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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自信推动“一带一路”民族音乐创作
席 强

秦腔历史剧秦腔历史剧《《渭水医魂渭水医魂》：》：

是医魂，也是民族魂
本报实习记者 韩君怡

京剧《狼牙山》赴张家口演出

7月 15日至 18日，2017中国交

响乐峰会暨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

会理事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次

活动由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和

杭州市委宣传部主办，杭州文化广

播电视集团和杭州爱乐乐团承办。

会上，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

会理事长兼秘书长陈光宪总结了

基金会 2016 年推动中国交响乐普

及、提高、发展的一系列举措，中

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理事、国内

各大交响乐团负责人及音乐院校

代表百余人围绕交响乐创作、演

出、普及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

多措并举普及推广交响乐

交响乐的发展不仅需要音乐

家，更需要知音，普及推广交响乐

是国内各大交响乐团长期以来的

共识。在这方面，许多乐团积累

了宝贵的经验，并结合自身情况

走出特色之路。

与媒体加强合作，是一个传

统而成效卓著的推广办法。据杭

州爱乐乐团团长邓京山介绍，早

在 2015 年 ，杭 州 爱 乐 乐 团 就 与

FM89 杭州之声电台达成合作，共

同创建了《89 听爱乐》栏目，乐团

派出助理指挥、声部首席与电台

主持人一起，介绍、分析乐团演奏

的作品。2016 年，由杭州文化广

播电视集团牵头成立了专门推介

杭州文艺院团的杭州文化频道，

文艺院团又在电视上有了自己的

阵地。“让听众、观众足不出户就

能欣赏到乐团的演出，接触交响

乐知识，既为乐团吸引来稳定的

听众，又有效普及了音乐文化。”

邓京山说。

积极参与高雅艺术进校园活

动 ，是 各 大 交 响 乐 团 的 常 规 动

作。而对刚刚成立一年多的宁波

交响乐团来说，则不仅有高雅艺

术进校园，更有校园音乐课进乐

团。“我们与宁波教育部门合作，

将部分中小学的音乐课放到宁波

交响乐团的排练厅来上，这样就

可以让学生对乐器、乐团、音乐有

更直观的感受和更深入的了解，

让他们爱上交响乐。”宁波交响乐

团党支部书记、副团长童铭说。

天津推出的文化惠民卡政策，

受到与会嘉宾的普遍关注。据天

津交响乐团团长卢笙介绍，天津市

民可以以 100 元的价格购买面值

500 元的文化惠民卡，再通过文化

惠民卡购票观看演出，大大提高了

市民欣赏高雅艺术的热情。

加强中国原创音乐创作演出

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一直

将推动、鼓励中国原创音乐的创

作 、演 出 作 为 一 项 重 要 的 工 作 。

2016 年，基金会与国家大剧院联

合 举 办 第 五 届 中 国 交 响 乐 之 春

活动，参与其中的 15 支乐团都选

择了中国曲目，尤其着力呈现中

国交响乐早期作品，发掘一批平

时 不 易 听 到 甚 至 濒 临 失 传 的 作

品 。 中 国 交 响 乐 发 展 基 金 会 还

为天津交响乐团、山西省交响乐

团等乐团的新作品录音，并陆续

出版。此外，基金会还积极组织

推动中国作品的创作、巡演，让中

国作品走向世界，组织国外乐团

在国际知名歌剧院、音乐厅演出

中国作品。

原创作品的创作与演出，被

业界人士视作乐团实力的重要体

现 ，也 为 各 大 交 响 乐 团 所 重 视 。

近些年来，山西省交响乐团就委

约作曲家王西麟创作了《太谷秧

歌》，委 约 作 曲 家 徐 振 民 创 作 了

《山西随想》等作品，今年还委约

作曲家周虹创作《又说山西好风

光》，委约作曲家崔炳元创作《赵

氏孤儿》，二位作曲家已经不止一

次到山西采风。山西省交响乐团

团长朱建安说：“作为地方乐团，

我们的实力算不上雄厚，但是我

们一直注重原创作品的打造，以

此提升乐团实力、展现地方文化，

为后辈留下艺术财富。”

近几年来，中国原创交响乐

作品的数量、水平都在稳步提升，

很受观众欢迎。卢笙说，天津交

响乐团平均每年演出 6至 8场中国

作品专场，市场反响很好。崔炳

元算了这样一笔账：国内交响乐

团约有 80 支，平均每年每团演出

50场音乐会，曲目中约有 80%是世

界经典作品，另外 20%是中国作

品，也就是每年演出的中国作品

有 800 首 左 右 。 其 中 除 了《红 旗

颂》《梁祝》等经典作品，各地作曲

家也在不断创作新作品，每个乐

团平均每两年就要委约一部大作

品，中小型作品则更多。“大家普

遍意识到，要调动本地文化元素，

利用交响乐这种世界语汇，发出

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故事。”

