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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 之 瑰

宝》带 给 民 乐

界 三 个 启 示 。

珍 视 历 史 、珍

重 自 身 ，这 是

音乐会带来的

一 个 强 烈 感

觉。从音乐会

的命名即可感

受到那份对民

族 、对 音 乐 的

珍爱。在内容

的 设 计 上 ，音

乐会选取了多民族、多地域的音乐元素，

其代表性的音乐曲风和民族乐器一一呈

现，来自吉林、新疆、内蒙古当地的演奏

家炉火纯青的表演，可谓惊艳四座，现场

气氛热烈，引起观众极大共鸣。随着音

乐会的进行，观众仿佛进行了一场音乐

中国之旅，所见所闻中，山川风情、民风

民愿一一呈现。

对音乐文化的当代呈现是音乐会的

另一成功之举。音乐会选取了当代乐坛

有代表性的作曲家的作品，他们的作品

既根植传统又充满新意。在他们的作品

中，古老的民族音乐元素被很好地引用、

扩展和变奏，并运用极佳的乐队组合形

式来呈现。这些作曲家是老中青三代的

集结，从作品中能听得出每一代作曲家

的思考和时代烙印，令人感受到中国民

乐薪火传承的脉动。在音乐界，最近的

共识是：与交响乐团不断演绎西方经典

作品相比，中国的民族音乐拥有大量的

原创作品，忠实地表达着当代国人的心

态。我从《国之瑰宝》中再次感受到中国

音乐的勃勃生机，新的时代必须有新的

经典，《国之瑰宝》立意在此。

立足乐团、谋求发展是《国之瑰宝》

给人的另一个启示。因为中国幅员辽

阔，各地的民族乐团发展程度和资源特

色不一。多年的耕耘中，各地民族乐团

在 寻 找 、摸 索 更 加 适 合 自 身 的 发 展 之

路。《国之瑰宝》从灯光、调度、服装、演奏

上都能看到其背后依托的中国歌剧舞剧

院的综合实力，呈现出一种较为丰满和恰

到好处的音乐会气场，整台音乐会始终是

高雅、自然、清新的，大气内敛而又不失周

到热情。可见，主办方在创排之初即对手

中的资源做了很好的思考设计，并最终由

乐队完美呈现。另外，作为国家级院团，

他们放之全国的眼光和对多民族音乐文

化的挖掘，显然也符合业界和观众的期

待。可以预言，随着《国之瑰宝》在国内外

的不断上演，其对其他民族乐团的启发和

示范效应也将逐步扩大。对于整个业界

的良性发展，这无疑是一个福音。

国之瑰宝 绽放异彩
——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国之瑰宝》研讨会专家点评集萃（上篇）

