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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 ，为 迎 接 党 的 二 十 大 胜 利 召

开 ，中 国 文 联 、中 国 音 协 举 办 了“ 新 时 代 交

响”——全国交响音乐作品征集活动。短短 3
个月时间，征集到了 355 部原创交响音乐作品，

作品数量和参与人数都创下历史纪录。其中，

20 余部优秀作品经过修改打磨，组成“礼赞新

时代——原创优秀交响乐作品展演”系列音乐

会进行全国巡演。2023 年，第八届“中国交响

乐之春”以“新时代号角”为主题，遴选出一批表

现重大题材的作品，再次彰显新时代中国交响

乐的面貌和风采。以这两次遴选和展演为代

表，近年来中国音乐家始终牢记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坚定文化自信，展现中国气派，创

作出一批记录时代发展，提振精神力量的重要

作品。

紧扣时代脉搏
讴歌奋斗征程

主动开掘革命历史题材是中国交响乐创

作的光荣传统。从冼星海《第一交响曲——民

族解放》、马可《陕北组曲》到丁善德《新中国交

响 组 曲》、李 焕 之《春 节 组 曲》、吕 其 明《红 旗

颂》……回首中国交响乐百年发展历程，创作

者扎根现实生活，以红色文化为创作底色，写

出一批家喻户晓的精品力作。

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新时代

以来，在重要时间节点，中国交响乐发扬文化

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用心用情创作主旋律作

品。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

型交响套曲《长征》以 9 个乐章的鸿篇巨制讲述

伟大长征的艰难历程和重要意义。第七交响

曲《英雄》敬献改革开放 40 周年，歌颂了开拓创

新、勇于担当的精神品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之际，“像一首首流动的诗，一幅幅

壮美的画”的大型交响套曲《我的祖国》受到人

们的热烈欢迎。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周湘林《鲜红的太阳》以饱满的热情对中国

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进行细致描绘，真挚表达

了广大人民群众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杨帆

《父辈》、杨莹《百年征程》、王丹红《光芒永在》

也以不同形式缅怀革命先烈，展现共产党人的

信仰和理想。

中国交响乐创作者用音乐语言讲好新时

代的中国故事。由 4 部交响乐作品构成的《新

时代交响组曲》，以激昂奋进的旋律凝聚拼搏

向上的精神力量：关峡《星辰大海》用象征手

法，表达全国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的自信与坚定；方石《幸福欢歌》用地方性的音

乐语言将听众带到鄂西山区，分享土家儿女脱

贫后的喜悦心情；常平《领航奋进》以深沉的情

感力量、精巧的艺术手段抒发正能量；张千一

《光荣梦想》营造出“心潮逐浪”的崇高感和历

史感，大气恢弘、庄严厚重。叶小钢《喜马拉雅

之光》《草原之歌》《少陵草堂》《美丽乡村》《新

韶九章》《重庆组曲》等作品，构成“中国故事”

