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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由 中 宣 部 文 艺

局、中国文联等单位共同主

办，中国音乐家协会承办的

“艺苑撷英——全国优秀青

年指挥人才展演”活动落下

帷 幕 。 活 动 以 其 专 业 性 引

起广泛关注，为中国交响乐

事 业 发 展 和 青 年 人 才 培 养

带来启示。

指挥是乐团的灵魂。指

挥的审美标准、管理艺术、专

业 技 能 日 益 受 到 业 内 外 重

视。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指

挥的指挥棒下会呈现不同的

艺术效果；同一支乐队，在不

同艺术总监调教下也会形成

迥异的风格。

本次“全国优秀青年指

挥人才展演”汇集近 50 位优

秀中青年指挥，其中大多是

80 后、90 后。这批青年指挥

有 良 好 的 专 业 学 习 背 景 及

扎实的基本功底，勇于将自

身 个 性 和 当 代 文 化 融 入 对

音 乐 的 理 解 与 阐 释 中 。 他

们的艺术视野更为开阔，音

乐思路更加敏捷，表达手段

更 加 丰 富 ，善 于 博 采 众 长 ，

技 巧 性 和 观 赏 性 较 过 去 有

很大提高。

国家规划长远的培养机

制，艺术院校提供扎实的理

论基础，交响乐团提供广泛

的实践保障，青年指挥自身

不断努力。新时代青年指挥

人才培养的这四个方面相辅

相成，缺一不可。

指挥人才的培养与其他

音乐人才有所不同。指挥面

对近百人的大型乐队，需要

大量、长期与乐队磨合、与听

众互动的实践经验，要有强

大 的 合 作 意 识 。 对 乐 团 而

言，指挥要像啄木鸟，洞悉问

题，精准捕捉；又要像医生，

既知道病灶在哪里，又能对

症治疗。从这个角度看，培

养 中 国 交 响 乐 青 年 指 挥 人

才，首先要搭建广阔的艺术

实践平台，为青年指挥打开

更多与乐队打交道、与听众

交流的窗口。

后浪奔涌、前浪护航，不

同 代 际 的 指 挥 人 才 合 力 奋

进、传承创新，正汇流成中国

交 响 乐 的“ 大 江 大 河 ”。 10
年来，我国音乐教育有了长

足进步，逐渐走向世界前沿。面临观众日益增长的

欣赏需求，面对交响乐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指挥

人才培养已不仅仅依靠音乐院校完成。一些资深指

挥家为加快青年指挥人才培养进行了积极有益的尝

试，相继推出针对性的培养、扶持计划。由上海交响

乐团等联合推动的“青鸟计划”，探索青年指挥家学

习、交流、展示的新途径；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与中

央音乐学院乐团、宁波交响乐团合作，为指挥系同学

提供艺术实践的基地；上海音乐学院实施了近 10 年

的“未来指挥家”培养计划，把职业乐团“请进来”，让

青年指挥“站上台”，与深圳交响乐团、贵阳交响乐

团、青岛交响乐团合作举办常态性音乐会……这些

尝试，拉近了课堂与实践的距离。

中国交响乐发展正处于历史机遇期。我们需

要补齐青年指挥人才培养的短板，为青年指挥学

子提供更多与专业乐团合作的机会。当下，交响

乐蓬勃发展有着丰厚土壤和扎实基础。据不完全

统计，中国音乐家协会所属交响乐团联盟旗下注

册的乐团就有 70 余家，但一些基层乐团仍缺少工

作能力强的专业指挥。拓展艺术实践平台，依然

大有可为。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指 挥 人 才 队 伍 的 年 轻 化 ，不

等于“速成化”。对此，青年指挥学子要有清醒认

识 。 只 有 坚 持 崇 高 艺 术 理 想 ，对 艺 术 精 益 求 精 ，

在浩瀚的古今中外交响乐海洋中寻根求源、挥臂

遨 游 ，才 能 将 最 精 美 的 艺 术 奉 献 给 舞 台 、奉 献 给

观众。

提升指挥艺术的水平，离不开广泛汲取营养、

悉心沉淀修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家，要解决的不仅

是艺术和技术问题，更需要有对社会的深刻认识、

对生活的深切感悟以及对人生的深入思考，这是理

解阐释音乐作品的基本原则。青年指挥一定要在

实践成长的过程中下苦功，让自己成为人格力量坚

强、理想信念坚定、艺术追求高雅，与人民同心、与

时代同步的文艺工作者。

雏凤清于老凤声。未来的交响乐指挥舞台，属

于有远大志向的青年指挥家们。

（作者为指挥家、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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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

