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刚刚落幕的北京市第二十六届

学生艺术节和“美育芳草”国家大剧

院青少年艺术节上，许多中小学乐团

都把我的 《炎黄风情》 曲目纳入音乐

会节目单。这对一些中学生乐团来说

已经是持续多年的演出传统。而令人

惊喜的是，两支小学生乐团同样从中

选 择 了 曲 目 ，《走 西 口》《紫 竹 调》

《兰花花》《杨柳青》《太阳出来喜洋

洋》 由这些平均年龄不到 11 岁的孩

子们演绎得色彩各异、感人至深。

从教于奥地利格拉兹艺术大学的

华人音乐家宋娜在网络上听到音乐会

后说：“孩子们演奏的 《走西口》，如

此纯朴、自然。《炎黄风情》 让几代

人都能读懂，喜欢。”“在国外，每每

听到 《炎黄风情》 以不同形式呈现在

舞台，都会被这部民族音乐文化的经

典震撼。”短短几句话，点明了 《炎

黄风情》 的两个宗旨：向后代传承，

向世界传播。

把民歌作为活的
文化形态保护传承

《炎黄风情》 是用西方管弦乐的

绚丽色彩展现中国民歌艺术魅力的管

弦乐组曲。诞生 30多年来，它一方面

被纳入中国九年制义务教育音乐教

材，通过课堂向下一代传递着古老的

民族文化；一方面成为海内外演出率

最高的中国管弦乐作品之一，通过音

乐会、唱片、广播、电视、网络等形

式，向世界传递着中国声音。

大 陆 和 台 湾 的 当 代 指 挥 家 几 乎

都曾指挥演出过 《炎黄风情》。海外

指挥家也频频在世界各地奏响这些

地跨东西南北、情及喜怒哀乐的中

国旋律。近几年，越来越多的青年

指挥家把 《炎黄风情》 列入自己的

音乐会曲目。今年年初，美国明尼

苏 达 管 弦 乐 团 演 出 的 《炎 黄 风 情》

赢 得 观 众 高 度 赞 扬 ， 其 指 挥 则 是

《炎黄风情》 的“同龄人”——1990
年出生的钱骏平。

《炎黄风情》 保留了原民歌的标

题、旋律，并依照原歌词的意境、情

感，以西方多声部结构和管弦乐色

彩，演绎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旋律以及

幻化在其中的中国故事。当英国管奏

唱出月下泉边的云南情歌 《小河淌

水》，当法国号勾勒着迷离烟雨中的

《无锡景》，当意大利小提琴以 《茉莉

花》 那含情脉脉的旋律诉说着乡间女

子的爱情憧憬，当“洋鼓洋号”伴着

唢呐一起 《闹元宵》，描绘着“东风

夜放花千树”的节日场景……那沧海

桑田的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久远传

说中的斗转星移、人生沉浮，让海内

外炎黄子孙如临其境，感同身受。中

西文化的差异与隔阂，在浑然不觉中

消弭。

将民歌改编为器乐曲，或者在器

乐曲中引用民歌，在西方专业音乐中

古已有之。从海顿改编的 450 首英国

民歌，到贝多芬改编的 170 首欧洲民

歌，从 19 世纪的李斯特、德沃夏克、

格里格、柴可夫斯基，到 20世纪的拉

赫玛尼诺夫、拉威尔、斯特拉文斯

基、雷斯皮基、巴托克、艾夫斯，都

将民歌融入创作中，形成了西方专业

音乐引用和改编民歌的传统。

至于用外来乐器讲中国故事，同

样由来已久。中国音乐史，本身就是

一部不断吸收外来乐器和表演形式的

历史。唐代诗人岑参曾写下“琵琶长

笛 曲 相 和 ， 羌 儿 胡 雏 齐 唱 歌 ”， 箜

篌、筚篥、羌笛、胡琴、琵琶这些来