系列，尝试传达人类共通的思想情

感，并用世界通行的交响体裁进行

海外传播。另外，大型套曲《丝路追

梦》、交响音画《大秦岭》等作品，也都

呼应了“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等重大主题。

创新体裁形式
展现中国气派

当下交响乐创作不断创新体裁形式、展现

中国气派，并力图用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

的音乐语言表现重大主题。

创新体裁形式，旨在打破样式、技法、风格

的藩篱，音乐语言不拘一格。例如，张千一的

交响套曲《我的祖国》，以歌曲《我的祖国》贯穿

整部作品并首尾呼应，7 个乐章既能单独演奏，

合起来又构成一部完整的交响套曲。叶小钢

的第五交响曲《鲁迅》不仅呈现出多乐章的套

曲结构，还颇具创新意识地将现代技法和传统

技术、民族风格和国际化表达有机结合，并通

过多媒体多样态的综合性形式予以展示。

展现中国气派，要体现中国交响乐的民族

特性。新时代的中国交响乐深入挖掘中国传

统音乐宝库，运用中国传统的和声形态、调性

思维、音色手法、结构原则等，使交响乐这一舶

来艺术得到本土化改造。优美动听、色彩斑斓

的中国传统音调，展现出当下创作者对中国风

格的自觉追求。赵麟的交响音诗《千里江山》

将笙、琵琶、二胡、竹笛等中国传统乐器与管弦

乐队结合，从北宋画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

汲取灵感，描绘出新时代的锦绣河山。6 个乐

章的标题均出自中国古典文学名句，尽显传统

文化之美。徐之彤《古道诗情》的音乐素材来

自具有浙江地域风格的《采茶舞曲》，表现了当

地风光秀丽的绿水青山和生趣盎然的民俗文

化。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发展民

族化的音乐语言，新时代交响乐显现出深厚的

文化底蕴。

营造崇高境界
彰显信仰之美

交响乐具有结构编制宏大、表现内容丰

富、艺术张力强劲、情感意蕴深广

等特质，在表现时代生活、人民实

践，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凝聚

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等方面具有天然

优势。再加上交响乐常用于大型庆典

等特殊场合，自然流露出庄严感和崇高感。

为了更好地让观众感受交响乐的思想内

涵，作曲家会在艺术表达上运用描绘性音乐语

言、类比等表现手法，引用大众熟知的旋律音

调，塑造具有文学性和象征性的音乐形象，给

予听众以有效引导。邹航《山河永定》以号角

式的旋律表现新时代脉动，融合《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的主题，折射出中国人民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青年作曲家龚天鹏《百年颂》

沿袭了严谨的古典交响乐结构形式，采用“初

心”主题贯穿全曲，结合人们熟知的革命历史

题材音乐旋律，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新 时 代 的 交 响 乐 创 作 如 何 表 达 信 仰 之

美？这就需要营造出“崇高”的审美境界。这

种“崇高”不仅是美学意义上的崇高，更是革命

者、英模人物的崇高气节，是用“雄浑”和“庄

重”表现革命英雄主义、表达革命理想信念。

于阳《中国颂》的高潮，《东方红》旋律缓缓响

起，人们仿佛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带领

下，光荣和梦想正在新征程中逐步实现，思想

情感随之得到升华。交响合唱《万岁，伟大的

中国共产党》中，乐队浪潮般奔涌的音流衬托

下，合唱以排山倒海的恢弘气势，表达人民群

众同心向党的坚定信念。

中国交响乐正紧跟时代步伐，从时代的脉

搏中感悟艺术的脉动。我们相信，音乐创作

者将会以更加昂扬的姿态，从时代之变、中国

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通过

动人的音符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展现新

时代的精神气象。

（作者为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中国音乐高

等研究院研究员）

图①：四川成都大运村艺术中心举办的

“梦在仲夏”交响音乐会。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图②：甘 肃 兰 州 西 固 村 百 姓 大 舞 台 文 艺

