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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婉入心　气势如虹
——由《弦上秧歌》的创作引起的思考

刘　沙

作为在民族乐队工作的音乐工作者，优秀的作曲家像“神明”

一样，而优秀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如同我们的“福音”。当今这个时代，

虽然众多作曲家对民族管弦乐团的认同感和认知未能赶超当今民族

音乐自身演奏方面的发展，但不乏一批批青年作曲家怀着巨大的热

情和探索精神为中国的民族管弦乐队写出了很多优秀的篇章。

中央民族乐团驻团作曲家王丹红就是其中一位，她用自身的才

华、成熟的创作手法、严谨的音响和结构布局、丰富的内心情感、

五彩斑斓且新颖的音色为中国的民族管弦乐队创作带来了新的尝

试、探索，为我们的民族乐队开创了更加多姿多彩的可能性和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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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生时代创作的民族管弦乐《齐天乐》始，从作品架构和织

体布局上以及对整体创作的控制中，已经看出她的音乐功底之深厚。

而毕业后受广东民族乐团委约创作的《云山雁邈》 ，更能够看出一

位青年作曲家对民族音乐的深入研究和对民族管弦乐队新音响的不

断探索。前些年创作的民族管弦乐《弦上秧歌》 ，则完全体现出了

一位对民族乐队音响的把握具有相当经验、创作思路成熟的优秀作

曲家风范。

作为指挥过她作品最多场次的指挥之一，同时也是同事，笔者

试图通过对此作品的浅显认识，从指挥对作品处理的角度，来解读

作曲家王丹红的创作给我们带来的思考

一、对中国民族音乐语言的运用和表现

很多中国作曲家在写民族管弦乐队作品时，比较常用的手法是

借用民间音乐、戏曲或是民歌主题为素材来发展自己的音乐构想。

王丹红在她的很多作品里几乎很少借用已知的主题，她在写作时只

是借用地方风格，而主题是深入研究之后经过自己的提炼，结合着

自己的情感和创作特点谱写的新主题，而她很多作品的主题总是会

令人难忘。在《弦上秧歌》中，大家熟知的秧歌主题只是作为了简

短的动机“暗藏”在整部作品里若隐若现，而与之相对的一个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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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郁陕北风格的抒情主题，经过一系列的手法发展，巧妙地用独奏

唢呐这件极富陕北特色的吹管乐器第一次呈现给观众，加之弦乐柔

和的和声和键盘打击乐富有色彩的点线结合，衬托出温婉入心的意

境。同样，在稍后的主题重复中，作曲家巧妙地运用了笛子和弦乐这

两个最富歌唱的声部来表现，而笙和弹拨乐声部这些相对固定音高

的声部在支声声部中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和补充作用，使人感到民

族音乐的语言或是某个主题在乐器表现中确实存在其固定表现手法。

当然，很多优秀的当代作曲家也为很多乐器写出了优秀的篇章，

并为该乐器开创了新的演奏技法和表现语言。但这也让我们想到了

一些作曲家在对乐器最优异的性能还未了解，或是不通晓演奏者最

习惯的演奏方式时，强加给某个声部一个完全不能充分表现的主题。

说明了在当今民族乐队创作中，真正以乐器本身所富有的传统表现

形式为考量的乐队作品还是甚少，所以音乐语言的表现和乐器的贴

切使用，同样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二、对中国民族管弦乐队音响的不断探索

对于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很多青年作曲家特别喜欢用交响乐队

中没有的，而在民族乐队中有特别表现方式的音响和技法来“尝试”

自己的创新与实验。虽然很多实验是极其失败的，但我们身为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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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工作者应当鼓励他们去大胆实践和创新。在《弦上秧歌》中，

