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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响乐团云南红河二度采风创作交答卷——

哈尼风情入耳入心
本报记者 刘 淼

大型交响组歌《孙中山》宝岛受欢迎

本报讯 （驻广东记者谭志红）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

之 则 亡 。 一 声 声 惊 世 诤 言 横 空 出

世，一串串落地春雷轰天炸响……”

近日，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 150 周

年，大型交响组歌作品《孙中山》从

伟人故里广东省中山市来到台北国

父 纪 念 馆 演 出 ，深 受 宝 岛 观 众 欢 迎

和喜爱。

大型交响组歌《孙中山》分为序

曲《世 界 潮 流》，第 一 篇 章《日 出 翠

亨》，第二篇章《伟大理想》，第三篇章

《崇高人格》，第四篇章《魂系中华》，

尾声《世界潮流》。来自广东的唐彪、

崔峥嵘、杨岩等 7 位艺术家，与东吴大

学音乐学系交响乐团、合唱团和建中

合 唱 团 、新 世 纪 童 声 合 唱 团 联 袂 演

出，把观众带进如诗如画的意境，主

人公高大伟岸的形象跃然台上。

大型交响组歌《孙中山》由广东

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丘树宏在 2011 年

辛亥革命爆发百年之 际 主 创 ，多 位

广东省知名作曲家共同作曲。作品

已译为英文版、日文版，在美国、马

来 西 亚 、日 本 等 国 家 传 播 。 此 次 是

该 作 品 首 次 赴 台 演 出 ，也 是 其 全 球

巡演的第 5 站。

本报讯 （驻内蒙古记者阿勒得尔

图）在圆满完成首度 6 年合作任务后，

2016年 12月 27日，内蒙古民族艺术剧

院与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在内

蒙古呼和浩特市签订《内蒙古乌兰恰特

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双方再度开启合

作，通过保利院线平台推广内蒙古艺术

精品、助力草原文化强区建设。

2011 年，受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政府委托，内蒙古文化厅与北京保利

剧 院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签 订 合 作 协 议 ，

2011 年至 2016 年，内蒙古财政每年拨

付保利公司委托经营补贴 1300 万元，

保利公司每年组织自营及合作演出

不低于 80 场，双方合作组织演出 20

场，全年不低于 100 场。6 年来，保利

剧院积极引进国内外优秀团体和剧

目 走 进 内 蒙 古 ，推 出 市 民 免 费 开 放

日、大学生艺术节、市民音乐会等公

益惠民活动，走出“政府扶持、业主监

管、委托经营、市场运作”的发展道

路。截至 2016年 12月，内蒙古民族艺

术剧院乌兰恰特共举办各类演出 827

场，接待来自 29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504 家艺术团体、艺术家 1.5 万人次，