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广大文

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

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

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

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

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1 周年交响音乐

会和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闭幕式文艺晚会上，

歌曲《领航》饱含深情地表达党和人民的血肉

之情，气势磅礴地抒发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

产 党 的 带 领 下 阔 步 新 时 代 新 征 程 的 豪 迈 之

情。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演

出《伟大征程》的主题曲，《领航》一经问世便赢

得普遍赞誉，如今正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

歌曲《领航》的风格既大气、舒展，又朴实、

温润，歌中有一种内在、浑厚、自信的力量，有

很强的艺术亲和力、感染力。综合词、曲、唱、

奏和参与体会，我感到，从品格和质地上来讲，

《领航》是一首大主题、大情怀、大气势的歌曲，

表达了深沉的情感，抒发了真实的心声。

词作通过人格化、情感
化的手法，在深刻的思想内
容与朴素的生活间架起一
座桥梁

《领航》之“大”，首先来自作品的宏大主题

和高远立意。创作者怀着对党真挚的爱，聚合

知识、理论、体验、修养，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为契机，在深入学习党的百年奋斗

历史的过程中，回首过往、展望未来。立足新

时代、新征程，《领航》词作提炼主题再深一步：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

人民，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歌曲《领航》主题思想根

植于此。

词作在文学表达中的突出特点，是通过人

格化、情感化的手法，在深刻的思想内容与朴

素的生活间架起一座桥梁。

例如，歌词中“你”和“我们”指代党和人

民，这样，歌曲开头口语般的亲切叙述“无论多

久，你都在我们身旁”“无论多远，你都在我们

身旁”，就在一语双关中将当代与历史、个体与

群体、日常生活与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随着

叙述的展开、人称的融合、情感力量的叠加，亲

和与高远、感受与体验融于一体，强化了歌词

的语言逻辑和整体的艺术表现力。

《领航》词作在语言的提炼和表达方面下

足功夫，取得了较好效果。语言朴素简洁，没

有一个生僻词语，没有一处华丽修饰，让人唱

得清楚、听得明白。歌词中大量使用了精心挑

选的四字结构语句。四字结构，在汉语表达中

具有独特魅力。千百年来，人们把丰富的内容

凝练于四字之中，形成内涵丰富的成语，也赋

予四字语句浓厚的文化色彩。《领航》中像“相

依相恋，情深意长”“风雨兼程，不可阻挡”“前

赴后继，铸就辉煌”等词句使用得当，有效提升

了歌词的审美品质。

好的歌曲都是词曲相互依托，词曲创作相

互提出要求。以内容表达需要为目标进行持

续探索，才能在不断碰撞中推动创作。《领航》

词作在段落划分上给旋律谱写指出明确路径，

也为音乐创作留出充分的发挥空间。

歌曲反映出音乐作者
可贵的艺术追求，创造性地
完成重大主题的艺术表达

写好大歌需要大构思、大手法，音乐的构

思和手法，需要才华、修养和经验的支撑。歌

曲《领航》反映出音乐作者充沛的创作活力和

可贵的艺术追求。从《领航》歌曲的曲调能够

看到，创作者坚定地选用了二部曲式的结构。