崔炳元说，“不过，对本土音乐资

源的利用不必刻意，也不必急于

让交响乐民族化，作曲家受到民

族文化的浸染，自然而然地将其

投入于创作之中，做个性化的表

达。让更多乐团演奏这些作品，

中国原创音乐自然会向好发展。”

“药在深山才是药，自由生药性

是真。”封衡用朴实而坚毅的话语拒绝

了曹操的重金高官之召，回到民间，潜

心研究医术，造福更多的病患百姓。

日前，2017 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

参演剧目——由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

渭河源演艺有限责任公司创排的新编

秦腔历史剧《渭水医魂》在北京全国地

方戏演出中心亮相时，这一幕感染了

台下的观众，如潮的掌声响起。

《渭水医魂》以“本草经”“仁爱篇”

“和平颂”“护生赞”“自由区”“大汉歌”

6场戏，戏剧化地表现了东汉末年渭水

源地区名医封衡的传奇故事：用大爱

化解汉羌矛盾、舍己救人除瘟疫等。

该剧歌颂其伟大的仁医精神，展现了

祖国医学的仁术特征，谱写了一曲中

华高尚医德和民族团结的赞歌。

中医在当今仍具有重要的价值

与影响力，但是近些年中医题材的舞

台艺术作品有所空缺，丰满、典型的

医者形象较少。为此，甘肃省卫计委

深入挖掘渭源本土宝贵的医学文化

资源，并将剧本创作的任务交到了编

剧张慧源手中。

“查阅资料时我被封衡的事迹所

感动，尽管许多故事带有传奇色彩，

但 是 我 们 尽 量 把 他 塑 造 得 可 信 、鲜

活。”张慧源说，“中医文化是中华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是把封衡作为

民族英雄来写的。”

对文史资料与民间传说进行整合

与筛选，从中细化出一条较为流畅的

情节线，并且将其适于秦腔刚劲有力

的特性，同时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口

味，这对张慧源来说是一次挑战。他

迎难而上，历时 3 个月，与主创人员共

同完成了《渭水医魂》的编创与排演。

“立足点与定位高，使该剧在创作时很

费力，但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之后

每次演出，我们都会听取各方意见，争

取边演出边打磨，不断走向成熟。”张

慧源说。

该剧于 2015 年 6 月 15 日在渭源

县刘家河村首演；2015 年至 2016 年被

甘肃省委宣传部、省卫计委、省旅游局

列为“健康甘肃——卫生计生题材”巡

演；于 2015 年入选甘肃省优秀新剧目

展演，并荣获编剧、表演、剧作 3个三等

奖……至今，《渭水医魂》已唱遍陇原

56个县区，成功演出326场次。

渭源县渭河源演艺有限责任公

司前身为渭源县秦剧团，成员不足 40

人，很多演员一人分饰两角，但无论

是主演还是群演，大家都认真练功排

戏，晨练晚归。一年 200 多场演出，每

一次他们都不遗余力地发挥自己的

最佳水平。

此次《渭水医魂》进京演出为剧团

增添了斗志，该团团长黎荣贵表示：

“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将这部戏打磨得

更好，使之成为一部思想性、艺术性、

观赏性俱佳的艺术精品。”

