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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7 日，“华彩新章”京彩

三重奏室内乐音乐会在国家大剧

院举行。这次演出中，我与单簧

管演奏家王滔、钢琴演奏家张放

组成“京彩三重奏”，礼赞新中国

75 周年华诞。这些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为灵感谱写的演出曲目，

传递出我们对当代古典乐创演的

思考、对祖国深厚真挚的感情。

中西交融乐相通

音乐是融通的语言。《礼记·

乐记》 中有言，“乐者，天地之和

也。” 1786 年，德国音乐家莫扎

特为颂扬友谊写下音乐史上第一

篇“单簧管、中提琴和钢琴”三

重奏曲目 《降 E 大调三重奏》，后

来舒曼、布鲁赫等西方音乐家竞

相效仿，将这一乐器组合运用到

室内乐创作中。我们 3 人均毕业

于中央音乐学院，在中国音乐教

育体系中学习，随后前往海外深

造。这样的经历令我们能敏锐体

察中西音乐的异同，探索不同音

乐形式、不同乐器之间开展对话、

融合创新的可能。我们渴望新的

尝试与探索，以三重奏室内乐这

一西方传统音乐形式演绎中国当

代作曲家谱写的心灵之歌，以期

西方观众在熟悉的音乐语汇中感

受中国音乐的脉动，体悟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愿望成真并非易事。“乐”由

心生，唯有沉心静气，才能在创

作道路上行稳致远。室内乐被誉

为“智者之间的对话”，考验演奏

者彼此间的默契。一年多前，我

们便开始联系作曲家，就乐曲谱

写多次研讨，并在谱曲完成后邀

请 10 位 作 曲 家 参 与 排 练 ， 细 细

打磨。

中西音乐交融之美不囿于形

式，更胜在内容和思想的契合。

在音乐厅中，观众被我们演奏的

《橙黄橘绿》 深深打动。这部作品

借鉴了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创作

理念。德彪西将法国印象派绘画

手法运用到音乐创作中，用乐符

表现光线与色彩的瞬间运动，并

结合东方音乐、西班牙舞曲和爵

士乐的特点，同时大量使用五声

音阶这种典型的东方音乐调式。

《橙黄橘绿》 使用五声音阶与西方

现代作曲技巧相结合，令一段段

和弦浸满色彩，使乐章沉浸于朦

胧闪烁的意境，在听觉上给人以

稍纵即逝之感。

这 部 作 品 描 绘 了 秋 日 景 象 ，

灵感源自苏轼七言绝句 《赠刘景

文》 中的“一年好景君须记，最

是橙黄橘绿时”。诗中秋景一洗萧

瑟与伤感，斑斓的色彩寓意丰收

的气象，表达出诗人乐观豁达的

心境。咏叹秋景是古今中外诗人

们的永恒主题，英国诗人雪莱的

《西风颂》、济慈的 《秋颂》 和美

国 诗 人 弗 罗 斯 特 的 《摘 苹 果 之

后》 等 诗 作 也 表 达 了 对 秋 的 赞

颂，蕴含着诗人们对时光流逝和

四季变换的思考，与苏轼之作有

着异曲同工之妙。

源头活水在传统

我的父亲曾在民乐团担任指

挥，我早年也曾学习二胡，熟悉

中国民乐的曲式与风格，这为我

用西方乐器演奏中国风格的乐曲

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琴弓下流

淌的乐符带来新的色彩与艺术表

现力。多年实践令我深有感触：

音乐的传播与传承以文化内核为

依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

实现古典音乐的当代创新和中西

音乐的对话融通。

对 中 国 民 族 音 乐 研 究 得 越

深，越能萌生熟悉的感觉，与古

典 音 乐 两 相 对 照 ， 灵 感 倏 忽 而

至。本次音乐会上的多首曲目取

材 于 地 方 民 乐 ， 例 如 《扇 影 衣

香》 取材于山东胶州秧歌，同时

从唢呐曲牌 《得胜令》《水浪音》

《斗鹌鹑》 中提取核心动机旋律

线，变形重塑，贯穿全曲。为呈

现胶州秧歌的风采，我们反复观

看演出视频，学习动作、揣摩神

韵 ， 并 在 作 曲 家 刘 豫 徽 的 建 议