9月 9日，由中国歌剧舞剧院精心打造的

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国之瑰宝》在北京国家

大剧院首演。《国之瑰宝》是中国歌剧舞剧院

院长陶诚根据剧院民族乐团的发展定位，结

合当今民族音乐发展趋势，从观众需求和文

化传承角度，凝聚院内外创作力量，举全院

之力精心打造的音乐会。

音乐会分为花之芳、和之美、风之韵、山

之魂四大板块，以多种组合形式呈现，引领

观众层层递进。音乐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将

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音乐汇聚呈现，相映

成趣。新疆维吾尔族乐器萨塔尔演奏的《雪

映花红》，蒙古族马头琴、口弦呈现的《源》，

朝鲜族长鼓、筚篥、古筝串联一体的民谣《打

令调》，云南民歌《猜调》改编的《猜嬉》，湖南

花鼓戏音调创编的《沅芷湘兰》，福建南音洞

箫主奏的《望明月》，以京剧打击乐组合塑造

人物的《长坂坡》，根据广西民间音乐创作的

《壮族诗情》第四乐章《山雄》等集中展现了

多元文化景深中辽阔的音乐版图，并特邀刘

锡津、赵季平、唐建平、吴华、赵东升等作曲

家参与创作与编配。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艺术家的基本定

位。音乐会创排期间，演奏家分赴吉林、福

建 、云 南 等 地 采 风 ，虚 心 向 非 遗 传 承 人 学

习。如赴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采风的音

乐家，虚心学习伽倻琴、筚篥、奚琴、长鼓，福

建泉州南音乐团的团员则对剧院的演奏家

给予一对一培训。演奏家既学习演奏方法，

也模拟传统味道，心中有数、手下有度，对音

乐风格的把握自然得心应手。

剧院民族乐团对于参加 2015 年国家艺

术院团演出季的机会异常珍惜，从团长、指

挥、乐队首席到每一位演奏员都投入了极大

热情。他们深入生活、汲取营养、悉心体验、

用心创排，从而使音乐会呈现出民族音乐

“其命维新”的新气象，无论曲目还是表演，

都展现出更上层楼的新面貌。

为了将这台已经获得社会广泛认可的

音乐会继续提升，打造为剧院品牌性的精

品，10 月 16 日在中国歌剧舞剧院举办了《国

之瑰宝》专家研讨会，会议由中国歌剧舞剧

院副院长徐丽桥主持。民乐界、作曲界十几

位专家学者以及《中国文化报》、《中国民乐

报》等媒体记者齐聚一堂，立足当今民族音

乐发展的实际状况，从音乐本体、文化内涵、

采风创作、曲目选择等方面，对《国之瑰宝》

的打磨提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建议，有的还

涉及乐团管理、人才培养、市场运作和观众

群、粉丝团的建立等更为广阔的层面。

最后，徐丽桥说：“《国之瑰宝》凝聚了大

家的共同努力，这些优秀的传统音乐如颗颗

瑰宝，在舞台上散发出璀璨的光芒。专家的

真知灼见已经触及当今民族音乐事业的发

展，使此次研讨会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探讨这

台剧目本身。我们一定本着积极认真的态

度，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用心重塑民乐精

髓、打造精品佳作。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我

院民族乐团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对中国民

族音乐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黄程宜/文）

整场音乐会有

五个优势：第一，题

材广泛接地气，生

活气息浓郁。音乐

会遵循习近平总书

记在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的讲话精神，

从生活中寻找创作

题材，汲取各地方

和各民族的音乐元

素，这是很突出的

一个特点。第二，

音响精致有新意，

传统与现代巧妙结

合。作品不是大家惯听的老民乐，而是将大家

熟知的音乐经过充满新意的改编，展现出新风

格。曲目也找到了一个较恰当的定位，让演奏

员喜欢奏、观众喜欢听。有些作品体量虽小，但

非常难处理，特别是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这么

大的舞台上，让声音响彻全场非常不容易。第

三，演奏技巧娴熟老练，耐听耐看。剧院的演奏

员有非常好的传统，能够做到又演又奏，技术娴

熟，舞台驾驭能力强，作品耐听、耐看。第四，回

归音乐本体，有利于聆听与传播。音乐会要让

音乐本身说话，让广大音乐爱好者喜欢，这台音

乐会做到了。无论是小作品、室内乐还是后面

的大型作品，在音乐本体的发挥上都力争用音

乐说话、用音乐塑造形象、用音乐语言感动观

众。第五，形式多样，富有剧场效果，有利于市

场运作与营销。中国歌剧舞剧院相关领导做了

许多努力，一手抓艺术、一手抓营销，一手抓观

众、一手抓舞台。这台音乐会富有生气，非常耐

看，有市场含金量。

再讲五个发展问题：第一，按艺术发展和

市场需求抓创作，打造中国歌剧舞剧院专属的

品牌作品，创造自己的独特作品，在更广阔的

视野、视角上抓题材、抓创作、抓技巧，演出更

多的剧院专属作品。第二，建立科学合理的管

理制度。根据剧院民族乐团的特点，建立一套

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第三，培养

“高精尖”人员，有计划地培养大师级人物，这

样才能有市场号召力。此外还要引进优秀人

才，促进乐团发展。第四，建立粉丝团，以会员

制建立自己的观众群，与培养演奏大师互动，

让粉丝团投票选定培养对象，通过粉丝团的口

传和拥戴，让青年音乐家尽早成熟。第五，摸

准市场脉搏，培养有能力的民乐营销人员，建

立自己的民族音乐演出院线。

刘锡津（中国民族管弦乐

学会会长）

虽然音乐会已

经过去一个多月，

但 记 忆 依 然 很 深

刻。音乐会整体打

造得很美，从舞美

（服装、道具、灯光）

到表演、摆台等，每

个细节都看得出是

有想法的设计。

从作品来讲，

原创性强、风格突

出，发挥本团的特

色，采风成果充分

体现，例如富有朝