自西域的乐器逐渐进入中原地区，龟

兹乐、安国乐、康国乐、柘枝舞、胡

旋舞等来自西域的音乐舞蹈，从汉唐

时代开始，陆续融进了中国的宫廷音

乐和民间音乐，代代相传。

由 于 音 乐 各 要 素 之 间 的 相 互 制

约，以和声为基础的西方专业音乐在

旋律、音色、节奏等方面的发展受到

一定的限制。而中国包括民歌在内的

传统音乐有着西方专业音乐难以比肩

的独特神韵和丰富积淀。我们要将民

歌视为一种活的文化形态，通过学术

的和教育的方式，在民族文化接力中

对其进行保护与传承。

通过交响音乐推
动中国民歌走向世界

将西方管弦乐在多声部结构方面

的优势同中国音乐在旋律方面的优势

相结合，由此弥合东西方文化背景的

空间差，弥合不同时代审美需求的时

间差，使中国传统音乐获得新的生命

和开放性发展——这就是 《炎黄风

情》 的初衷。

改革开放后，中国同西方的文化

交流不再是单向吸取。中国需要世界

文化，需要“洋为中用”，世界也需

要中国文化，需要“中为洋用”。《炎

黄风情》 应运而生。

《炎黄风情》 不以民歌作为器乐

曲素材，而以展示民歌为目的。同

时使用东西方两种音乐元素时，必

须保持各自的特色和优势——既不

能为了迁就西方音乐结构而破坏民

歌旋律的醇厚韵味，也不能为了顺

应中国传统旋律而破坏西方音乐的

严密结构。东西方音乐的“柳眉星

目”和“金发碧眼”各有其美，不

必削足适履、互相模仿。

《炎黄风情》 的交响化，是为单

线条民歌旋律加上源自西方的对位、

和声，以繁简相补、动静相对、起止

相错的不同声部之间的协调与错落，

体现多声部音乐的均衡之美。这需要

在 后 天 的 长 期 学 习 和 积 累 中 不 断

修炼。

我创作 《炎黄风情》 的愿望，是

通过家喻户晓的民歌旋律，帮助中国

听众了解西方管弦乐；同时，也让西

方听众借助耳熟能详的管弦乐，亲近

中国民歌、中国传统文化。期待越来

越多的音乐家未来继续深耕中国民歌

音乐，继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包括民歌、歌舞曲、戏曲音乐、曲艺

音乐和各类器乐曲的传统音乐文化遗

产，让世界听到华夏土地上的动人音

符，让我们的音乐丰富人类共同的音

乐宝库。

（作者为中国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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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世界遗产，很多人都不陌生，

中国的长城、故宫、泰山，埃及的吉萨

金字塔群、印度的泰姬陵、法国的枫丹

白露宫、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都名

列其中。在 9 月闭幕的第四十五届世

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的“普洱景迈山古

茶林文化景观”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它与 2022 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的“ 中 国 传 统 制 茶 技 艺 及 其 相 关 习

