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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锤炼出的杰出指挥家
—胡炳旭

鲁日融

翻开胡炳旭的艺术档案，知道他从 1955 年考入天津中央音乐

学院少年班，到本科毕业分配到中央乐团工作的前后十年里，都是

双簧管专业，先当学生，后担任交响乐团的演奏员。

从京剧“三部曲”步入指挥殿堂

1965 年，中央乐团的音乐家们为贯彻中央提出的“革命化、民

族化、群众化”文艺创作方针，以现代京剧《沙家浜》为范本创作

了一部交响音乐《沙家浜》。正当乐团投入排练之时，史无前例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一片“打到反动学术权威”的呼啸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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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团首席指挥李德伦被勒令靠边站……此时，进驻中央乐团的“军

代表”决定从乐团演奏员中推荐出包括胡炳旭在内的三位队员进行

考核，评选出一人上岗担任《沙家浜》的指挥。从未摸过指挥棒的

胡炳旭经过三天的准备，临危受命担任了由九十人的交响乐队、十

数位京剧文武场乐队以及八十人的合唱队组成的交响音乐《沙家浜》

的指挥重任。1966 年 6 月 28 日，胡炳旭放下双簧管，拿起指挥棒，

开启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指挥生涯。

为完成《沙家浜》的排练任务，他努力学习京剧音乐，熟悉文

场“三大件”包腔程序和武场“锣鼓经”板式结构，拜访京剧名师，

研究乐队总谱，每天工作达十六个小时以上。经过艰辛的排练磨合，

交响音乐《沙家浜》于 1966 年 7 月在京首演，引起了京城文化艺

术界的轰动，胡炳旭也因成功指挥交响音乐《沙家浜》而引起音乐

界、指挥界的广泛关注。

1968 年，上海京剧团创作排练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负责

该剧音乐创作的音乐家于会泳带领《智取威虎山》剧组的全体人员

晋京进行加工排练，这是自“四大徽班”进京二百年来，第一次在

京剧乐队加入了西洋乐器，成为中西混合乐队伴奏的第一部现代京

剧，也是中国戏曲历史上一次前无古人的创新和革命。当时，剧组

急需一位既熟悉京剧音乐，又能驾驭交响乐队的指挥。《智取威虎

山》的创编者们很自然地想到了胡炳旭，加上刚刚恢复指挥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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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伦先生的郑重推荐，胡炳旭被上海京剧团特邀为《智取威虎山》

的乐队指挥。同年，《智取威虎山》在京首演成功，并以第一部“革

命样板戏”的名义推向全国。正当“智”剧回上海巡演并完成电影

拍摄之际，胡炳旭被怀疑与正在北京“清查”的所谓“五一六反革

命集团”有关而被迫回京接受审查，并下放农村“五七干校”劳动

长达三年之久。十年“文革”当中，类似胡炳旭这样起起落落的遭

遇，举不胜举。1972 年，又一部现代京剧《杜鹃山》在北京京剧

院开始排练，该剧院的多位指挥虽然对京剧音乐比较熟悉，但缺乏

驾驭交响乐队的经验，由此影响了排练的进程。时任国务院文化部

部长的于会泳同时也是该剧音乐的主创者，再次想到了曾在《智取

威虎山》执棒的胡炳旭，经过有关部门调查，胡炳旭与所谓“五一六”

毫无牵连，故立即从农村调回北京京剧院担任《杜鹃山》乐队指挥，

并参与该剧的创排工作。1972 年，《杜鹃山》在京成功首演，被当

时音乐界、戏剧界公认为“从唱腔设计到音乐创作、表演程式均达

到现代京剧顶峰的一部新的革命样板戏”。

回顾胡炳旭从 1966 年担任交响音乐《沙家浜》的指挥，1968

年担任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乐队指挥，到 1972 年出任京剧

《杜鹃山》的指挥，六年间完成了指挥京剧“样板戏”的“三部曲”。

他是在特殊的历史年代和特殊的文化背景中意外地走上了指挥道路

的。由于他的聪慧和勤奋，对京剧音乐的韵腔和戏曲板式结构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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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习探究，以及在管弦乐队里积累的演奏经验，从而有效地将富

有交响性的西洋管弦乐队融入戏曲表演之中，突破了只用三大件包

腔的传统伴奏模式，使中国京剧艺术焕发出了新的时代风貌。这是

中国作曲家、戏曲音乐家、指挥家对京剧创新发展的重要贡献，而

胡炳旭也由此与京剧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三部曲”指挥历程，

赢得了音乐界、指挥界、戏曲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好评，并被界内

誉为“京剧指挥第一人”和“指挥界的快手、神手”。

多元艺术风格的跨界指挥神手

1976 年在完成《杜鹃山》的电影拍摄之后，胡炳旭因工作需要

先后被调到中央歌剧院、中央芭蕾舞团，连续指挥了歌剧《茶花女》

《第一百个新娘》《货郎与小姐》《彭德怀坐轿》；舞剧《天鹅湖》《吉

赛尔》《拾玉镯》等中外名著，此时的胡炳旭成了京城最繁忙的指

挥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他又应邀与不少著名导演和作曲家

合作，指挥了大量的影视音乐录制工程，诸如电影《开国大典》《霸

王别姬》《大红灯笼高高挂》《秦颂》；电视剧《西游记》《红楼梦》《三

国演义》等八十余部（集）影视作品。这期间他还应邀与荷兰飞利

浦唱片公司合作，在中国录制发行了《京胡协奏曲》《吕思清小提琴

协奏曲》专辑 ；与京剧、说唱名家梅葆玖、梅葆玥、骆玉笙等四十

位名家合作演出《南腔北调大汇唱》；与歌唱家合作《中国民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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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唱》《世界名曲大汇唱》的录制 ；又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演出多剧