接待观众 84万人次。

在引进外来剧目的同时，保利公

司注重弘扬草原文化，推动内蒙古民

族艺术剧院无伴奏合唱《美丽的草原

我的家》、大型民族舞剧《草原记忆》、

大型民族舞蹈诗《鄂尔多斯婚礼》等

剧目在保利院线巡演 67场次。

双方新合同有效期为 2017年 1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内蒙古自

治区财政每年拨付保利委托经营补

贴 1300 万元维持不变；保利公司每年

组织自营及合作演出由第一期不低

于 80场增至 90场，双方合作组织演出

20场，全年不低于 110场。

古老庄严的祭祀仪式、形神兼具

的白鹇鸟嬉戏舞蹈、从梯田流淌出的

古歌……日前，在北京音乐厅一场名

为《哈尼交响Ⅱ》的交响音乐会上，这

些云南哈尼族特色文化符号巧妙融

入其中，在指挥家邵恩执棒下，由中

国交响乐团精彩演绎。

“哈尼交响”诞生于中国交响乐

团 2015 年在云南红河开展的“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2015年

5月，中国交响乐团组织邵恩、郭小笛、

赵石军、黄荟等 6位艺术家在红河观摩

研习当地少数民族艺术，与当地民间

艺人展开深入交流。几个月后，艺术

家纷纷交上采风成果，汇集成名为《哈

尼交响·欢乐新春》的音乐会，于 2016

年 1月 23日由中国交响乐团在北京国

家大剧院奏响，引起观众强烈反响。

2016 年 4 月 21 日至 25 日，中国交

响乐团再次组织 7 位作曲家深入红

河，“哈尼交响Ⅱ”由此而来。与第一

次不同，再赴红河的作曲家都是年轻

的面孔——他们年龄最小的不到 30

岁，最大的刚刚步入中年。“中国交响

乐团一直在努力为原创交响乐作品

搭建从创作到表演，再到宣传推广的

完整平台，希望更多年轻作曲家加入我

们的序列。再赴云南，我们选择了年轻

的作曲家，他们是各年龄段的佼佼者。”

中国交响乐团团长关峡说。这些充

满 青 春 活 力 的 作 曲 家 为《哈 尼 交 响

Ⅱ》呈现的作品体裁多样，有纯管弦

乐队的交响序曲、交响素描、音画和

组曲，也有为独奏乐器和乐队而作带

有协奏性质的作品。

开场作品交响序曲《祀》中，作曲

家黄荟用现代音乐技法再现庄严的

哈尼族祭祀场面。在“贝玛”（哈尼族

祭司）和寨佬的引领下，排成长龙的

山民唱诵着古歌和祷辞，点燃火把，

踏 着 铓 鼓 的 节 拍 ，抬 着 牺 牲 供 奉 神

明。黄荟在采风中对哈尼族人的精

神世界有了深刻认识，“尽管哈尼族

人并未形成自己成熟完整的信仰体

系，但这里自然崇拜、多神崇拜、祖先

崇拜等多元并存，他们每年大祭礼五

六回、小祭祀活动达 30余次。”