二部曲式在音乐实践中大都用来表现群

众性的生活内容，并深受群众喜爱。久而久

之，这种形式就成为有效表现相关内容的创作

手法。《领航》采用二部曲式结构，把人民群众

既是伟大事业的主人公又是歌唱主体统一起

来，从而把《领航》的思想主题稳定而有力地凸

显出来。

为了充分表达思想内容，作者特别注意手

法的鲜明性、有效性。诸如：第一段落中，第一

大句是悠扬的叙述性旋律，发挥民间说唱音乐

口语式叙述特点。“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

旁”，在这样的歌声中，“你”和“我们”就表现得

格外亲切，温润而自然。第二大句，以革命歌

曲中抒情叙述形式作为手段，以弱拍起、宽节

奏的长音调唱出“江山就是人民，绘成你胸中

景象”，音乐如从近景拉向中景，变得舒展、悠

长，继而在呈现和铺开的基础上加入发展因

素。第三大句，用密集语句、紧缩节奏的手法，

使音乐在保持乐句结构的同时积蓄力量，“为

了千秋伟业，为了时代华章，前赴后继，铸就辉

煌”。在乐队的烘托下，句尾的“煌”使积蓄的

力量得到增长，推向第二段落。

创作者把第二段落处理为情绪高涨的歌

唱 ，“ 伟 大 的 中 国 共 产 党 ，风 华 正 茂 ，山 高 水

长”。第二段歌词，把四句扩充为八句，并在最

后唱出“乘风破浪，扬帆远航，领航中国在新时

代的征程上”，意味隽永，回味久远。

一些基本手法植入二部曲式结构之中，如

从容的广板速度、平稳的节奏序列、宽广的旋

律等，使歌曲形成了简洁、朴素、大气、雄健的

气势和品格。旋律流畅优美，音域又大都控制

在九度以内，只用了简单的二部合唱等，这些

构思同二部曲式结构结合在一起，使乐曲既便

于抒发多姿多彩的丰富情感，又便于群众演

唱，创造性地完成了重大主题的艺术表达。

这些看似平易的手法和效果，实际上是很

专业的，也是作者有意追求的。特别可贵的

是，作品的艺术追求和手法运用不是为了创新

而创新，更不是为了技巧而技巧，而是在热血

沸腾、激情燃烧的创作冲动中表现出来的。这

种创造性的选择和运用值得肯定。

创作者深入生活，作品
才能深入人心；好歌是写出
来的，更是唱出来的

创作者深入生活，作品才能深入人心。音

乐创作正向着亿万人民的

伟大奋斗、丰富多彩的社

会生活敞开。

歌 曲《领 航》经 历 了

呕心沥血的创作历程，体

现 了 精 益 求 精 的 创 作 态

度。为了写好这首作品，

创 作 者 在 短 时 间 内 调 动

了 自 己 的 知 识 储 备 和 深

入生活后的所思所感，包

括 曾 先 后 二 十 几 次 去 西

柏坡学习走访、去西藏海

拔 最 高 的 哨 所 体 验 战 士

生 活 。 用 曲 作 者 亢 竹 青

自 己 的 话 来 讲 ：“ 如 果 没

有 这 个 经 历 ，我 对 党 史 、

对 国 家 的 发 展 都 不 会 有

那么深刻的了解。”

创 作 实 践 中 ，应 当 有“ 三 把 尺 子 ”。 第 一

把“尺子”拿在人民手上，人民对作品的态度

和取舍至关重要；第二把“尺子”拿在创作者

手上，负责任的创作者对自己的每一部作品

都要掂量再三，不会将自己不满意的作品拿

出去；第三把“尺子”拿在创作的组织者和评

论者手上，他们对作品的比较、鉴别和要求是

严肃、有标准、有依据的。真正的好作品，一

定出现在这“三把尺子”的交汇点上。

《领航》已从大型文艺演出的舞台走进大

众。要实现更好传播，可以根据不同年龄群体

的特点调整歌曲的调、演唱的最佳速度、合唱

的适当形式，还可以为他们写作或编配不同的

伴奏版本，钢琴的、民乐的、管乐的、管弦乐乃

至课堂乐器的，以及为他们提供适合的范唱音

像版本和辅导工作。

好歌是写出来的，更是唱出来的。让我们

随着《领航》的歌声，写好歌、唱好歌，走在新时

代的伟大征程上！

（作者为作曲家）

《《领航领航》》唱出激荡昂扬的时代旋律唱出激荡昂扬的时代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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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话剧院创作的话剧《八步沙》，以甘

