的体裁形式探索，它对当下的民乐组合形式的

探索仍有指导意义。2007 年，当金岂组合为参加中央电视台首届

民族器乐大赛需要作品时，因其组合的需要而改成现在的九重奏形

式。它是在弹拨乐的基本组合形式上再加用竹笛，弹拨乐是民族器

乐的特色之处，加用竹笛是为了强调线性思维并有加亮与着重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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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因当时组合的最多人数限制是十二人，于是，原来五重奏

版本经过重新编配发展成九重奏版本，而原来的五重奏版本倒是鲜

有人熟悉了。不过，这一五重奏版本后来在其他场合也演出过，也

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也已在我校的“民族室内乐课”上运用于

教学之中了。

二、创作素材

音乐的动机就来自于上述采风所得的一些民间音乐资料中。当

时对歌曲《阿里里》《呀利哩》《啊热热·万朵山茶美》等印象很

深，它们是最具纳西族特点的音乐，不仅音乐极富地域性特色，也

蕴含了现代音乐所需要的多调性横向思维与多声性纵向衍展的可能

性（见例 1）。重奏新作就取名叫《阿哩哩》，以示音乐素材的地域

指向性与风格标识性。但我的取材不是直接套用某一首民歌旋律的

编配发展，而是喜好取材其骨干音、特性音调，再进行现代作曲思

维下的新构思，但要保持原素材的特性旋法，如快板乐章是用了原

民歌中的音调。

在分析所掌握的民歌后发现，民歌并非纯五声性的，曲谱表面

似乎很简单（音乐旋律枝干衍生得简单），其实有较多复杂的情况，

多声部民歌在产生复杂的多声思维因素的同时，还会有潜在多调的

因素，如《万朵山茶美》中就有多调思维（见例 2）。再加上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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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现场民间音乐演出所获得的音调印象，对民间音乐曲调中蕴含

的多调复杂性觉得要深入挖掘。尤为重要的是，笔者在接触民间歌

手的过程中感到，他们控制声部音准的感觉有着与生俱来的、天生

的能力，这其中就有我现代音乐创作将要利用的多调性因素，即多

调、多声部存在的可能性。其中，在现场聆听的两声部民歌中，它

有一条主线，但歌曲中的某些衬词往往会衍生出复调的因素，尤其

是它们还不在同一宫调上。当然，这些复杂音调内涵在当时文化馆

提供的乐谱上可能反映不出来，也可能没办法用现代记谱方式来体

现，但它却是真实存在的。

例 1. 民歌《阿里里》《呀利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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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啊热热·万朵山茶美》

三、创作手法

在上述音调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设计了一个音列，这是一个非

八度循环的音列，它能够展现纳西族的音调特色，再在观察到的、

听到的音韵复杂性基础上充分考虑到现代多调创作的需要，进而设

计出音列所体现出的主题。音列表现在古筝上，考虑到古筝在每一

个部分都有不同变化性运用，而设计了非八度音阶排列模式，这个

音列有多调衍展的可能性（横向和纵向上），在纵向上结合的复杂

的可能性也比较多可塑性。以四音列为一个调，并考虑到调的衍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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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游移而设计了如下的古筝定弦（见例 3）。

例 3. 古筝定弦

                      

 
考虑到一个小型的室内乐的内容所限（不可能包涵得太多），

但它又在描绘一幅年画、水墨画或一种情绪、观景感受上有其优势，

于是，《阿哩哩》拟定表现纳西族的民间生活场景，其快板部分是

对我曾感受到的纳西族民俗载歌载舞场景的表现。音乐内容表现在

不同段落中，融汇在音乐结构发展的线性思维推进中。

在结构逻辑上，笔者借鉴了唐代大曲等中国古典音乐结构中的

“散、慢、中、快、（散）”，这是我许多作品中惯用的结构层次安排。

但我的大曲结构通常比较自由，也就是非严格模式的“散、慢、中、快、

（散）”结构。这种自由曲式结构，其层次发展既有利于音乐的变化，

符合于听乐中审美情绪的进程，也因其不拘泥于程式的羁绊而可以

不断融入新材料从而产生新鲜感甚至惊喜，又能在借鉴传统音乐思

维中融入现代自由结构的发展需要，这种手法就是中国传统音乐思

维中的无回归开放式结构手法。我在音乐的引子处安排了音乐材料

的初步陈述，它们在不同乐器上以自由的速度表现出来。在入板后，

音乐主题才正式出现，符合于由模糊到清晰的审美体验过程。但随

着音乐速度的不断加快，我又安排了自由华彩性的乐段，将音乐结

构变得更为波折，也为后面快速的舞蹈性场面的到来做了铺垫。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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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尾声，又根据情绪回落的需要安排了简短的慢速乐句，也是对

