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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练的笔触　形象的音画
——刘锡津月琴协奏曲《北方民族生活素描》述评

樊祖荫

继 2012 年由文化部艺术司、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主办，新绎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协办的首届“华乐论坛”暨“新绎杯”经典民族

管弦乐作品评奖之后，最近上述主办、协办单位又组织了第二届“华

乐论坛”暨“新绎杯”经典民族管弦乐作品（协奏曲）的评奖工作。

评选结果，除了李焕之的筝协奏曲《汨罗江幻想曲》与刘文金的二

胡协奏曲《长城随想》荣获特别荣誉奖之外，还有十部不同类型的

作品荣获经典协奏曲奖，其中有刘锡津的月琴协奏曲《北方民族生

活素描》，我对锡津再一次获奖（第一届为民族管弦乐作品《靺鞨

组曲》），表示由衷的热烈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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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创作背景

这部作品是为参加 1980 年 8 月举行的沈阳音乐周而写的（那

时期，东北三省为繁荣音乐文化而轮流在其省府所在地举办一年一

届的音乐周）。其时，“十年动乱”结束不久，各行各业都在改革开

放精神的鼓舞下，为振兴和发展我国的经济与文化而奋发努力。作

者也刚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进修回来，学到的知识和本领正有用

武之地，为黑龙江省歌舞剧院参加音乐周准备曲目的需要，他如同

刚加上了油的汽车发动机一样，开足马力投入创作。从是年 5 月开

始，在短短的三个月中间，连续写作了三部民乐作品，即月琴协奏

曲《北方民族生活素描》、民乐小合奏《丝路驼铃》、笛子独奏曲《春

潮》与一首歌曲《铃兰》，且均具有很高的质量，在演出中博得了

观众热烈的掌声，反响强烈。《辽宁日报》、《沈阳日报》、《音乐生活》

杂志以及大会《会刊》等报刊杂志，则纷纷发表评论给予很高的评价。

其中，《丝路驼铃》与《北方民族生活素描》更成为日后国内外民

乐演奏团体的保留性上演曲目，并在 1984 年由文化部、广播电影

电视部与中国音协联合主办的全国第三届音乐作品评奖中，分别荣

获一等奖和三等奖。时隔三十年，月琴协奏曲《北方民族生活素描》

再获重奖，则进一步验证了它那持久的影响力。著名琵琶演奏家刘

德海曾在一次研讨会上说过：“所谓经典作品，就是要能百听不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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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话甚有道理。而要使作品百听不厌，则要由作曲家美好的主观设

想与受众的客观感受相统一才能达到。从创作的角度来说，则涉及

作品构成的方方面面，如作品的题材、体裁以及旋律等的创作技法

的应用等等。

二、关于题材①

正如《北方民族生活素描》的曲名所表明的那样，这部作品是

以反映北方少数民族生活为内容的。乐曲选取了蒙古族、鄂温克族、

赫哲族和鄂伦春族四个兄弟民族的生活与劳动中最具特色的场景，

构成了四个乐章的组曲。

1．《赛马》（蒙古族）

乐曲描绘善于骑射的蒙古人在“那达慕”大会上扣人心弦的赛

马场面。强烈的小军鼓引出月琴如同号角般的引子，接着，在双木

鱼如同骏马欢驰的节奏衬托下，月琴奏出了具有浓郁蒙古族风情的、

欢快的主题。随后，主题又以连续十六分音符加花变奏，形象地描

绘出紧张热烈的赛马场面。中段虽是歌唱性的抒情段落，然而木鱼

和乐队仍然保持着奔驰的节奏型，以使整个乐章的音乐意境更为统

一。第三部分是主题段落的变化再现，该乐章在月琴快速滑音模仿

出骏马长嘶的热烈气氛中结束。

　　① 各乐章内容的叙述，参照了作者提供的文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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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驯鹿》（鄂温克族）

描写我国东北边疆的鄂温克人驯鹿的情景。“鄂温克”意即“住

在大山林中的人们”，捕鹿驯鹿是鄂温克人最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

乐曲的引子以月琴几声泛音与笙呼应，模拟驯鹿的哨声。接着，在

乐队舞蹈般的节奏型上，月琴奏出极富民族特色、优美欢乐的主题，

巧妙地运用装饰音和推拉滑音，使旋律变得温柔可爱，表现了鄂温

克人驯鹿时的喜悦心情和鹿群的驯良、柔顺。主题反复时用月琴与

二胡及乐队形成对比，丰富了音乐的意趣和色彩。最后，月琴和乐

队奏出渐轻渐远的、似脚步声的音型，仿佛是人们赶着鹿群渐渐地

远去。

3.《渔歌》（赫哲族）

月琴以优美动听的旋律柔声歌唱，描绘了以捕鱼为生的赫哲人

在渔舟晚归时的欢乐情景。在微微起伏的乐队伴奏下，月琴的歌唱

十分舒展动人。结尾以富有色彩的和声及大提琴的低声吟唱，渲染

出晚霞锦绣、船歌悠扬的美丽意境。

4.《冬猎》（鄂伦春族）

这是具有戏剧性场面的乐章。生动描写了居住在大小兴安岭的

鄂伦春人冬天狩猎的激烈场面。简练的引子，渲染出原始森林的神

秘和狩猎前特有的紧张气氛 ：野兽低吼，骏马奔腾，栩栩如生的搏

斗场面扣人心弦。胜利之时，月琴与乐队奏出欢乐明朗的旋律，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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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猎人满载而归的喜悦心情。 