肃古浪县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

林的真实事迹为素材，在舞台上展现了奋斗人

生的力度与光彩，令人难忘。

八步沙位于甘肃省古浪县腾格里沙漠的

边缘。40 年前，这里饱受风沙之苦。剧中的陆

沙娃等六个老汉就出现在这一个时段。

话 剧《八 步 沙》以 真 实 地 名 作 为 剧 名 ，以

“六老汉”治沙的真实事迹为叙述主体，又宕开

一笔，将特定外部环境与人物内心世界巧妙地

融为一体，为全剧注入浓郁饱满的戏剧情境和

情感，独具艺术魅力。

全剧情节一波三折，以小见大。舞台上，

黑压压的沙尘暴铺天而来时，“六老汉”在严酷

环境中吃尽苦头，摸索出“一棵树，一把草，压

住沙子防风掏”的宝贵经验。漫无边际的沙漠

终于出现一抹绿色，继而，一棵又一棵绿树成

活成林，终成一片绿洲，观众的心也被艺术的

琴弦拨动。

该剧叙事朴实，地理风貌、人物造型和语

言行为都是那样平凡，但就在这平凡之中，六

个老汉、许书记、贺老三、刘技术员和当地村民

们 本 真 的 性 情 得 到 了 自 然 流 畅 的 充 分 体 现 。

他们对家乡、对土地难以割舍的赤诚情怀，对

子孙后代义不容辞的勇敢担当，都在质朴叙事

中一一呈现。

比如，剧中人陆沙娃，以六旬之龄担任八

步沙历史上第一个护林队的队长，领着其他五

位老汉，如同当年扛枪上战场一样来到大漠扎

下根来。他的信念很坚定：“只要能有好日子

奔，咱浑身都是劲！”当同伴被沙子压昏过去，

醒后哭喊着要回家时，他说：“咱自己为了自己

的光景，吃点苦受点累算什么”。这样的语言

朴素直白、充满力量，让其他几位老汉内心服

帖。再比如，外号“大炮筒子”的王福生，在巨

大的沙尘暴面前有过动摇，但当说到眼下面临

的恶劣生态环境让子孙后代怎么活下去时，他

说：“我也舍不下那些树苗苗”。

还有两位不可或缺的人物：许书记和刘大

志。许书记是基层党组织负责人，他的人物身

份、外表、语言和动作行为与“六老汉”有所不

同，但与他们又是那样贴近。每次许书记的出

现，都是一个重大事件或故事转折的开始：将

陆沙娃等“六老汉”组织起来护林的是他；解决

“六老汉”的住宿问题、建立八步沙林场的是

他；在“六老汉”情绪低落要喝“散伙酒”时，使

他们重新凝聚起来把“散伙酒”喝成“团结酒”

“加劲酒”的还是他……这点点滴滴让人真切

地感受到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和担当。刘大

志这个人物的设计，给“六老汉”注入活力与希

望。他代表了科学先进的理念，代表了新人对

“六老汉”治沙的传承与接续。

话剧《八步沙》舞台格调大气恢弘，无论是

昏天黑地、沙进人退的灰暗压抑，还是绿树成

荫 、鸟 语 花 香 的 迷 人 浪 漫 ，都 过 渡 得 柔 和 自

然 。 全 剧 结 尾 ，曾 经 肆 虐 的 沙 漠 在 一 点 点 缩

小，万木葱茏的绿洲在一片片扩大，树木和绿

色已不是孤立的名词，他们从当年八步沙人心

中 遥 远 的 梦 ，变 成 了 眼 前 令 人 欢 欣 鼓 舞 的 现

实。花香鸟叫，人们在树荫下徘徊留恋……舞

台上，老汉们的身后，是第二代、第三代、第四

代治沙人，更多年轻人参与种树、造林、护林。

这是一项事业的传承接力，更是一种精神的薪

火相传。

话剧《八步沙》为观众展现了一段已经过

去却依然连接着当下与将来的历史，塑造了鲜

明可信的人物群像，让我们再次体会到，一部

优秀的艺术作品一定会绽放精神的光彩。

图为话剧《八步沙》剧照。 刘 宁供图

展现奋斗人生的光彩
秦 雯

②②

一个优秀的指挥家，要解
决的不仅是艺术和技术问题，
更需要有对社会的深刻认识、
对生活的深切感悟以及对人生
的深入思考

图①：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1 周年交响音乐

会节目《领航》。

卢 旭摄

图②：北大师生同唱

《领航》。

来 源 ：央视《新闻联

播》

图③：中央民族乐团

上演民乐版《领航》快闪秀。

中央民族乐团供图

制图：赵偲汝

①①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