鲜族特色的《打令

调》不仅有特色乐器，还有本团演奏员的学习

成果（古筝、筚篥）。当然，采风采什么，这是个

值得深思的问题。以往创作人员到基层或少

数民族地区，有很多原生性的音乐可采。但经

过这几十年的现代化发展，很多民间音乐品种

消失殆尽。农村现代化水平越高，当地的民间

文化受损越大，这是个现实问题，因此需要采

风人员改变思路。“采风”一词本意是采集“民

风”，既要采集风土人情，也要了解百姓疾苦。

如果从创作思想上有深刻的认识，真正放下身

段，跟百姓共同感受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困扰和

烦恼，真正体会他们的生活，也许能够创作出更

贴近他们、深刻反映他们精神的作品。在当今

音乐创作中，现实题材的作品很少，这是一个值

得突破的点，需要很大的魄力才可能突破。现

实题材的作品所体现出的情感、精神应是具有

人民性的，希望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的创

演人员也能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创作表演出

更多有深度的民乐作品。

关于现场演出还有一些小意见。演出中，

感觉打击乐声音过大，甚至个别时候大过整体

乐队的声音。彩排时可能还需要舞台管理人员

多角度听测，甚至在不同方位摆放录音设备，排

练完做综合对比，再调配乐器的摆放位置。现

在的音乐厅舞台在音响设计上都是按照西方交

响乐队来考虑的，没考虑中国乐器及乐队的音

响，只能靠表演者自己来做一定的调整。

蒲方（中央音乐学院音乐

学系教授、中国民族管弦

乐 学 会 理 论 评 论 委 员 会

副主任）

宋瑾（中央音乐学院音乐

学研究所副所长）

这 场 音 乐 会

给 我 留 下 了 深 刻

印象，概括起来有

如下感受。其一，

原 创 程 度 高 。 本

场 音 乐 会 演 出 的

绝 大 部 分 是 原 创

音乐作品，据我了

解，创作者进行了

大 量 田 野 调 查 工

作，有的深入民间

数年，因此乐曲具

有 浓 郁 的 民 族 风

味，也具有作曲家个人的原创性。其二，多元

音乐景观。以往民乐演出多见以汉族音乐素

材创作的作品，而且多使用常规乐器。这次呈

现了多民族、多地域音乐风貌，如加入具有维

吾尔族、蒙古族、朝鲜族等鲜明民族特点的作

品，还推出了以南音、京剧等传统音乐为素材

创作的乐曲。其三，时代气息浓厚。创作者通

过现代作曲思维将历史与当下紧密联系在一

起。恰恰是对传统的挖掘应和了复兴中华民

族、提倡传统美学的时代强音。其四，节目一

气呵成。整场演出的曲目安排、舞台调度等都

经过精心设计，因此聆听过程气息贯通，换场

时依然音断意连、气氛不散，没有松懈之感。

其五，二度创作到位。表演者表现出高度的热

情、全身心投入的状态和精湛的技艺。

20 世纪以来我们走了中西结合的“新音

乐”道路，创作思维和技术深受西方影响，例如

多声思维，总是要分高、中、低声部。多年前不

断有人改进低音乐器，但是都不理想，因此还是

采用了大提琴和低音提琴。这样的低音乐器从

视觉到音色都是西方的。本次音乐会作品在低音

上弱化了西方味道，如果能在视觉上也民族化就

更好了。从音响学角度看，本场演出“吃音”现象不

太明显，体现了作曲者的配器功夫。尽管如此还

是要进一步讲究，依照民族乐器的声学特点来创

作。另外，建议走“艺术加学术”的道路，让音乐学

家参与进来，从而提高“瑰宝”含金量。

赵方（中国人民大学艺

术学院副院长）

这是一种值得尊敬的艺术创作

态度和一场成功的演出。我们看到

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领导和创作人员、

演奏员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习近平总

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

神。他们用整整一年进行创作，分成

几个小组，分别前往南国北疆和基层

山区，采风学习。在当今普遍浮躁的

文艺界，这样认真严谨的艺术创作态

度和作风值得尊敬和提倡，也符合艺

术创作的规律。他们这样的创作态

度使得呈现在观众面前的音乐会从

形式到内容、从演奏到效果均达到了

很高水准，堪称上乘之作。《国之瑰

宝》有一个完整的结构，有一定文学性，四个乐章花之芳、和之

美、风之韵、山之魂的标题以及恰如其分的主持人台词，都有

助于以文学思绪导入音乐形象。音乐会汲取了民族音乐中耳

熟能详的传统精华，又创作了符合现代审美需求的新作品，还

将少数民族的音乐纳入其中，充分展示了我国民族音乐的丰

富与绚烂。

我个人觉得稍显不足的地方是：有些作品对乐器演奏法的

使用和挖掘不够，没有充分展示乐器特有的演奏技艺与美感。

好的器乐作品一定要有各个乐器自身独到的、带炫技成分的技

巧和华彩，以展示器乐区别于声乐的光彩和魅力，同时又契合

乐曲主题与内容。

从民乐同行的角度看《国之瑰宝》

音乐会，我有三个赞赏。第一，音乐会

从策划、立意、组合等方面来看，确实

是一台展示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

自身特色和现有实力的高水平节目，

符合量体裁衣、扬长避短的艺术规律，

没有刻意追风、求大，而是依据自身实

力设计节目，每首曲目都可见其精心

推敲，用各个节点中的亮点形成自己

的特色，着实让人深获启发。第二，从

几组不同组合的展现中，我感到民族

乐团已经积累了一批成熟、出色的中

青年演奏家，成为支撑全团的中坚。

音乐会通过不同形式发挥出他们深藏已久而未被展示的实力。

第三，这台节目在为谁服务的基本点上做到了接地气，用大众能

听懂的音乐语言讲述中国故事，宣扬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

调整的地方应该是，小型组合类节目可以少上指挥或不上

为好。从视觉角度和发挥成熟演奏家的作用上来说，上指挥不

一定是最佳选择。《长坂坡》一曲的京剧乐器展示效果非常好，

但处理上不必固守锣鼓经模式，可否做一点舞台上的音乐化处

理，效果可能更精彩。

刘峪升（中国民族管弦

乐学会秘书长、国家一

级作曲）

刁艳（中国民族管弦乐

学 会 理 事 、《中 国 民 乐

报》执行副总编）

音乐会演出摄影：秦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