全曲以简练生动的笔触如同素描一般，勾勒出了四幅充满生活

气息而又形象各异的北方民族的风情画面。

从作者自编的《刘锡津音乐创作年鉴》中可以看出，他的音乐

作品，其题材多选自东北各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生活，这当然与他“生

于斯，长于斯”的东北人身份有关。作家胡小石曾在一篇文章中这

样写道 ：“差不多与新中国同龄的刘锡津，出生在塞北，是吮吸着

黑土地的乳汁成长起来的作曲家。他的根扎在塞北，他的爱也集中

在塞北，这也就注定了他追求‘美’的立足点也必然是塞北。从

十三岁戴着红领巾踏入黑龙江省歌舞剧院的大门，他就不断在发现、

感知乃至表现着这片神奇而又温馨的关东大地所独具的种种美，一

首首，一部部炽热的赞歌飞出他的笔端，从各个层面，各种角度，

表达着他的赤子之情。”①引起我注意的是，在引文中提及的“一首

首，一部部炽热的赞歌”中，包括了很多部反映少数民族历史与现

状的音乐作品。作为一个汉族作曲家，能以平等的身份，主动走进

兄弟民族的生活，了解他们的过去与现在，虚心学习他们的音乐与

艺术，表达他们的愿望和理想，而丝毫不存猎奇心理，这是十分难

能可贵的。也正因如此，才能创作出像《北方民族生活素描》、《满

族组曲》、《靺鞨组曲》、《鄂伦春印象》、《乌苏里吟》等等不同题材

　　① 胡小石：《捕捉音乐之魂——作曲家刘锡津和他的作品》，《人民音乐》2003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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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与体裁形式的、为各民族群众所认可和喜爱的音乐作品。

三、关于体裁

这次评奖，规定的体裁形式是民乐协奏曲。协奏曲由一件或数

件独奏乐器和乐队协同演奏组成，它既要充分发挥独奏乐器的演奏

技巧，又要与乐队之间形成相互交融与对比的关系，构成技巧性与

交响性的融合，因而不同于一般独奏曲的“独奏加伴奏”的乐曲构

成方式。我国的协奏曲创作起步于 20 世纪 50 年代，历史不长，民

乐协奏曲虽然出现稍晚，但发展迅捷，对推动我国民族器乐的发展

起到了极大作用，除了二胡、琵琶、笛子、古筝以及唢呐等常见独

奏乐器的协奏曲之外，也出现了原本只用于伴奏的一些乐器的协奏

曲，月琴协奏曲即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种。

月琴由阮演变而来，在北宋陈旸《乐书》中就有记载，具有悠

久的历史。过去主要用于戏曲、曲艺、民歌和歌舞的伴奏，由于乐

器构造等方面的原因，很少作为音乐会的独奏乐器。但锡津似对月琴

情有独钟，他在写作《北方民族生活素描》之前，就已创作了多部

月琴乐曲。如月琴独奏曲《迎红军》（1972）、月琴协奏曲《铁人之

歌》（1977）、月琴与交响乐队《世世代代銘记毛主席的恩情》（1977）

等。之后，又于 1981 年创作了月琴叙事曲《苏武》。之所以常写月

62-117.indd   67 2014-1-10   18:15:49



68

琴乐曲，与他当时所在的黑龙江省歌舞剧院有一位同事——著名的

月琴演奏家冯少先有着直接关系。冯早年在海伦县剧团从事京剧伴

奏工作，学会了京胡、月琴等传统京剧文武场的各种乐器，同时潜

心研究对月琴的改革，1957 年调入歌舞剧院后继续钻研，直至 1958

年获得成功。经他改革的月琴，品项大量增加，音域拓宽至四个八

度，并创造了多种新的演奏技巧，使月琴的音色富于变化，音乐表

现力得以大大提升。冯少先除了自己创作月琴曲之外，还和多位作

曲家合作，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月琴协奏曲和月琴独奏曲，让月琴作为

独奏乐器登上中国和海外许多音乐厅和大型音乐会的舞台。与他合作

的作曲家之中，锡津的作品数量多，演出效果好，且常有新的技法要

求供他练习和提高，因而成为最佳合作者。有了这样的条件和创作经

历，锡津在写作《北方民族生活素描》时，对月琴性能的掌握和发挥

已是游刃有余，下面仅举一例即可窥其一斑 ：

例 1. 第一乐章《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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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例从第 3 小节起，是该乐章主题呈示之后的过渡与主题的变