音乐会第二支曲目《拥有翅膀的

她》是 一 部 为 孩 子 而 作 的 管 弦 乐 作

品。作曲家谢文辉介绍，其创作灵感

萌发于哈尼梯田，“那里很美，那里的

孩子更美。3 个赤脚的小女孩满身泥

泞地站在稻田中，在烈日下有说有笑

插种嫩绿的秧苗。她们耕作、嬉戏的

瞬间，以及好奇、渴求的眼神深深触

动了我。”谢文辉巧妙选用类似儿童

奔跑跳跃的节奏贯穿全曲，还加入在

红河收录的孩子们唱哈尼族儿歌的

音频，让人印象深刻。

上半场压轴的《云南歌》是新作

品中唯一一部具有协奏性质的作品，

极具现代创作手法。青年作曲家李

劭晟大胆地在乐曲的 3 个乐章中，分

别采用完全不同的音乐元素和创作

手法：第一乐章用微分音音乐描写哈

尼的云；第二乐章回归调性音乐类似

钢琴协奏曲的写法，体现出作者扎实

的古典音乐功底。青年钢琴家董菲

菲在第二乐章的技巧和第三乐章中

对爵士风格的把控力可圈可点。

交响素描《木雀舞》是全场最短

小精悍的作品，被邵恩评价为“新作

品中最成熟的一首”。青年作曲家杨

帆以一段哈尼族古老祭祀舞蹈《木雀

舞》为灵感，取其音乐动机进行配器，

并 丰 富 了 多 声 部 音 乐 语 言 ，营 造 了

“伴随着铓锣声与舞步，千鸟从树梢

飞起，而祈愿的人们围在一起继续跳

舞”的动人场景。

“忽来的那场春雨，猝不及防地

浇在我的头上，刹那间，山雾弥漫，原

本清晰的梯田在云烟的笼罩下，如水

墨画般晕染……耄耋之年的阿婆拉

着我的手，坐在她家院落，唱起我从

未听过的山歌，她说这是她祖辈的故

事……”正如青年作曲家黄凯然在创

作前写下的文字，交响音画《云间》仿

佛一首印象派的朦胧诗。

压 轴 的 管 弦 乐 组 曲《山 之 舞 三

首》是采风中唯一一位云南籍作曲家

张朝的作品。它不同于其他作曲家

单独取材哈尼族音乐元素进行创作，

《高山》《远山》《雪山》3 首舞曲分别由

彝族罗作舞、滇西傈僳与滇南阿哲风

格混合、滇西藏族音乐构成，是全部

新作品中最易进行推广演出的曲目。

除了 6 首新作品，音乐会还演出

了关峡根据其 1984 年赴云南采集民

间音乐的一次经历而创作的小提琴

曲《彝》的修改版。

音乐会后举行的创作座谈会上，

邵恩为青年作曲家一一解惑，点评了

新作品的精彩之处，提出了打磨提升

的中肯建议。关峡寄语青年作曲家：

“好作品能牵动观众的心。希望你们

拿出有更高立意、丰富情感，既入耳

又走心的作品。”

栉风沐雨走过百年后，中

国电影在 2016 年经历了“波浪

式 起 伏 ”，终 于 在“ 众 声 喧 哗 ”

中交上“457 亿元票房、13.7 亿

人次观影”的“成绩单”。

2016 年的中国电影市场，

呈现出“先热后冷”的局面：春

节档依靠《美人鱼》等影片的强

力拉动，票房同比增长 67%，成

为“史上最强春节档”；而之后

的暑期档、中秋档、国庆档均出

现不同程度的下跌。

“增速放缓”，一定程度上

是由票补减少、互联网对影院

观众形成分流等因素造成，但

究其内因，是国产电影目前的

质量水平与观众不断提高的审

美需求尚存差距。与此同时，

观影人次首次突破 13 亿，银幕

数 首 次 超 越 美 国 跃 居 世 界 第

一，说明中国电影发展活力犹

在，未来依然可期。

2016 年在电影的世界里，

“乱象”丛生，“杂音”未消——

年初，电影《叶问 3》等涉嫌

票房造假受调查，揭开电影市

场乱象的冰山一角。有统计表

明，全国电影票房至少有一成

被“ 偷 走 ”。 电 影 盗 版 发 展 成

黑 色 产 业 链 ，“ 偷 懒 瞒 报 ”和

“ 虚 报 注 水 ”为 市 场 良 性 发 展

蒙上阴影。

年中，《百鸟朝凤》出品人

为增加排片“惊天一跪”，暴露

了艺术电影的尴尬处境。塑造

健康的电影生态，必然包含对

艺术风格多样性、创新性的探

索与追求。在 2016 年长春电影

节达成“发展是硬道理，质量是

生命线，改变是新课题，团结是

凝聚力”四点共识后，中国第一

个艺术院线联盟成立。“3000 块

银幕动态放映艺术电影”的目

标，让人们在这个冬天，感受到

些许春天的气息。

岁末，“影评之争”引发连

锁反应，围绕中国电影，资本、

言论，评价标准和质量水准之

间“ 剪 不 断 理 还 乱 ”的 错 综 关

系得以被重新审视。一方面，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恶意差

评”和“封口费”“红包影评”的

客观存在，不论损害的是哪方

利益，浇灭的都是拥抱电影的

一 片 热 忱 ；另 一 方 面 ，中 国 电

影 应 欢 迎 并 鼓 励 更 多 理 性 的

声 音 ，要 对“ 烂 片 ”说“ 不 ”，也

要为“精品”叫好，唯有重视批

评 、接 受 鞭 策 ，才 可 能 不 断 向

“高峰”攀登。

电影市场的“波浪式起伏”