俗”一道，反映了中国茶文化天人合一

的 理 念 与 世 代 传 承 的 知 识 体 系 。 至

此，中国已拥有 57 项世界遗产，其中文

化遗产 39 项、自然遗产 14 项、文化与

自然双重遗产 4 项，在世界遗产这部卷

帙浩繁的画卷中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五

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

性、包容性与和平性。

世界遗产体现人
类文明历史和文化多
样性

世界遗产保护始于 1972 年。这一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十七届

会议在巴黎举行，人们意识到文化遗

产和自然遗产面临自然衰败和人类社

会发展、战争带来的损害和破坏。11
月 16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提出具有

突出世界性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是

“世界人民共有的、不可替代的财富”，

并 呼 吁 各 国 为 保 护 这 些 遗 产 共 同 努

力。1985 年，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

和自然遗产公约》，有力承担起携手保

护人类重要遗产的责任。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规定，文化遗产必须是具有突出世界

性价值的不可移动的物质遗产，即纪

念物、建筑群、场所（包括遗址、文化景

观等），自然遗产则是同样具有突出世

界性价值、由物质和生物结构及其组

成的自然面貌，即地质和自然地理结

构、动植物生存区域和自然美景。可

以说，世界遗产是人类文明历史和文

化多样性的直接体现。

《世界遗产名录》有严格的“准入

标准”。能否反映人类价值观交流并

产 生 重 要 影 响 ，是 否 是 某 种 建 筑 、景

观 类 型 的 范 例 ，是 否 与 重 大 历 史 事

件 、信 仰 、文 学 作 品 等 有 直 接 和 物 质

的关联等，都是考量的依据。除此之

外 ，还 要 满 足 真 实 性 和 完 整 性 的 要

求，并处于良好保存状况。这些标准

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被列入《世界遗

产 名 录》遗 产 项 目 的 珍 稀 性 和 代 表

性。入选遗产凝聚了人类智慧，是文

明和文化传统的见证，是人们研究历

史发展和文化演进的档案，对于构建

人 类 文 明 演 化 历 程 有 着 直 观 且 重 要

的作用。

1978 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公布首

批《世界遗产名录》，12 项文化和自然

遗产入选。如今，全球已有 1199 项世

界遗产，其中包括 933 项文化遗产、227
项自然遗产和 39 项双重遗产，共同构

建人类文明历程演化的物质场景。它

们 既 包 括 各 大 文 明 的 文 化 和 历 史 遗

存，也包括部分 20 世纪具有代表性的

城市、建筑群和场所。世界各国积极

推荐本国遗产跻身世界遗产，对本国

遗产价值的挖掘和阐释，进一步深化

了 申 报 国 对 自 身 历 史 文 化 的 理 解 与

认识。

世界遗产展现中
华文明特性

1987 年 ，中 国 首 次 申 报 世 界 遗

产，包括长城、泰山、莫高窟、秦始皇

陵 及 兵 马 俑 坑 、北 京 故 宫 、周 口 店 北

京人遗址在内的 6 项遗产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

如今，经过几代人努力，中国的 57
项世界遗产初步构建起中华文明的表

达体系，浓缩了从史前、中华文明形成

初期到各历史朝代，再到中国近代社

会的漫长时光，展现出中华文明的连

续性和中华民族的创造性智慧。2019
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良渚古城遗

址，代表了中华文明起源初期，满天星

斗般的多处文明源头之一的形态，展

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以稻作农业为支

撑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2006 年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殷墟则反映了商

代 的 城 市 、建 筑 、文 字 和 青 铜 冶 炼 技

术，展现出中华文明早期社会的基本

特征。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

创造了诸多工程奇迹，展示了中华文

明突出的创新性。1987 年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的长城、2000 年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的青城山—都江堰和 2014
年 列 入《世 界 遗 产 名 录》的 中 国 大 运

河，都是古代工程经典。开凿始于公

元前 5 世纪的大运河、始建于公元前 3
世纪的都江堰至今仍然发挥着航运和

灌溉作用，是人类可持续发展工程的

范例。

中国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的遗产项目折射出中华

文明独特的审美特质。无论是北京

故宫和天坛对中正和谐、端庄对称的

建筑风格的追求，还是苏州古典园林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师法自然，或

是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水光滟潋晴方

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山水意境，抑

或是庐山国家公园“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的雄浑气势，都是中

华民族传统美学的外化，丰富着人类

对美的感受与认知。

拉萨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丽江

古城、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平遥古

城、开平碉楼与村落、福建土楼……各

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明展现出多姿

多彩的样态，这种多样性又见证了中

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过程。产生于

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古至今，不仅

融入中国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而且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文化所推崇、借鉴与吸收。1994 年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曲阜孔庙、孔林