作曲家在开始时运用了所有中国弦乐声部齐奏的滑音和装饰音来表

现的主题，以及后面第 124～140 小节各声部的对位，极具诙谐感

和表现力。在整部作品中我们很难听到民族管弦乐队的弱项——和

声织体的写法，取而代之的是利用不同的声部组合和特色乐器的音

色运用自由的复调手法来发展作品。这样，一方面充分调动了民族

管弦乐队的无限色彩，有机地结合了最富表现力的乐队音色，另一

方面此写作技法成为了作品展开的强大推动力。第 67 小节当乐队第

一次全奏秧歌主题时，虽然在总谱中只有简单的三个大声部并行（即

管乐、弹拨乐和打击乐、低音声部），但音响宏大而丰满，气势如虹。

作曲家充分利用了民族管乐在四度、五度并行演奏时声音最光彩的

特点，随之弹拨乐的齐奏和打击乐相同节奏的叠置下，为我们又一

次展现了点与线在一起交织的美。这种看似最简单的、最基础的也

是最有效的配器方式，恰恰在当代很多青年作曲家的创作中还未被

发现，甚至是弃用。之所以在整篇作品中我们能够听到清晰的音响

和干净的配器，这也是作曲家多年在创作中不断探索出的经验 ：对

于混合音色的使用，作曲家会运用得非常谨慎，这也是《弦上秧歌》

在专业听众中被普遍认为音色纯净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此我们能看

出写作织体与民族乐队四大声部的布局，在配器的方式中起到了很

重要的作用。 在第 197 小节，笛子、扬琴、琵琶声部以及整体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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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高音区四度演奏加之三角铁的巧妙运用，使此段落的新颖音响在

音乐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也是混合音色巧妙使用的

范本之一。我们的作曲家，特别是青年作曲学生能否在为民族乐队

写作品时，首先掌握每件乐器最富表现力的音区和演奏技法，然后

再逐步去探索新音响呢？这是一个很实在、很重要的问题。

三、中国人的情感和思维与作品结构的结合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意向性，

强调的是情感因素的参与和影响。这也就造就了我们普遍的思维模

式是以直觉、体验、类比、象征取代了理性与逻辑。而在西方艺术

经历的几百年中，让我们感受到的是表象的形式和结构大于一切，

特别是古典音乐历经沧桑巨变，终于在 20 世纪初，才打破了一种

固有的、所谓传统的表达方式。同样，作品的结构使很多青年作曲

家在创作中陷入其中无法自拔，甚至是或多或少忽略了中国人的线

性思维和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作曲家王丹红的多数作品中，您无

法像西方的古典交响乐一样找到单一的、呆板的、固定套用的曲式

结构，而她的写作恰恰是基于把情感放在了首位，同时她的音乐发

展也是情感和智慧高度结合的产物。在《弦上秧歌》中，作曲家没

有简单套用西方传统的曲式结构来写，恰恰运用了一种独特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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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表达”方式来“叙述”整部作品。

整部作品可以分为六段 ：

A. 引子部分（第 1～31 小节），诙谐的情绪制造出神秘的气氛，

引人入胜。

 B.（第 32～88 小节），通过 A 段的动机引入后，出现欢腾的

秧歌气氛，令听众精神一振。

 C.（第 89～121 小节），整部作品的中心主题，温婉入心的主

题腔调与前面的段落形成音响反差，使听众的情感和心里空间产生

强烈的反差。

 D.（第 122～313 小节）， 通过直接插入的方式，以及六个阶段

的展开直至高潮。其中六个阶段的叙述和转换同样基于情感的不断

升级，这也是通过高超的写作技法得以实现。使听众强烈地感受到

其张力、气氛越来越紧张。

 E.（第 314～330 小节），再现中心主题（高潮段落），经过 D

段六个阶段不停转换的酝酿，使听众的情绪和心理期待直到 E 段中

得到强有力的满足，音响气势如虹。

 F.（第 332～347 小节），尾声，唢呐简单的主题回顾和依稀渐

远的秧歌节奏，使听众的情绪慢慢沉下，并带有无穷的回味和遐想。

特别之处在于 E 段与 F 段的突然转换中，持续的低音（降 B）

使段落的中转得到完美的过渡，然后再下行小二度到达 A，这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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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的终止和弦的低音上，非常自然。这也是作曲家王丹红重要的创