全曲材料的简要总结。

在音色的配置上，主要是考虑到挖掘民族弹拨乐器的特色。作

品以高频的弹拨乐的颗粒性为主体，运用其弹、挑、轮、扫、滚拂

等演奏法而综合呈现不同音色，其主法是挖掘民族器乐中最具特色

的弹拨乐为主要音色群，尤其利用了它们的轮奏所能表现的渐强、

渐弱、突强、突弱的声响优势，将中国音乐的线性思维体现其间。

再搭配吹管乐竹笛的声腔化线性旋律，从而予以或点缀或突出或渲

染的丰富，又利用大阮、古筝的低音对乐队音响的有效烘托，从而

实现现代音响观念下的民族室内乐特色。

四、对民族室内乐发展的思考

近年来，民族室内乐的概念逐渐成为热词，在二十世纪九十年

代之前，学界是没有这一概念的界说。它与以前出现的具有西式观

念的室内乐（弦乐室内乐）不同，也与古代琴箫合奏、琴瑟和鸣甚

至近代以来出现的江南丝竹、广东音乐等不同，是对近来出现的具

有现代多声思维的民族小型合奏组合形式的一种新说法。鉴于民族

室内乐一直以来就没有固定的形式，而笔者的《阿哩哩》也是基于

这一形式而创作的，所以，对民族室内乐形式及其发展也有谈一谈

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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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套用西方室内乐的形式，出现民族室内乐编制的四重奏、

三重奏、五重奏等组合，它们与中国传统的江南丝竹、广东音乐等

传统固定形式不同。尤其是它要想在院校的教学中进行学科化发展

的话，还必须对西方室内乐手法和中国传统的合奏手法都要有所兼

顾，这是新形式的民族室内乐的必要探索。首先，现在所说的民族

室内乐要适应当代的语境，除了应和现代化的技法发展之外，还要

适合于学院派教学的形式新要求，只有饱含当代音乐手法的创新曲

目，才能称之为当下的民族室内乐。其次，民族室内乐要符合现代

院校教研的形式需要，如何融汇传统模式的小型合奏乐体裁，如何

借鉴西方先锋音乐形式，如何创新适合于教学的新形式，尤其是具

有较高难度的、有一定竞技性的作品，都是当下民族室内乐研讨的

内容。

2006 年，我从附中到民乐系后开始着手尝试民族室内乐的新

形式，首先是把民族室内乐划成一个很重要的专业来设立，成立民

族室内乐教研室。其次是考虑到传承与创新的问题，即如何达到对

传统形式的民族室内乐和现代新型的民族室内乐的充分眷顾，经过

多年的探索，现在已经形成为两个方面的教研内容。上海音乐学院

有民族室内乐探索的传统，当年胡登跳的“丝弦五重奏”就是对当

时语境下的民族室内乐的新理解，而经过多年发展的上海音乐学院

民族音乐系已有了深厚的室内乐探索基础。在我看来，胡先生的“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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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五重奏”即提供了一个弹性的民族室内乐组合的多种可能性，现

在我们也要有一个此类的组合形式的探索，且它还能相对固定地适

合于教学之中的组合结构。比如五重奏《阿哩哩》的形式，它以民

乐的吹、拉、弹三类主要乐器为基础再加入其他元素，这样的五重

奏就类似于西方弦乐四重奏但却有其自身特色的创新，它有创作各

种音乐内容的可能性，可塑性。

吴强的金岂组合在央视获奖，为有志于此类探索的民乐人提供

了巨大的学术动力，上海音乐学院在其后又涌现出很多组合，他们

已在全国的比赛中崭露头角，也在本系每年一度的展演中绽放了风

采，可以说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民族室内乐现已成为上海音

乐学院民乐系的品牌音乐形式，这种形式及其不同的组合，必然会

在当下民族室内乐发展的道路上得到无限的延续。为了室内乐学科

的建设，近年来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做了一系列有助于学科发

展的基础工作，尤其是有目的地组织了一系列创作、演奏比赛，以

积累教材和培养人才。创作比赛已经办了九届，且每一届都有不同

体裁形式之别和内容范围，如 2009 年规定编制的民族室内乐创作

比赛，2011 年古琴重奏比赛等。这些比赛对促进民族室内乐的发

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赛作品在得到社会关注之后又应用到

了教学之中，各种形式的探索在教学中得到了训练和应用。民族室

内乐的发展空间巨大，亟待大家群策群力地为之再深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