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曲：陈思昂

演奏：中国广播民族乐团

指挥：彭家鹏

坐看云起
琵琶协奏曲



《坐看云起》

作品简介



作品创作的灵感来自唐代诗人王维的五

言律诗《终南别业》，其中“行到水穷处，坐

看云起时”所富有的禅机妙义，使作者在生活

和创作中受到了极大的启发。

作品是以江南民间小调《无锡景》曲调为

素材写成的一首单乐章标题协奏曲。

作者用来自勉并献给身于迷惘困惑与逆境

中的朋友，请相信山穷水复之时，必有柳暗花

明之日，身处绝境时不要失望，因为那正是希

望的开始。

作品简介



陈思昂

星海音乐学院作曲教师。2004

年以专业优秀奖学金考入中央音

乐学院作曲系本科，2009 年又以

优异成绩保送作曲硕士研究生，师

从唐建平教授，并受到包括拉赫

曼、林德伯格等大师的指导与垂

青。2012 年 7 月毕业于中央音乐

学院。其作品被中国国家交响乐

团、中国爱乐乐团、中国电影乐团、

中央民族乐团、上海交响乐团、上

海民族乐团等多家乐团上演，并成

为乐团保留演出曲目。曾受北京现

代音乐节及中央音乐学院“211 精

品室内乐工程”委约创作作品，并

受组委会邀请参加了 2009 年德国

多瑙艾辛根现代音乐节。

作曲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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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民间小调融于当代创作
思维与技术的初步尝试

——《坐看云起》创作笔记

陈思昂

《坐看云起》这部作品是我于 2013 年底创作的一部单乐章的琵

琶协奏曲。

作品的主题素材来源于江南民间小调《无锡景》的基本曲调。

2013 年 6 月，我曾经为无锡市演艺集团创作了大型民族舞剧《金陵

十三钗》，《无锡景》的素材作为女主角玉墨的形象主题贯穿全剧。这

个主题在当地是非常接地气的，颇受百姓喜爱，旋律动人，富有情

感。完成了这部舞剧后，《无锡景》仍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希

望能用当代的创作思维与技术，把这个民众喜闻乐见的主题融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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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音乐创作中，我准备创作一部将民间小调移入西方管弦乐的作品。

有了创作的想法后，我需要为作品找到一个合适的灵感切入点。

此时的我刚刚毕业，对于生存、工作、创作、未来都很茫然。

我有必要创作一部既能激励自己，又能对身于迷惘困惑与逆境中的

朋友们有所启发的作品。这部作品中带来的信念就是永远不要绝望，

请相信山穷水复之时，必有柳暗花明之日，身处绝境时不要失望，

因为那正是希望的开始。

 唐代诗人王维的五言律诗《终南别业》，为我带来了一个非常

好的灵感题材，其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所富有的禅机妙

义，恰恰可以释解我以及我周围的朋友们毕业之际所面临的心理危

机。为此，我把下面这段话作为作品的主题思想、发展脉络 ：

一路走来，竟看到流水的尽头，无路可走便索性坐了下来，看

见千变万化的云雾缓缓涌起，山里的水是因雨而有，云又可变成雨，

到时山涧又会有水了，何必绝望？在生命过程中的每个阶段都可能

发生各种状况，不论在家庭、事业、爱情、学问等各方面，我们披

星戴月勇往直前，后来竟发现是一条没法走的绝路，山穷水尽失落

沉沦难免出现。此时不妨换一个角度和心态，否极泰来，困境之中

处处有转机，水穷到云起的过程正如一个人修行的过程，得之不喜、

失之不忧、宠辱不惊、心态豁达，方能笑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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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看云起》的实际创作过程周期很短，但是完成周期却又很长。

前面说过，作品创作将从中西合璧入手，初期是以西方管弦乐队为

载体的。当作品第一部分刚刚写完的时候，恰巧学校组织去海南体

验、采集当地民间音乐。对于一个长期居住在城市的人来说，民间

音乐的体验少之又少，我不能错过这样难得的机会，而正是这次采

风让《坐看云起》的创作产生了质的变化。

在海南采风的时候，当地群众与音乐工作者对于民间音乐的保

护及传承的热诚深深地感动了我，他们对民间音乐的执著和热情让

我感到惭愧。作为新一代的专业作曲人员，我有责任帮助他们传

承，帮助他们让更多的人接触到这些民间音乐。十多天里的采风见

闻，让我重新审视了我的创作，一股保护民乐、发扬民乐的情绪在

心中涌起，愈见强烈。采风结束后回到学校，我推翻了《 坐看云起》

之前已写好的部分，毅然决定采用民族管弦乐为载体，把这部作品

变为了琵琶协奏曲。

以上就是《坐看云起》这部作品在主题、寓意以及创作目的上

的说明。

一、作品创作所遇到的困难与突破

如何把传统经典民间音乐转化为符合时代文化气息的作品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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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所面临的最大课题。