在北京参加会演的两晚，饰演封

衡的苟芳琴抱病上场，但依然出色地

完成了演出任务，跪蹉、摔叉等戏曲

程式动作精彩纷呈，赢得观众与专家

的一致好评。中国评剧院一级演员

张秀云看过演出后感动地说：“同样

身为演员，我对主创们的辛苦感同身

受。表演中，整台戏动作完整、流畅，

很有激情，也富有感染力。”中国戏曲

现代戏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戏曲音乐

学会副会长王亚勋说，该剧立足于当

地的自然与文化资源，极具特色，值

得推崇。“秦腔发展得好不好，要看在

基层有没有根。在基层扎了根，影响

广，秦腔艺术才会发展，才会后继有

人。”王亚勋说。

“中华民族有众多伟大的人物如

今湮没无闻。行医是充满大爱的事

业，值得人们铭记。”张慧源说，把封

衡 仁 医 的 形 象 搬 上 舞 台 ，演 的 是 医

魂，也是民族魂。

本报讯 （记者罗云川）为庆

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7

月 24 日晚，北京京剧院走进河北

省张家口市，为驻张家口部队官

兵带来新编京剧现代戏《狼牙山》。

北京京剧院院长李恩杰在演

出前的致辞中说，在艰苦卓绝的

革命战争年代，千千万万英雄人

物前赴后继、为国捐躯，这其中就

有狼牙山五壮士。狼牙山五壮士

中的核心人物是班长马宝玉，他

在狼牙山掩护百姓、诱敌反击的

战斗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这位

英雄的故乡就在张家口蔚县。张

家口还是狼牙山五壮士所在部队

曾经的驻地。

演出正式开始，一句河北梆

子“狼牙山”响起，立刻将观众带

入剧情中。张建峰饰演马宝玉，

王雪清饰演葛振林，孟宪腾饰演

胡 德 林 ，王 宁 饰 演 胡 福 才 ，毕 佳

旺饰演宋学义，剧中八路军五壮

士 为 了 掩 护 党 政 机 关 和 老 百 姓

转 移 ，与 日 伪 军 进 行 牵 制 战 ，并

与亲人隔空对话，充分展现出他

们 的 英 雄 壮 举 和 丰 富 的 内 心 世

界。随着剧情的不断深入，当五

壮士在生死存亡之际，毅然选择

诱 敌 深 入 、放 弃 唯 一 的 生 还 机

会 ，马 宝 玉 一 句“ 我 还 怕 他 们 不

追 呢 ”，台 下 观 众 报 以 热 烈 掌

声 。 当 胡 德 林 与 母 亲 隔 着 时 空

对话，双目失明的母亲听到胡德

林说“儿子的一条命能换回几万

百 姓 的 命 ”时 ，这 位 心 怀 大 义 的

母 亲 毅 然 让 儿 子 赴 死 。 看 到 这

一 幕 ，现 场 不 少 官 兵 流 下 了 眼

泪。演出谢幕时，五壮士从莲花

峰上走向前台，一一站定齐行军

礼，将现场气氛推向顶峰，全场官

兵热烈鼓掌。

7 月 25 日 上 午 ，《狼 牙 山》慰

问 演 出 座 谈 会 举 行 。 与 会 者 就

京 剧《狼 牙 山》故 事 的 真 实 性 以

及 剧 组 采 风 过 程 中 所 听 所 感 等

进 行 了 广 泛 、深 入 的 交 流 。 7 月

25 日下午及晚上，京剧《狼牙山》

继续在张家口演出两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就文化自信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文化