种的《古今戏曲大汇唱》等。1990 年他担任第十一届北京亚运会闭

幕式《今夜星光灿烂》大型文艺晚会的指挥，获得了一致的赞扬。

胡炳旭先生在界内虽有很高的声望，但他从不以指挥大家自居，

与他合作的乐团、演奏员和作曲家都说他豪爽、谦和、平易近人。

著名作曲家赵季平这样评述他说 ：“胡炳旭先生是我的兄长，

也是我事业上的亲密合作者。记得三十年前我们第一次合作是 1986

年香港的一部电影《天菩萨》，他指挥中央乐团出色完成了电影的

录音，至此，我们一发不可收，先后合作了数十部（集）影视剧音

乐的录制。能为这些影片增光添彩，炳旭先生功不可没！2000年后，

他指挥了我许多的器乐作品音乐会，炳旭先生热情、严谨、准确又

极富音乐神韵的指挥技术，迅速调动乐队演奏员与合唱队，使音乐

变得多彩而充满生机！炳旭先生亲切，平易近人，当音乐响起时他

依然像年轻人一般朝气蓬勃、童心未泯！我爱你，炳旭兄！”

与民族管弦乐结缘的艺术成就

1993 年，应中央民族乐团的邀请，胡炳旭跨入民族管弦乐的

指挥领域，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他一连策划创排了三套不同风格作

品的专场音乐会，赴我国台湾省的台北、台中、台南巡演，一时轰

动全台湾地区，打开了海峡两岸国乐交流的新局面（此前多为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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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型演奏赴台交流）。同年，胡炳旭被正式调中央民族乐团任副

团长、首席指挥。期间，他打破乐团一成不变的规章制度，通过考

核竞争上岗，考核成绩和本人在乐队中的座次挂钩，对号入座。提

拔年轻人竞争上岗，推出多位新人担任独奏，极大地推动了乐团演

奏员的进取心，树立了良好的学风团风。1995 年他率团赴香港演

出而轰动全港，掀起了全港学习中乐的热潮。特别是 1996 年他率

团赴美国十八个城市巡演期间，在卡内基音乐厅与世界级大提琴演

奏家马友友合作，首演旅美作曲家盛宗亮专门创作的具有中国京剧

元素的大提琴与民族乐队的协奏曲《春梦》。当时，一位资深的乐

评人称“胡炳旭凭借他对戏曲的深入了解，指挥京剧交响乐的功底，

用他充满激情和富有戏剧性的双手，让每个队员忘我冲向艺术的最

高境界，在舞台上与马友友相得益彰的默契合作，征服了美国观众”。

音乐会后，剧院经理说 ：“卡内基建造百余年来，这是第一个进入

音乐厅的中国民族乐团和第一位民乐指挥家，也是第一个加演四首

乐曲的乐团。”音乐会中将具有厚重中国传统的乐曲《春江花月夜》

《将军令》和富有民族性、交响性的交响诗《嘎达梅林》融入整场

音乐会中，极大地展示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艺术魅力。《嘎达梅林》

的作者、蒙古族作曲家辛沪光现场欣赏后，激动地拉着胡炳旭的手

说 ：“没想到用民族乐队演奏的《嘎达梅林》比管弦乐队的还要感

动我……”这是中国民族音乐第一次走进美国主流社会，走进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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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殿堂卡内基音乐厅的历史纪实。

1997 年，胡炳旭应新加坡政府聘请任新加坡华乐团总监和首

席指挥，他回忆说 ：“我接手的是一支原为人民协会华乐团改组的

新加坡华乐团，在我上任时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全团仅有十余位乐

手，每年只有一场演出。为重新组建华乐团，我从北京、上海、西

安等地邀请李宝顺、朱霖、黄桂芳、赵建华、张彬、尹志扬、翟建

青等高手加盟，按职业化乐团严格管理训练。”创团一年半，乐团

的水平迅速提升，并先后赴北京、上海、台湾等地区演出，获得极

大成功。在北京艺术界的座谈会上，时任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

朴东生先生说 ：“过去，民乐是海峡两岸暨香港三足鼎立，现在是

海峡两岸暨香港以及新加坡四分天下。”从此，新加坡华乐团被誉

为亚洲兴起的一流华乐团，这一荣誉无疑与首任总监胡炳旭的辛劳

分不开。2000 年，他发起举行新加坡“华乐之春”，由 1400 人组

成的千人大乐演奏盛况，给新加坡政府和华乐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为推动该国华乐的普及提高、为中新友谊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