演出。

新华社记者 方 欣摄

制图：蔡华伟

中国交响乐
奏响主旋律

李诗原

我出生于军人家庭，在

部队大院中成长，少年记忆

里满是嘹亮的军号声。我的

父母都从事歌曲创作，从小

的耳濡目染让我对军歌有着

特殊的感情。后来，我参了

军，军队生活给予我一生的

财富。

中学毕业后，我前往山

西开始了 7 年的连队生活。

站岗放哨、野营拉练，有时行

军一天要走 200 多里路。好

不容易沾床休息一会儿，我

一边挑着脚上的水泡，一边

体味行军路上的感受。一天

夜晚，我在站岗时望着天上

的月亮，心中感慨万千，于是

拿起笔写下了《站在哨所望

北京》寄给妈妈。这首诗是

我的第一个作品，现在看来

显得有些稚嫩，但它引领我

从此走上创作的道路。

创作之路千万条，深入

生活是第一条。我从事文艺

创作已有半个多世纪，军营

的火热生活、基层的平凡质

朴，给了我源源不断的创作

灵 感 。 我 曾 在 前 线 待 了 半

年，跟着演出队送战士们出

征，也亲眼看到他们在战场

上 的 英 勇 与 牺 牲 。 时 隔 10
年后我故地重游，在烈士陵

园中看到昔日战友的墓碑，

再想到他们用青春与热血守

护祖国，崇敬和感怀之情油

然而生，由此写出了《当兵的

人》歌词。这首歌曲从战士

角度出发，唱出了军人的豪

迈心声。当兵的人和普通人

“一样”，离开家乡会思念父

母，但他们又和普通人“不一

样”，因为身上还肩负着保家

卫国的重任。后来，《当兵的

人》广为传唱。有人说，它唱进了战士们的心坎里。我

觉得，作品之所以被大家认可，就是因为歌曲中蕴含着

真实的情感力量。

创作不能只坐在家里翻书本、查资料，必须实地去

体验、去感受。主题的提炼就是在不断了解和开掘中，

一步步鲜活起来的。我和同事们在创作大型声乐套曲

《西柏坡组歌》时，3 年里 9 次前往西柏坡采风，从参观

纪念馆到红色足迹寻访，从与民俗专家交流到实地考

察，随着我们对西柏坡精神理解的深入，创作灵感源源

不绝地涌现。尽管这部作品反复修改了 10 余次，但我

对《天下乡亲》一曲仍不满意，觉得还没有找到作品的

词眼。直到我们去到一个村里，一位老人拉着我的手

说：“可把你们盼来了！”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我。“风也

牵挂你，雨也惦记你，住过的小山村，我是否对得起你

……我来的时候，你倾其所有。你盼的时候，我在哪

里？你望眼欲穿的时候，我用什么来报答你？”歌词自

然而然从我的笔端流淌出来。

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都是为内容服务的。从战争

年代到和平年代，军歌的歌词、旋律和曲调不断发展，

军歌创作如何适应时代，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但

无论怎样变化，军歌都凝结着势不可挡的英勇气概，汇

聚着钢铁洪流的磅礴伟力，承载着将士们的光荣使

命。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首军歌，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情

感，一部军歌史，浓缩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至强

的辉煌历程。

文艺创作是艰辛的创造性工作，不能急功近利，需

要一颗精益求精的“匠心”。创作者要耐得住、沉得下、

走得稳，不断学习：向基层学习，战士们质朴的语言接

地气更能打动人心，部队官兵的原创作品最能反映他

们的心声；向传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创作者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向生活学习，生活的沃土给予

我们坚实的创作根基，也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歌词要

像种子一样种在生活的沃土里，而后才能插上音乐的

翅膀展翅翱翔。

我年逾古稀，仍在创作的道路上不懈求索。近年

来，我担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音乐

舞蹈史诗《奋斗吧 中华儿女》等国家重大文艺演出总

撰稿，民族歌剧《雁翎队》编剧，交响组歌《长城》作词、

撰稿。从诠释建功新时代铿锵誓言的《强军战歌》，到

唱出重整行装向前进的《我们从古田再出发》，我在创

作中见证了伟大的时代，也通过一首首歌曲传唱时代

之声。

（作者为词作家、一级编剧，本报记者邝西曦采访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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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创作是艰辛的创造性工作，
不能急功近利，需要一颗精益求精的