和“众声喧哗”，未尝不是中国

电影走向理性发展的契机。在

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双重作

用下，历经风雨的中国电影面

临百年来最复杂也最关键的发

展期。值得欣慰的是，酝酿已

久的《电影产业促进法》将于今

年 3 月起正式施行；同时，2017

年 将 是“ 电 影 质 量 促 进 年 ”和

“电影市场规范年”，质量能否

更上层楼，市场能否更趋规范，

让我们拭目以待。

打铁还需自身硬，吹尽狂

沙始到金。有人说，2016 年中

国电影进入“中场休息”，不论

是调整反思还是蓄势待发，人

们对好电影的期盼不变，初心

不改。

在机遇与挑战并存之下，

2016 年光影世界的大幕已徐徐

落下。告别过去，奔向未来，相

信 电 影 的“ 罗 曼 蒂 克 ”不 会 消

亡，在从电影大国到电影强国

的华丽转身中，人们期待更多

美好与精彩。

本报讯 2016 年 12 月 28 日至 29

日，在北京音乐家协会、天津市音乐

家协会、河北省音乐家协会共同主办

的京津冀音乐创作交流大会上，京津

冀三地百余名音乐人齐聚北京，围绕

音乐创作形式、方向和技巧进行深入

研讨。

会上，北京音乐家协会秘书长赵

金波与音乐人共同学习了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

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天津市文联秘

书长商移山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动画人物“梦娃”的艺术创作为契机

向参会者发出邀请，希望三地音乐家

合力创作以“梦娃”为主要形象、弘扬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的 音 乐 ，助 力

“梦娃”活起来、火起来；词作家宋青

松分享了自己年轻时深入基层与农

民、工人、教师等打交道的经历，认为

艺 术 创 作 要 多 了 解 人 物 内 心 世 界 ，

挖 掘 老 百 姓 的 喜 怒 哀 乐 ，同 时 多 学

习语言表达技巧，勇于创新，形成自

己的风格。国家大剧院作曲家周明

夫 以 组 织 创 作 大 型 电 视 诗 画《万 里

长诗颂小平》为例，讲解了如何保持

作品音乐风格的统一协调。中国东

方 演 艺 集 团 作 曲 家 伍 嘉 冀 以“歌 曲

旋律创作的微观与宏观”为题，与广

大音乐创作者进行了交流。

（郭孟南）

《哈尼交响Ⅱ》演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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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与“保利”再续艺缘

京津冀音乐工作者交流创作经验

2017 年 1 月 1 日 ，国 家 大 剧 院

新年音乐会由指挥家吕嘉执棒国

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

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琵琶演奏家

吴玉霞、钢琴家陈萨、昆曲表演艺

术家魏春荣和王瑾，以及歌唱家王

宏伟、孙秀苇、王丽达、石倚洁、杨

光、关致京，共同为观众带来了一

场涵盖中外名曲、传统戏曲、西洋

歌剧经典唱段、国家大剧院原创歌

剧唱段的音乐盛会。从观众耳熟

能详的《红旗颂》到脍炙人口的《蓝

色多瑙河》，从韵味浓厚的昆曲《牡

丹亭》选段到雄浑磅礴的歌曲《我

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还有西洋

经典歌剧《茶花女》、中国史诗歌剧

《长征》，或轻灵美妙、或宏大感人

的旋律在流光溢彩的音乐厅萦绕，

洋溢着浓浓的新年氛围。

日前，在国家大剧院举行的音

乐艺术总监交接仪式上，国家大剧

院院长陈平宣布，吕嘉接棒陈佐湟

任职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剧

院管弦乐团音乐总监。此次新年

音乐会执棒，是吕嘉履职后执棒的

首场音乐会。

9 年来，在国家大剧院艺术创

作生产和演出经营过程中，大剧院

聘请的 3 位艺术总监以深厚的艺术

造诣、广泛的行业影响和开阔的国

际 视 野 ，为 大 剧 院 实 现“ 艺 术 梦 ”