作特点之一。

笔者与作曲家在这部作品多次排练、演出间隙的对话中，更能

感受到作曲家对《弦上秧歌》的演绎在情感上的要求。我们的青年

作曲家是否考虑过，情感也是作品最重要的创作和发展线索之一呢？

四、对中国当代民族音乐受众群体的考量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曾经历了一场关于要不要现代音乐的

重大讨论，时至今日还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同样在 21 世纪，在

当今高速发展的中国，在有更多、更便捷、更加高科技媒体介入的

今天，我们的民族音乐如何继承、发展，让更多的大众接受并喜爱，

甚至是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是我们民族音乐工作者不得不面对的实

际问题。当然，在今天还有众多非议民族管弦乐队这种艺术形式的

言词与观点，但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其受众群体和接受能力。

以王丹红为代表的青年一代作曲家们自小接受了良好、健全的

音乐基础教育，利用了现今琳琅满目的 CD、DVD 和当代便利的互

联网，快捷地了解了当今世界的音乐生活，拉近了与世界联系的距

离。同样，他们中不少作曲家也发现了民族管弦乐队的魅力，以及

自身发展、创作滞后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他们在创作之初，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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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突破了以往一些只为自己主观愿望为写作基础的创作理念，摒弃

了生涩的语言和光怪陆离的音响，开始把受众群体考虑其中。《弦

上秧歌》便是一部很好的实例，无论在作品的趣味上，格调上，以

及渗透在专业创作领域里的创作手段、音响组合、作品基调和情绪

的把握上，都考虑到了普通大众的接受能力。特别是在音乐语汇中

并没有简单落入俗套，或是运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相对传统

的表达方式，而是吸收更多旁类艺术中的表现手法，加之自己的出

色才华创作出了具有时代感且雅俗共赏的作品。当然，我们同样欢

迎极具专业创作手法和具有学术价值的作品，但为了我们整个事业

的普及、发展和今后真正的繁荣，我们呼吁，当今更需要有相当的

受众面，且极具专业的原创作品来丰富我们的事业。

五、中国民族音乐的认同感和自信心

通过《弦上秧歌》的演绎和聆听使笔者强烈地感受到 ：中国的

作曲家应当基于对自己民族音乐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才能写出自

己的“心声”。

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当代很多专业音乐界的朋友，在各种场合

不加修饰地表现出了对西洋古典音乐的酷爱，对中国民族音乐的不

屑一顾。有一些西乐指挥在排练场上，为了指责乐手演奏得难听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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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把它形容为民乐器。还有专业音乐学院作曲系的配器老师对中

国民族乐器一窍不通的。更有从事民族音乐很多年的音乐家，只因

听过一两场世界二流乐团的音乐会而大为感叹 ：交响乐还是比民乐

好听。

这些现象充分说明了我们的音乐家在一味地追求、学习西方几

百年前的古典音乐技法时，忽略了且没有建立他们自身对自己民族

文化的自信心，忘却了或是丢失了自己作为专业音乐家对本国、本

民族音乐的认同感。在我们多年的工作中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一

位精通西洋交响乐写作而完全不通晓中国乐器的中国作曲家，他的

作品在全体乐队乐师使出浑身解数排练后，大家异口同声说这不是

为民族乐队写的作品，拿到交响乐队上一定很好听，此人一定不懂

民乐。这能说我们民族乐队的表现力就真的那么差吗？而作为中国

的作曲家，如果对自己民族音乐有真正的认同感，就会自己去深入

研究民族音乐，深入研究民族乐器，深入研究民族乐队，真正写出

为中国民族乐队演奏的作品。

最后，笔者相信有越来越多的作曲家会加入到我们的事业中，

我们民族音乐工作者会用最热情的双手和心来迎接、拥抱各位有志

之士，我们也需要诸位作曲家从以往到当今再到将来，对我们民族

音乐事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由于本人文学水平有限，在文章中有

不妥之处，请各位专家、学者、音乐家提出宝贵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