自信的提出实际上体现了我们在文

化思想和民族精神上的国家意志，而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形势下

开展国际合作的新理念。紧紧围绕

“两创”方针，努力创作出我们这个时

代有温度、有情感、受人民大众喜爱

的优秀作品，是艺术工作者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工作。

中央民族乐团近年来创作上演

了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优秀新作

品。大型民族乐剧《印象国乐》和《又

见国乐》在著名导演王潮歌及其团队

的创作和指导下完成，是立足于传统

文化、用民族精神来塑造当代中国人

民时代风貌的优秀作品。而今天，在

“一带一路”倡议下，首部民族器乐剧

《玄奘西行》的公演，也正是以艺术为

平台、以民族音乐为载体，对国家倡

导的“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

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精神的独特

诠释。在创作中，我们对传统音乐进

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用优

秀的民族音乐去丰富囯人的精神世

界，用传统的文化艺术去深化对外交

流，这也是民族精神自强不息、民族

文化自信传承的重要体现。

《玄奘西行》这部剧涉及的传统

民族乐器有近百种，乐团还特别将失

传千年的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汉唐

乐 器 全 部 复 原 制 作 出 来 进 行 表 演 。

在展示汉族民族管弦乐的基础上，维

吾尔族的热瓦甫、艾捷克、撒塔尔、弹

布尔、手鼓，哈萨克族的冬不拉、库木

兹，塔吉克族的鹰笛、莎什塔尔、手鼓

以及印度的萨朗吉、塔木拉鼓、班苏

里、西塔尔琴等，这些来自我国边疆

少数民族地区和西域丝路经济带上

的天竺音乐风貌都在不同剧情中得

到展示。

自汉唐时期以来，中原地区与西

域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盛况

空前。而今，历经两年时间创作的民

族器乐剧《玄奘西行》，由中央民族乐

团驻团作曲家姜莹担任作曲、编剧、

总导演，并汇集了乐团一大批著名演

奏家——王次恒、丁晓逵、张斌、冯满

天、赵聪、朱剑平、于昕、金玥、吴琳、

缪青、刘洋、苏宁，还有新疆以及印度

的 130 位艺术家担纲表演。剧目以中

西文化交流的使者玄奘在西行取经

路上的历史故事为题材，以民族音乐

为表演主体，通过演奏家的“音乐演

奏”和舞台表演中“戏剧语言”的双重

表述，将民族器乐文化与剧情有机地

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音

乐在历史的积淀中兼收并蓄、广纳博

取的文化精神。

历史上，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

塑造了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故

事，而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则是从

玄奘取经路上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

乐 器 文 化 去 解 读 、表 现 他 的 文 化 之

行，应该说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西

游记”。该剧在音乐创作和表现手法

上构思巧妙，通过丝绸之路上的民族

音乐和民族器乐向观众展示了一幅

幅 生 动 而 真 实 的 民 族 音 乐 历 史 画

面。众多民族乐器汇聚成一个多元

化、多民族的艺术盛会表演，是当代

中国音乐家们践行“一带一路”倡议

的新丝绸之路文化旅程。

1400 年前，玄奘去西天取经，完

成自己心目中的佛法理想。今天，作

曲家姜莹以当代艺术家的责任感，用

自己的艺术追求和艺术创造力，在两

年多的时间里多次赴新疆、甘肃、陕

西采风，在天山、塔克拉玛干沙漠、草

原毡房、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感受、体

验原生态的丝绸之路生活，为寻找当

年 玄 奘 取 经 的 艰 难 历 程 而 采 集 灵

感 。 这 些 来 自 民 间 、源 于 生 活 的 素

材，使姜莹在创作中把握住了玄奘不

只是为探求佛法，更是寻求人生的最

高境界，超越生死、用心灵的思想意

念去感召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善

念之法。剧中用鲜明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为观众塑造了一个超越现实生

活的感人故事，用民族乐器传播优秀

中华文化，让民族音乐在“一带一路”

的建设中弘扬积淀丰厚的优秀文化，

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层次上加强丝

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认同

感、民族融合感。按照计划，在北京

首演之后，《玄奘西行》将在全国各地

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巡演，相

信这部剧目一定不辱使命，成为弘扬

传统精神、传播优秀文化，用民族音

乐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

精品力作。

丝绸之路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重

要源泉之一，中国很多的传统民族乐

器来自于汉唐时期以来的西域古道，

成为中华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传承至今。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有

着强大的包容思想和海纳百川的胸

怀，艺术传承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自春秋战国时期以来，中原、江南流

传的器乐大多是以汉民族固有的传

统乐器为主。一般情况下，它们大多

以一个汉字命名，如“琴”就是今天的

古琴或七弦琴，“钟”乃编钟也，以及

笛、笙、箫、篪、埙、筝、阮、瑟、鼓、磬

等。而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以来，中国

传统乐器与外来各民族乐器进行了

全 面 的 互 鉴 互 融 ，并 形 成 了 你 中 有

我 、我 中 有 你 的 多 民 族 、多 文 化 形

态。从称谓上看，今天只要是两个字

的传统民族乐器基本上是来自西域

古道，如琵琶、扬琴、唢呐、筚篥、胡

琴、箜篌等乐器都是通过丝绸之路而

流传到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民族音乐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在《玄奘西

行》的表演中，有 30 多种复原的敦煌

古 乐 器 将 在 不 同 的 剧 情 中 展 示 使

用。特别是在第七章的“极乐”篇章

中，作为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极具代表

性的唐代宫廷大乐，“极乐世界”乐章

的舞台呈现可谓是一次前所未有的

复原表演。五弦琵琶、曲项琵琶、箜

篌、葫芦琴、瑟、莲花阮、龙凤笛、排

箫、细腰鼓、曲卷胡琴、直嘴笙等一大

批色彩斑斓、造型各异、音色优美的

汉唐古乐器得以在舞台上向观众亮

相。演奏家们用手中的古乐器弹奏

出美妙而动听的音乐，而舞台设计完

全以敦煌莫高窟第 220 窟壁画原型

搭建起一座舞台空间，灯光和多媒体

的影像则是按石窟壁画的原始风貌

进行色彩搭配，整个舞台再现了盛唐

宫廷音乐的辉煌历史场景。所以，这

不仅是一次音乐表演，更是当代艺术

家向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巡礼，

是汲古铸今的挖掘整理传承。创作

使我们在传统中找到自己、在文化中

找到自信，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来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玄奘西行》作为“一带一路”重

要的艺术创作，是时代赋予我们艺术

家的责任，如何用民族的优秀传统去

解读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央民族乐团

做了深入探索。在彰显当代民族音

乐家们的文化自信心和文化自豪感

方面，《玄奘西行》以它厚重的历史文

化 底 蕴 讲 述 了 一 个 別 样 的“一 带 一

路”音乐故事。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

族乐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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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雷动 天 下 现 代 舞 团

策划，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

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和北京天

桥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十届

“北京舞蹈双周”展演周活动于

7 月 25 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开幕。

据了解，“北京舞蹈双周”始

于 2008 年，活动分为教学周和展

演周。此次展演周不仅有多场

大师班、青年舞展演出活动，更

有来自中国、德国、以色列等国

家和地区的 6 台高水平现代舞作

品奉献给首都观众。

图为由北京雷动天下现代

舞 团 带 来 的 开 幕 演 出《圆 2：源

流》。

本报记者 卢 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