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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
集体智慧的结晶

1957 年，我考入了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

小提琴专业。我和我的同学们都立志要为

民族音乐做点什么，同时也很苦恼：我们每

年都去农村体验生活，所到之处都说小提琴

很好听，但当我们演奏外国小提琴名曲时，

大家总说“听不懂”。

当时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党支部书记

刘品提出：“看来小提琴要为人民服务，就必

须走民族化、群众化的道路。”于是，我们成

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我担任组长。

为了让农民听懂并且喜欢，我试着用越剧的

曲调写下一首“梁祝四重奏”，即同学们口中

的“小梁祝”。第二年，恰逢上海音乐学院筹

备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作品，在“小梁祝”

基础上和老师的指导下，我和陈钢等创作者

精诚合作，诞生了后来家喻户晓的小提琴协

奏曲《梁祝》。

遗憾的是，《梁祝》余音绕梁，“小梁祝”

乐谱却散失不见。直到 2019 年，老同学张隆

华偶然发现当年用来包书的一张纸竟然是

“小梁祝”的分谱！2020 年，尘封 62 年的“小

梁祝”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奏响，虽然只

有短短 3 分多钟，但能听见许多被保留在《梁

祝》中的熟悉旋律。对于喜欢《梁祝》的观众

来说，这是一次听觉的“考古”，也是对音乐

史的补充。

为什么《梁祝》人们一听就懂、一听就喜

欢？因为它虽然是外来的音乐形式，讲述的

却是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的情感。

我是浙江诸暨人，从小就听越剧。小提

琴协奏曲《梁祝》的创作灵感，就来自越剧尹

派创始人尹桂芳唱腔中一句情意绵绵的“妹

妹呀”吟腔。创作团队把越剧唱腔特色巧妙

地糅进了《梁祝》，使其主旋律富有江南风格

和韵味，中国听众在情感上容易产生共鸣。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一直说小提琴协奏曲

《梁祝》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梁祝》的成功让我相信，将民族的故

事、民族的音乐语言，特别是民族风格的旋

律与西方音乐形式相结合，能够走出中国交

响乐自己的路。它的经久不衰也在提醒我

们，要把目光投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艺

术拥抱人民。

用民族乐器表达当代情感

“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的

音乐理念，一直伴随着我。“民族音乐现代

化”是通过吸收外来艺术的发展经验，使本

民族音乐更富有现代性。《黄河大合唱》就是

典型例子，它用合唱这种艺术形式表现抗日

战争时期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精神，具有强

烈的艺术感染力。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

代音乐家，我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借鉴西方

音乐作曲技巧，丰富音乐的表现力，“洋为中

用”地创作出充满民族韵味的交响乐作品，

如管弦乐交响诗《龙华塔》、筝·乐·诗《陆游

与唐婉》等。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们的民族

乐器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力，音区、音色和表

现情感方面的功能各有不同。我认为，只有

推动民族音乐适应时代、反映当代人的思想

情感，把民族艺术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才

能为全人类共享。

要做到“民族音乐现代化”，乐器要进行

革新。我长期钻研民族乐器与交响乐的现

代化合作，努力挖掘二胡、古筝、柳琴、扬琴、

笛子、阮、笙等传统乐器的演奏表现力，创作

了二胡协奏曲《别亦难》《英雄泪》、古筝协奏

曲《临安遗恨》《西楚霸王》、古筝独奏曲《茉

莉芬芳》《姐妹歌》等，也曾把小提琴协奏曲

《梁祝》改编为古筝协奏曲。

与民族器乐现代化并行，我对戏曲音乐

也进行创新探索。以交响乐形式呈现越剧

音乐，推出越剧清唱剧《莫愁女》；对“中国古

代音乐活化石”南音进行探索，改编创作交

响南音《陈三五娘》等作品，焕新这支具有上

千年历史的古老乐曲。

在 诸 多 民 族 乐 器 中 ，我 对 古 筝 情 有 独

钟。古筝左手主韵、右手主音，既可抒情又

可言志，在深刻而细致地表达东方人的情感

方面游刃有余。我一直想写西施，就决定用

古筝来表现这个源于家乡的故事。2020 年，

我新创作的古筝协奏曲《越国西施》在家乡

诸暨正式首演。这首古筝协奏曲在音乐上

糅合江南民乐与西方交响乐语言，将西施置

于吴越相争、百姓流离失所的背景中，表达

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主题。

情真意切才能引发共鸣

我今年 88 岁，仍然忙碌在传承和讲学一

线。前人给我们留下太多宝贵的音乐财富，

我希望尽自己所能，让更多青年创作者认识

到这个音乐宝库的广博与珍贵，也希望将自

己的创作理念、多年来积累的经验播撒出

去，生根发芽。

如何才能写出受人民群众欢迎的作品

呢？主要涉及两个问题：情感和语言。

音乐的本质是美，关键是情。要解决情

感问题，作曲家就要深入生活。在创作时也

要有真情实感，做到情真意切，这样写出来

的作品才能引发共鸣。

音乐是一种语言，有自己的民族特点。

民族音乐是一代代人集体创作的结晶，它融

化在人们的血脉中，一听就懂。我们的国家

疆域辽阔，不同地区都有自己的音乐风格。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每一段主题，都有民