“ 中 国 剧 院 梦 ”作 出 了 巨 大 贡 献 。

作为国家大剧院首任音乐艺术总

监，陈佐湟在音乐领域担负起了领

路人的责任。陈平曾在《剧院运营

管理——国家大剧院模式构建》一

书中提到，陈佐湟带领大剧院工作

团 队 策 划 推 出 了 许 多 品 牌 类 演

出。国家大剧院新春祝福系列音

乐会、中国交响乐之春、五月音乐

节、漫步经典音乐会等延续至今，

为观众所津津乐道。这些品牌类

演出从无到有再到广为人知，陈佐

湟建言献策、亲力亲为，对艺术质

量严格把关。如今，已历 5 届的中

国交响乐之春对中国交响音乐创

作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已历 8 届的

五月音乐节则让室内乐这一原本

小众的古典音乐形式流淌在城市

血脉中；漫步经典音乐会亦已成为

百 姓 有 口 皆 碑 的 夏 日 音 乐 品 牌 。

2010 年 ，国 家 大 剧 院 管 弦 乐 团 成

立 ，陈 佐 湟 出 任 乐 团 首 任 首 席 指

挥，从亲自到世界各地招聘乐手到

建立大师合作机制，从制作歌剧、

交响乐、室内乐演出到国际巡演，

陈佐湟为乐团发展壮大打下坚实

基 础 ，率 领 其 逐 步 成 长 为 技 术 过

硬、享誉海内外的“两栖”乐团。

可以说，在国家大剧院音乐艺

术总监这一职位上，陈佐湟“数十

年如一日”，事无巨细、辛勤耕耘，

使大剧院的艺术工作拥有了广阔

的视野。他不仅将国际重要艺术

资源引进来，还将国家大剧院的精

品带出去，与诸多国际乐团和大师

进行艺术交流，为国家大剧院国际

艺术领域地位的提升、音乐事业的

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陈佐湟表

示：“国家大剧院的落成是民族文

化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崭新标

记，它的意义已经远超出表演艺术

的范畴。能参与大剧院的发展建

设，我一直心怀感恩。担任国家大

剧院音乐艺术总监，是我整个音乐

生涯中非常宝贵的经历。”

经过国家大剧院慎重考虑与陈

佐湟的首肯，2012 年，曾任意大利

维罗纳歌剧院音乐艺术总监、西班

牙特内里费交响乐团音乐总监的

吕嘉任职国家大剧院歌剧总监、管

弦乐团首席指挥。近 5 年来，吕嘉

不仅深度参与国家大剧院歌剧生

产与乐团发展等日常工作，还凭借

在歌剧与乐团的经验，为大剧院发

展作出诸多贡献。

歌剧方面，吕嘉 2012 年首次以

歌剧总监身份执棒国家大剧院版

《漂 泊 的 荷 兰 人》以 来 ，又 执 棒 了

《长 征》《冰 山 上 的 来 客》《赵 氏 孤

儿》《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奥赛罗》

等 24 部国家大剧院原创与制作的

歌剧作品。在国家大剧院管弦乐

团建设方面，截至 2016 年底，他带

领乐团连续 3 年推出纵贯全年的音

乐季，执棒音乐会近百场，使乐团

在艺术品质、管理水平和社会声誉

等方面不断提升，立于中国顶尖乐

团 之 列 。 2014 年 10 月 至 11 月 ，吕

嘉率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北美巡

演取得巨大成功，芝加哥《古典音

乐评论》发文称“乐团在首席指挥

吕嘉的指导下表现出激情和绝佳

的凝聚力”。履职国家大剧院音乐

艺术总监，吕嘉表示，这意味着担

负起了更加重大的责任，将竭尽所

能进一步推进大剧院向着更高的

艺术水准发展。

对于两位总监的交接，陈平表

示，国家大剧院建立近 10 年来，这

两位重要艺术家在音乐领域与我

们密切合作、共谋大业，从不同角

度为大剧院健康、快速、持续发展

作了重要贡献。因为两位艺术家

的卓越贡献，国家大剧院才拥有今

天的成就，两位艺术家也将必然被

铭记。

吕嘉接棒陈佐湟——

国家大剧院迎来新音乐艺术总监
加 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