贡献。

胡炳旭先生在新加坡华乐团任职期间，还有一段使交响诗《穆

桂英挂帅》“复活”的故事。1960 年春，在时任中央乐团团长李凌

同志的支持下，由乐团的杨牧云、邓宗安、张孔凡、刘玉宝四位演

奏员集体创作了以京剧元素为主题的交响诗《穆桂英挂帅》，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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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 5 月在北京首演，全曲以浓郁的民族风格和亲切的音乐语汇引

起首都音乐界的强烈反响。时隔三十年后，1992 年香港雨果唱片

公司希望把它录制唱片保存下来。在胡炳旭先生的努力下，找到其

中一位作曲者邓宗安把总谱重新整理出来，由胡炳旭指挥中央乐

团演奏录制唱片，至此，使得《穆桂英挂帅》重见天日。1997 年，

胡炳旭十分怀念相继过世的四位作曲家，特约请新加坡作曲家杨培

贤先生把《穆桂英挂帅》移植成“华乐版”，此版本一出来就很受

欢迎，胡炳旭曾指挥新加坡华乐团以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

的民乐团先后上演，获得强烈的反响。这部富有戏曲元素、传统风格、

现代音响的民族管弦乐《穆桂英挂帅》的重生，胡炳旭先生功不可没。

新世纪以来的 2001 年开始，他应聘担任广州民族乐团音乐总

监、首席指挥，将一支以歌舞伴奏为主的民乐队，整治升格为一个

六十余人编制齐全的现代民族管弦乐团。2008 年，他率该团赴奥

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以及德国、瑞士、比利时、捷克等国巡演，获

得巨大成功，该团由此步入全国一级职业民族乐团的行列。

2004 年，胡炳旭应邀指挥北京京剧院大型京剧表演剧诗《梅

兰芳》，轰动京城。2006 年他再次指挥北京京剧院与德国交响乐团、

合唱团合作，在柏林大剧院成功上演大型京剧表演剧诗《梅兰芳》，

使京剧真正走向世界。后来，他还指挥了北京京剧院的传统戏《西

施》，山西京剧院的《走西口》《知音》《紫袍记》，国家京剧院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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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交响京剧《西安事变》，陕西歌舞剧院歌剧《张骞》，另外还指挥

了西安音乐学院交响乐团连续四年的新年音乐会和陕西广播电视民

族乐团连续两年的“华夏同根”清明祭祖专场音乐会等。他这些频

繁的艺术活动，如永不停息的电波，向世界传播着艳丽芬芳的华夏

神韵。

胡炳旭的指挥风格是稳、准、快、神，品位是典雅质朴，对不

同乐种、不同编制规格乐队的整合，对不同风格作品的处理和诠释，

总能透彻地表达出他的音乐理解，带给观众听觉、视觉美的感悟和

震撼。他高超的指挥技艺充满激情，并将激情融入理智和美学的理

念，令人回味陶醉。

现任西安音乐学院西北民族音乐研究中心特聘教授的著名民族

音乐学家乔建中在观赏了胡炳旭指挥的音乐会以后，感慨地说：“我

近几年多次听赏过炳旭先生指挥的专场民族管弦乐音乐会，每次听

完都有新的感受，并情不自禁地激起我在现场发出一次又一次的赞

叹。这样的艺术感染力来自哪里？我以为，一方面得益于炳旭先生

五十年间在指挥各种类型、各种规模乐队的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极

为丰富的实践经验，更得益于他高超的指挥才艺和乐队感。这种才

艺和‘乐队感’属于他特有的天资，这样的天资首先赋予他独特的

对特定乐队整体的控制能力，使乐队从头至尾都与他保持高度的默

契和互动，让每一首音乐作品都演奏得完美、精彩而富有激情。他



50

对作品的每一细节都绝不轻易地一带而过，而要求自己做到收放有

致，对比适度，在尊重乐曲原有结构逻辑的前提下进行二度创作，

使乐队获得最大的表现力。胡炳旭先生常常在有限的排练时间内，

很快地让乐队发生‘质’的改变，给人以‘焕然一新’之感，这就

是他‘快手’‘神手’的功夫，这种能力更是来自他数十年对指挥

艺术始终如一的敬业、勤勉和执著精神！令人敬佩！”

结　语

综观胡炳旭的指挥生涯，回顾 1966 年 6 月 28 日受命担任交响

音乐《沙家浜》的指挥，至今已经走过了整整五十个春秋，回首半

个世纪以来，他转战中国东西南北中，欧美亚非世界四大洲，为传

播华夏音乐文化做出的非凡业绩、卓越成就，令人感佩 , 令人敬仰，

他是中国指挥界受聘地域最广、跨界指挥最多、最具人气、最受欢

迎的指挥大师，是青年指挥家们和后学者的学习楷模。

可贵的是古稀之年的他仍孜孜不倦地活跃在音乐舞台上，为中

国民族管弦乐艺术的繁荣挥洒着灿烂的霞光。

在此，诚挚地祝愿胡炳旭先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永葆青春，

再创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