间源头。中华戏曲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音乐宝库——中国的音乐语言就在民歌和

戏曲里。中国作曲家要熟练掌握我们民族

的音乐“母语”，让人民群众能够感受到作品

的亲和力、表现力。

过去我们曾经走过弯路。有几年，大家

在国外看到现代音乐品种、现代音乐技巧，

有的创作者将其通通拿来，奉西方音乐技术

为圭臬，而忽视民族音乐的丰富矿藏，这实

在是一个错误。

今天的青年创作者视野开阔，能够在广

泛吸收各类音乐技巧和创作经验的同时，自

觉返归传统、深入民间，积极学习民族音乐

语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涌现出更多

精品佳作。

（作者为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本

报记者曹玲娟采访整理）

下图为少儿演奏古筝协奏曲《梁祝》。

制图：赵偲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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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是阖家团圆的传统节日。今年各

大视听平台推出的中秋晚会上，传统文化成

为主要创意来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

晚会在舞台设计上以流水、小桥、亭台、桂树

等传统元素营造出意境悠远的表演空间，河

南卫视《中秋奇妙游》、陕西卫视《送你一个

长安》和哔哩哔哩视频网站《花好月圆会》等

也都创造性地使用传统元素，视听效果令人

耳目一新。这集中体现了近年来文化类节

目创作的共同特点和趋势。

舞台逻辑侧重现场观演效果，视听逻辑

侧重最终媒介呈现效果。相比于以往舞台

直播或转播，在今年大多数中秋晚会创作

中，视听逻辑替代了舞台逻辑，成为节目的

创意基础，观众直观感受到“在屏幕上看效

果更好”。由于拍摄现场已经没有传统意义

上的现场观众，以往以舞台效果为基准设计

的灯光、舞美、服装、主持人走位和电视转播

机位等，就可围绕最终媒介呈现效果进行重

构。于是，主持人从节目播报员变成了故事

叙述人和不同表演时空的串联者。转播机

位更多围绕表演动作进行更复杂的移动镜

头设计，能够充分凸显表演、服饰、置景本身

的美学特质。

逻辑更新带来传统文化表现方式的不

同。在影视化服化道和视听语言助力下，传

统文化呈现方式日益多样。河南卫视今年

中秋晚会节目《戏韵》等延续了影视化呈现

风格，一条时长 5 分钟的长镜头，带领观众跟

随主角唐晓月走进后台，领略一系列传统戏

曲相关非遗项目及其传承人风采，直到饰演

二郎神的演员上台，才切换为戏台上的正式

表演。过去，戏曲唱段多以舞台形式呈现，

基于视听逻辑创新后，不仅融入整台晚会的

故事里，而且台前幕后、衣箱妆容都得到细

致呈现，对传统文化的表达更加立体多元、

巧妙得当。

媒体融合为传统文化当代转化提供了

有效手段。顺应互联网传播规律，晚会创作

者统筹调用现场舞美、实景道具、增强现实、

视频画面等，推动晚会演出向情境化、景观

化方向发展。内容和形式的不同要素借助

融媒体技术，实现拼贴与叠加，增加了节目

的文化内涵。歌曲《万疆》演唱者在古画《秋

山草堂图》《东山草堂图》《仿黄鹤山樵山水

图》中穿行，曲词与画意深度融合，带来“人

在画中游”的唯美观感。

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要素的融合，也推

动了转化创新。诗词、书画、戏曲、皮影等艺

术与现代流行元素相交融，更加具有时代

感。哔哩哔哩视频网站中秋晚会节目《把酒

问月》在社交平台广为流传。节目服饰参考

敦煌艺术研究者范文藻、常沙娜临摹的五

代时期敦煌造像，音乐则使用了考古学家

和音乐学家根据敦煌壁画拓印谱提取的基

本旋律。节目没有满足于介绍历史知识、

呈现文物原貌，而是参考一些影视剧中“花

车斗彩”场景，设计出一套虚拟场景统摄传

统要素和当代形式，作曲家、歌手、舞者、视

频创作者，在融合性表演情境中共同参与

传承创新。

我们注意到，传统节日已经成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契机。今年几

台中秋晚会，为创新传统文化的视听表达提

供了有益参考。当前，主流媒体和各大视听

平台正在发挥各自优势，吸纳各方创作力

量，形成文化传承创新的有效主体，探寻高

质量传承创新道路，未来值得期待。

创新传统文化的视听表达
梁君健

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

文学奖评奖结果近期揭晓。

这是对新时代我国儿童文学

事业发展的一次检阅。

总体上看，这次评奖展

示 了 我 国 儿 童 文 学 的 新 气

象。首先是题材、风格的多

样化。以小说为例，获奖作

品中既有表现现实儿童生活

的《逐光的孩子》《陈土豆的

红灯笼》，也有把目光投向历

史的《有鸽子的夏天》《耗子

大爷起晚了》，还有以动物为

主题的《驯鹿六季》等。这些

小 说 作 品 与 诗 歌 、童 话 、散