和孔府，就是儒家思想传承与发展的

物质见证。

中 华 文 明 突 出 的 包 容 性 在 世 界

遗产项目中也有直接体现。2014 年，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哈

萨 克 斯 坦 和 吉 尔 吉 斯 斯 坦 联 合 申 报

的项目，反映了从公元前 2 世纪至公

元 16 世纪亚欧大陆之间的贸易往来、

文 化 交 流 以 及 由 此 产 生 的 技 术 创 新

成 果 。 这 种 文 化 包 容 性 还 体 现 在 云

冈 石 窟 、龙 门 石 窟 、大 足 石 刻 和“ 泉

州 ：宋 元 中 国 的 海 洋 商 贸 中 心 ”等 世

界遗产项目中。

“ 这 是 一 座 很 小 的 岛 ，却 是 巨 大

的价值和精神的载体。”2017 年，时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

科 娃 在 为 鼓 浪 屿 颁 发 世 界 遗 产 证 书

时 ，动 情 地 说 ：“ 这 座 岛 给 了 我 们 希

望，它是一堂全球公民课，激励我们、

引 导 我 们 实 现 文 化 的 和 平 共 处 。 我

们 今 天 比 以 往 任 何 时 候 都 更 需 要 这

一信息。”在鼓浪屿，20 世纪初本土文

化、开埠通商所带来的西方文化和华

侨回归带来的南洋文化进行对话，并

融 合 、孕 育 出 新 文 化 ，这 是 世 界 遗 产

的当代价值所在。

共同守护人类文
明的家园

世界遗产保护是不同文化对话合

作的过程。中国已 4 次当选世界遗产

委员会成员，并两次作为世界遗产委

员会主席国，主办 2004 年第二十八届

和 2021 年第四十四届世界遗产大会。

无论是参与世界遗产管理、评估机制

改革、操作指南修订、为世界遗产项目

和相关缔约国提供技术支持和合作，

还是建立中国—非洲世界遗产保护管

理能力建设合作机制，中国均对世界

遗产保护和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中

国还参与制定 1994 年《奈良真实性文

件》、2005 年《西安宣言》、2007 年

《北京文件》等世界遗产领域

重要文献，积极参与关

于遗产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灾后遗

产重建、城市历史景观保护的探索和

实 践 ，为 世 界 遗 产 保 护 贡 献 了 中 国

智慧。

在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

产 公 约》初 期 ，中 国 得 到 许 多 国 家 和

国 际 机 构 在 技 术 和 资 金 上 的 帮 助 和

支持，不断提高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

能力。经过大量实践后，中国已具备

丰富的管理经验和优秀的技术能力，

从 遗 产 保 护“受 援 国 ”成 长 为 遗 产 保

护“援助国”。从 1993 年开始，中国参

与 了 柬 埔 寨 吴 哥 古 迹 遗 产 保 护 的 国

际援助与合作，先后修复了周萨神庙

和茶胶寺，并成为柏威夏寺保护项目

的联合主席国。2017 年，中国承担了

尼 泊 尔 加 德 满 都 九 层 神 庙 的 震 后 修

复 保 护 工 作 ，为 尼 泊 尔 灾 后 重 建 、社

会恢复作出重要贡献。除此之外，中

国还参与乌兹别克斯坦、缅甸等国的

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援助过程中，

中 国 与 参 与 国 际 援 助 项 目 的 其 他 国

家 以 及 所 在 国 始 终 保 持 密 切 交 流 与

合作，在遗产保护能力建设方面共同

成长。

世界遗产申报同样是国际交流的

过程。其间，中国向世界表达和阐释了

中国文明观，中国世界遗产的独特性和

普遍价值也得到广大缔约国的理解和

赞誉。如果我们将构建中国世界遗产

体系视作讲述中华文明史中的一环，那

么，保护世界遗产既是中国承担的国际

义务，也是传承中华文明的历史责任。

伴随中国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

不断增加，我们将对中国的世界遗产

产生更为深入的认识，并将把中华

文明史叙写得更加丰满，与更多

国家一起守护人类文明的火

种，建设我们共有的家园。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

授、清华大学国家遗产

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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