奏段落。所用的演奏技法主要是双弦的震音、滑指、长时间的连续

十六分音符的跳音，加上颇快的速度，以及由p到 f的各种力度变化，

这些都对演奏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实际的演出效果来看，作曲

家的要求得到了完美的体现，高难度技巧的运用既充分发挥了乐器

性能，又与音乐内容的表现相吻合，创作与演奏均获得了成功。可

以预期，由于刘锡津与冯少先长期联袂合作创作出了许多月琴名曲，

推动了月琴这一乐器及其音乐的发展，他们的名字将会载入中国乐

器发展史的史册。

锡津对民族管弦乐队的写作更为熟稔，光是协奏曲就创作过多

部，如唢呐协奏曲《红红火火二人转》、高胡协奏曲《鱼尾狮传奇》、

笛子与乐队《日出乌苏里》、二胡与琵琶双协奏曲《天缘》以及《牧

笛协奏曲》等，而对这部协奏曲的乐队处理则稍有不同，它的乐队

编制仅有十二个声部，除独奏乐器与五个弦乐声部之外，尚有管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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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笛与笙）、弹拨乐三个（中阮、扬琴与筝）及一组打击乐。

声部虽不多，但四个功能组齐全，不会影响整体音响的平衡，至于

乐队人数的多寡则可视不同的条件和需要而定。四个乐章的写法均

服从于协奏曲体裁的要求，既为独奏乐器的发挥留出了足够的空间，

又常常予之对比和竞奏，以多层次的织体形式和丰富的音色变化，

达到了音画式的描绘与交响性的展开相交替、相融合的艺术效果。

四、关于创作技法

上面已谈及了乐队的写法问题，下面主要从旋律写作与曲式结

构两方面予以讨论。

（一）特定风格的旋律写作

创作反映少数民族生活题材的音乐作品，在旋律的写作上常需

运用相关民族传统音乐的典型音调。在器乐创作中经常采用的方法

有两种：其一，运用相关民族的有代表性的现成曲调予以变化发展；

其二，根据作曲家对相关民族传统音乐的了解，按作品内容的需要，

创作具有该民族音乐风格的主题。二者的方法各有千秋，很难说孰

优孰劣。只要运用得当，符合作品内容的表现需要，成为乐曲有机

的构成部分就是好的。锡津在他的作品中两者都有应用，以后者居

多，《北方民族生活素描》中的所有音乐主题即是自己创作的。要

写好具有特定民族音乐风格的旋律，就要求作曲家真正了解和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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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民族的传统音乐，从丰富的民间音乐语汇中提炼出典型音调。获

得民族音调的途径很多，锡津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多次深入到各民

族中生活、考察，学习和采集民间音乐，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进行

提炼和创作。我认为此种方法在当下仍具有积极意义。

（二）组曲的结构

组曲，是将各自独立的不同乐曲组合在一起的一种套曲形式。

对比统一是其普遍遵循的结构原则。《北方民族生活素描》的四个

乐章，即是按这个原则进行构思和组合的，现将各乐章主要主题的

调性、速度和表情列表如下 ：①

 　　　　　　　Ⅰ　　　Ⅱ　　　　Ⅲ　　    　Ⅳ

主要调性 ：　　g 羽　　　  d 羽　　　G 宫　     　g 羽

速　　度 ：　　快速　　　中速 　  　 行板        　急板

表　　情 ：　热烈欢快　喜悦温顺　优美舒展　激烈紧张

从上表即可看出，各乐章之间贯穿了对比与再现统一的结构原

则。其中，第三乐章在再现部之前，还安排了由月琴独奏的、炫技

性的华彩乐段，这既是该乐章情感表达的需要，也是协奏曲体裁惯

用的结构组成部分。

　　① 第三乐章的主题，在总谱上所表记的速度原为“中板”，但括号内注明的拍速则

为 ，故而列表时改为“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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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所应用的创作技法，是在传统技法的基础上与相关的

民族音调相结合而构成的。不同技法的形成虽与不同的时代风格相

联系，但技法本身并无高低之分。技法的选择与应用，主要取决于

作品特定的题材、写作对象以及作曲家本身的喜好，上述特定的题

材与写作对象决定了这部作品选用传统技法。不同的技法领域均可

创作出完美的作品，月琴协奏曲《北方民族生活素描》的成功，再

次印证了这一道理。

综上所述，这部协奏曲性质的月琴组曲的写作，从内容到形式，

从旋律到多声，从独奏到合奏，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而收到了完美

的效果。正如作家胡小石十年前对这部作品所做出的评价 ：作曲家

在写作中“时刻关照我们民族的审美习惯，这样的民乐作品，不但

没有‘中国货洋包装’的弊病，反而使民族底蕴更加厚重，作品显

得新颖，丰满，具有旺盛的生命力”。① 

　　① 胡小石 ：《捕捉音乐之魂——作曲家刘锡津和他的作品》，《人民音乐》2003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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