“匠心”。创作者要耐得住、沉得下、
走得稳，不断学习。

70 多年前，志愿军战士周全弟被冻伤在长

津 湖 的 冰 天 雪 地 里 ，失 去 了 双 手 和 双 腿 。 今

天，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周炯走上战场，与爷爷

的战友们重温历史现场，完成老人的心愿……

纪录片《超时空寻找》以抗美援朝老兵为主角，

别出心裁地通过数字技术，让他们与战友、亲

人重逢。为将英雄事迹与数字技术融合起来，

创作团队前往 12 个省份调研，走访 60 余位老

兵，搜集各类珍贵资料，在此基础上营造真实

可感的虚拟场景。父子相见、夫妻话别、战斗

冲锋等一幕幕场景，生动呈现在老兵眼前。他

们快步前行、伸手相拥等不经意间的表情动作

感人至深。结合影像资料和情景再现，作品以

老兵视角展现了上甘岭、长津湖等著名战役，

向 观 众 传 递 着 钢 少 气 多 、保 家 卫 国 的 精 神 力

量。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一组组跨越时空的对

话，无不激励着我们珍惜美好生活，赓续光荣

传统，昂扬奋斗精神。

（赵 振）

数字还原历史
传递精神力量

在“ 国 风 ”“ 国 潮 ”兴 起 的 当 下 ，以 全 新 视

角 演 绎 传 统 文 化 的 文 艺 作 品 大 量 涌 现 。 文

化 类 节 目《万 卷 风 雅 集》聚 焦 文 献 典 籍 中 的

“ 名 场 面 ”，以 深 入 浅 出 的 方 式 ，搭 建 起 文 化

记 忆 与 当 代 审 美 的 视 听 桥 梁 ，带 观 众 领 略 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至今的丰富样态。节目

中，不同年龄段嘉宾组成游学团，前往绍兴、

苏州、承德、西安和青州 5 个城市开展研学活

动 ，围 绕 衣 、食 、行 、学 、玩 等“ 打 卡 ”古 人 生

活 ，体 验 经 典 名 作 背 后 的 人 物 故 事 和 风 土 人

情。嘉宾们不仅亲身感受，还用当代视角进行

解读，向观众展现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的内在

连接。比如，三五好友在竹林深处品尝茶点，

和时下流行的露营有异曲同工之妙。曲水流

觞、蹴鞠、射覆，节目里的这些活动演示，增强

了传统文化普及的趣味性，拉近了观众与古人

生活的心理距离，让人感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魅力。

（韩 筱）

连通古今生活
传承文化根脉

舞剧《深 AI 你》剧如其名，既讲科技，又说

情感。作品营造了一个未来世界，年幼的小海

因为母亲离世感到孤独，忙于工作的父亲买来

一款人工智能机器人照顾他。在朝夕相处中，

小海变得快乐起来，机器人也渐渐拥有了同人

类一样的情感。随着小海长大，他对机器人的

需求越来越少，机器人选择有尊严地离开……

整部剧不仅讲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更在探讨

现实生活中的亲子关系，比如父母应该如何陪

伴孩子，怎样在孩子长大后恰当放手等，引人深

思。舞剧中的裸眼 3D、移动屏幕等舞台科技勾

勒出科幻空间，家政机器人、陪伴式机器人、教

育式机器人等令人目不暇接，带观众畅想未来

世界的生活场景。剧中几段反映主角内心情感

的独舞与组舞，动作优美又富有视觉冲击力，以

肢体语言触及观众内心：人工智能将怎样改变

我们的生活？人们应如何与人工智能相处？也

许，充满真情的 AI（爱）能给出答案。

（豆 子）

科技赋能艺术
畅想未来生活

核心阅读

新时代的中国交响乐深
入挖掘中国传统音乐宝库，运
用中国传统的和声形态、调性
思维、音色手法、结构原则等，
使交响乐这一舶来艺术得到
本土化改造。优美动听、色彩
斑斓的中国传统音调，展现出
当下创作者对中国风格的自
觉追求

如何表达信仰之美？需
要 营 造 出 一 种“ 崇 高 ”的 审
美 境 界 。 这 种“ 崇 高 ”不 仅
是美学意义上的崇高，更是
革命者、英模人物的崇高气
节，是用“雄浑”和“庄重”表
现革命英雄主义、表达革命
理想信念

图为纪录片《超时空寻找》海报。

②②

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