这部作品是我第一部民族管弦乐队作品。在之前读书的几年里，

我从未进行过民乐队作品创作，认为民乐不好写，无从下手。学校

也没有针对民乐写作的相关课程，民乐队的直观印象更多来自于老

一辈的作曲家、师长们创作的作品，对于民乐的语汇，表达方式没

有方向，所以民乐写作一直是我写作领域的空白，不敢涉及。不过

在我创作的一些西方乐器编制题材的室内乐作品，曾经使用过民间

音乐素材，结合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正是这些

素材，使我的作品增色不少，外国的专家、教授对此很感兴趣，他

们强调这种才是他们所没有的，应该牢牢抓住。最近几年我尝试接

触民乐队写作，为一些经典歌曲配器，逐渐的对民乐产生了兴趣，

并开始编配民乐队作品。正是通过这些实践，使我积累了一些民乐

队的写作手法，也认识了一些民乐演奏家，通过和演奏家不断的沟

通，尝试去了解这些乐器。这些经验是学校无法讲授的，非常难得

并且及其重要。《坐看云起》在创作时，我找到了相熟的琵琶演奏家，

她亲自为我讲解了一些实用有效果的弹奏技术，给予我极大的支持。

当作品完成后，又经过长时间的练习演奏，帮我修改了不理想、不

合理的地方。在这部作品中的琵琶独奏声部中，有部分段落的写法

并不琵琶化，和常见的琵琶语言不太一样，对此，演奏家与我交流，

告诉我通常琵琶会是如何进入，使用怎样的演奏法。最后经过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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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按照我的写法保留下来，虽然这些琵琶语言不太常见，但由于

我对于琵琶声部与乐队声部的这种写法，使作品并不属于传统的协

奏曲性质，协奏性并不强，更多的是强调两者间相互作用的完整关

系，强化了乐队的功能性，有的片段甚至感受到琵琶在给乐队伴奏。

对于演奏家来说，这是一种新的尝试，亦是逆向思维在演奏上的一

种突破。对于我来说，通过陌生领域的创作实践与不断学习，不熟

悉的东西逐渐熟悉，亦是观念上的一种突破。

二、民乐创作的环境与作品的方向选择

目前的民乐创作环境，对于作曲者来说真的是非常好。民乐作

品的稀缺让大量新作品获得了演出机会，演出机率很高。乐团的需

求，演奏家的需求，大大刺激了作曲家创作民乐的动力。

在学校读书期间，作曲教学主要以西方音乐体系为主，近些年

西方现代作曲技术的流行，使作曲家本身也产生了民乐创作究竟以

哪种体系为创作核心的困扰，究竟是写实验派、学院派的风格，还

是写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民乐究竟怎样写？这个问题因人而异，

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理应尊重各种发展形态。每个作曲家都

有自己的审美特点，创作的作品必然各不相同。没有哪一种写法是

最好的，最正确的，权威的。如果大家都统一模式来创作，那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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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性就无从体现。优秀艺术作品的产生就是在各种不同的风格、

流派、技法中慢慢筛选出来的。

民乐作品的独特性就是音乐语言，这些语言是西方音乐没有的。

民族乐器非常适合演奏动人的旋律，尤其适合演奏中国民间的曲调，

味道十足，打动人心。现在的西方音乐大师在作品中但凡涉及到东

方元素、中国元素时，基本都会直接使用中国民族乐器来表现，从

听觉角度更加直观、鲜明、富有个性。

《坐看云起》在写作开始就明确了写作方向——感人、好听。

我试图突出旋律上民族特色的重要性，充分重视旋律在音乐表现

中的意义，尤其是独具个性的民族音乐语言。同时在作品的技术

上体现新意，要想办法融入个人特点。希望作品在面对学院专家

时，能展现出专业的技术和理念 ；面向社会时，又要在不失专业

性的基础上找到一个能和老百姓接触上的触点。把专业性和可听

性结合到一起，以适应大众的审美需要，虽然听众感受到的是更

多的创作成分，但仍然能从中体会到耳熟能详的民间特色。民间

曲调经过加工后重新获得了新生，拉近了新音乐与听众之间的距

离，同时也加强了新音乐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另外，作为新生代

的音乐创作者，体现时代精神，符合时代文化气息，也是不可回

避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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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品结构布局

作品的开头，我选择了让琵琶静静地独奏，充分展现了乐器的

个性以及琵琶为《无锡景》旋律所带了的韵味。主题原型的呈示，

从音乐印象来说，一是唤起回忆，引起共鸣，加深巩固 ；二是追求

风格的完整，明确中国传统风格的审美取向 ；三是为主题的下一步

展开奠定基础。

音区选择了更为深沉的区域，把原本明快的《无锡景》主题

变为了深沉、感人的情绪。作品就是在这样一个情绪基调下展

开的。

作品以情绪划分段落的话，可以分为九个段落，分别为 ：1. 深

沉（引子），2. 伤感（《无锡景》发展的新主题），3. 抒情（发展段落），

4. 迷茫（第一段独奏），5. 展开（主题发展的新材料 II），6. 振奋（强

有力地节奏），7. 希望（大线条的旋律），8. 尽情展示（华彩），9. 充

满希望的修行（三分钟的无穷动快板）。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所富有的禅机妙义转化为上面的

九种情绪，而这几种情绪的布局及连接也非常符合音乐的审美听觉，

符合听众的听觉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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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收获与不足

作为一名在民乐创作方面的初学者，第一部作品就获得了专家

前辈们的肯定，对我而言是极大的鼓励，也使我更有决心在民乐创

作的道路上走下去。我会不断坚持创作民乐作品，发扬民族文化精

神，争取收获更好的作品。在这个作品中，我尝试性地融入了一些

比较西化的写作手法，比如强化了和声概念，细化了配器织体，打

击乐中西结合。获得的惊喜是感受到了民乐队声音上独特的色彩斑

斓的美感，同时也发现了很多不足与问题。过度细化密集的配器导

致声部不平衡，音响过重，层次不鲜明，弹性显得笨拙。不过正是

通过这些尝试，让我更有经验，更有自信。相信通过一步一步的积

累，我会做得更出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