文、科幻文学、幼儿文学等其

他体裁获奖作品一道，呈现

了我国儿童文学发展的轮廓

和格局。其次是艺术水准的

稳步提升。不少作者在深厚

的生活和艺术积累基础上，

精心创作出独特而深刻的作

品。再次，本届获奖作家中，

既有张秋生、叶广芩等老一

代作家，更有一批富有实力

的中青年作家，还有一些原

先并非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

作家，儿童文学事业正吸引

越 来 越 多 的 创 作 者 加 入 。

这一切都表明，儿童文学创

作态势良好，发展前景令人

期待。

本届评奖既为梳理儿童

文学创作现状与成就提供参

考，也为探寻儿童文学未来

发展提供契机。中国儿童文

学的总体面貌会发生什么样

的变化？这是一个挑战我们

艺术想象力的问题。

一方面，儿童文学的发

展直接受益于儿童生活、儿

童观念的发展。对创作者来

说，捕捉儿童生活现实变化

和体现儿童观念深层转变，

二者缺一不可。近来，儿童

文学创作越来越注重挖掘儿

童生活的独特趣味和美感，

越来越重视儿童个体尊严。

创作者越来越意识到：童年

生活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简单、浅表，童言稚行只是最

表层的趣味；好的儿童文学应该揭示，是什么使童年成为人生中

不可替代的重要阶段，是什么使我们愿意郑重对待“童年”。

在本届获奖作品中，我们能看到以儿童为本的儿童观念的

自觉彰显。作品《有鸽子的夏天》虽描述的是半个世纪前孩子们

的日常生活，但历史变迁和时代差异，丝毫不阻碍读者走进那段

时光，体味孩子们的烦恼和欢乐、游戏与成长。《耗子大爷起晚

了》描绘儿童对于日常生活的独特感受力、体验力和记忆力，虽

是缓缓悠悠，却又漫卷风云扑面而来。《南村传奇》用现代方式重

述民间童话，让孩子的选择在童话中更鲜明地立起来，给予古老

故事以新鲜面容。《逐光的孩子》写大山深处的童年。对山里的

孩子来说，循着火把的光亮行走在山间小道，求学之旅亦是求索

人生的光亮；对山里的老师们来说，传播知识、奉献青春又何尝

不是通往人生的光亮？这些被照亮的角落，带领读者思考生活

的意义。

另一方面，儿童文学不仅体现对童年认识的深化、儿童观念

的发展，而且用文学的力量持续推动这一发展。在儿童现实生

活与儿童文学审美理想之间，存在着双向关系，前者提醒后者不

要忘记“孩子是什么样的”，后者引导前者思考“孩子应该是什么

样”。儿童文学只有发掘和彰显独属于童年的正确审美趣味，才

能更好地打动小读者、引领小读者，才能不断地创造新的经典。

童书注重带来娱乐趣味的同时，不能疏忽作品的厚度与深

度；注重艺术探索的作品，在拓展题材与形式边界的同时，也要

保持与现实儿童生活的密切联系；在贴近现实的同时，提升观察

的穿透力，在怀着深切关怀意识时，增强艺术表现力……这些都

是考验创作者文学勇气和智慧的地方。

当代生活的快速变化和丰富多元，改变了儿童的生活与精

神状态，各种新现象层出不穷。应该认识到，仅仅把新的童年生

活纳入题材视野，还只是承担了儿童文学的部分职责。如何以

艺术力量洞察童年生活的新现实，如何写出当代儿童生活的新

意和深度，更进一步，如何反映童年与社会文化生活的深度关

联，是儿童文学得到认可的关键。儿童文学创作就是要在看似

无从回避的题材、语言、内容等的限度之内，写出童年语言的文

学高度、童年情感的文学厚度以及童年精神的文学深度。

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的蓬勃发展，拓展了我们对儿童文学

可能性与未来的想象。一个时代的文学成就，既离不开作品数

量，更是由一些体现经典品质和艺术高度的作品来支撑的。新

时代对“经典”和“高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儿童文学创作者

来说，从生活、观念到儿童文学的文本艺术，还要经历一个充满

挑战的探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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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梁祝》人们一听
就懂、一听就喜欢？因为它虽
然是外来的音乐形式，讲述的
却是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的
情感

将民族的故事、民族的音
乐语言，特别是民族风格的旋
律与西方音乐形式结合，能够
走出中国交响乐自己的路

音乐的本质是美，关键是
情。要解决情感问题，作曲家
就要深入生活。在创作时也要
有真情实感，做到情真意切，这
样写出来的作品才能引发共鸣

核心阅读

传统节日已经成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重
要契机。今年几台中秋晚会，
为创新传统文化的视听表达
提供了有益参考

如何以艺术力量洞察童年生活的新
现实，如何写出当代儿童生活的新意和深
度，如何反映童年与社会文化生活的深度
关联，是儿童文学得到认可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