下，通过强调乐曲顿挫缓急的节

奏变化，充分表现胶州秧歌泼辣、

舒展、婉转相结合的艺术特点。

《娃娃要过河》 的灵感来自湖

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经典

民歌 《龙船调》。创排伊始，我们

便保留了这首民歌节奏轻快、情

感真挚的特点，并在演奏中创新

性地加入念白“ （问） 妹娃要过

河是哪个来推我嘛 （答） 我来推

你嘛”，为表演增加趣味性和互动

性，展现出土家族文化生动质朴

的一面。当我在演出中喊出这句

话时，观众席传来会心的笑声，

音乐厅的气氛变得轻松又愉悦。

《点墨生香》 则像一幅虚实相

生的中国山水画，留白之处引人

遐思。通过节奏的起伏变化，作

曲家李陆源营造出“皓月当空、

翠 竹 环 绕 ， 独 坐 楼 阁 、 远 望 群

山”的清幽意境。拿到曲谱后，

我和王滔、张放前往故宫博物院

揣摩元代画家黄公望、明代画家

沈周的山水画作品，希望通过中

提琴、单簧管与钢琴疏密相间的

演奏，营造雅致空灵的氛围。

当创作者对音乐有着深刻理

解、对生活有着独到感悟、对孕

育 这 种 音 乐 的 文 化 有 着 真 诚 情

感，演绎的乐曲也会具备弦外之

音、言外之韵，引领听众沉醉其

间。在与不同音乐文化的交流融

合中，我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中国

音乐、中国文化、中国表达，拥

有不可替代、独一无二的韵味和

魅力。

传承创新靠青年

音乐作品想要经久流传，不

仅需要与时俱进的创新与发展，

也需要代际间的薪火相传。

我们的创作团队很年轻，大

多是 80 后和 90 后青年音乐家，现

场也吸引了很多年轻观众。我们

3 人不仅是演奏者，也在音乐学

院任教，和青年人保持着紧密的

联系，引导他们用作品发声，身

体力行地为他们提供展示才华的

舞台。

青年音乐家要积极创新表达，

作品想出彩，就要在原创性上下

足功夫。音乐会的 10 首三重奏室

内乐作品均由中国青年作曲家原

创，五彩斑斓的华夏大地是他们

驰骋灵感、挥洒乐符的舞台。《长

城》 的创作者王乐游是 90 后，17
岁时赴德国学习音乐理论，作品

以乐符为画笔，临摹长城光景的

晨昏变化，讲述古老建筑的历史

传说和文化底蕴，“长城”不仅是

祖国形象的具象表达，也承载了

他的家国情思。《丝路拾光》 同样

由 90 后作曲家李博禅创作，中提

琴和单簧管的对话在钢琴和声中

渐次响起，乐声悠扬，古老的丝

路画卷在观众眼前徐徐铺展：黄

沙漫漫，驼铃阵阵，中外商旅穿

梭往来，文化交融的种子生根发

芽，茁壮成长……

一 场 音 乐 会 ， 我 们 用 心 用

情，将散落在祖国大地的民族音

乐带给观众欣赏，让留存于文化

古籍的诗词音律变得愈发生动，

给抽象的文化意象和文化精神插

上音乐的翅膀，飞入千家万户，

深入民心。这是音乐创作者的浪

漫情怀与不懈追求，也是我们献

给新中国的生日礼物。

（作者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中提琴演奏家，陈熙芮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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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秘鲁库斯科，这一古印加帝国

的首都，人们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往往是

辉 煌 灿 烂 的 古 印 加 文 明 ： 身 着 传 统 服

饰、佩戴金银饰品的印加国王，历经风

霜屹立不倒、惊艳世界的印加遗迹，以

及 古 老 结 绳 记 事 背 后 蕴 藏 的 朴 素 智 慧

……“库斯科人从未忘记传统。但如果

乐意探索，你会发现库斯科不只有传统

的一面。”当地向导亚力杭德罗骄傲地告

诉我。

亚力杭德罗有着印加血统，淳朴笑

脸上的两抹“高原红”是被太阳神眷顾

的 痕 迹 。 除 了 西 班 牙 语 和 当 地 土 著 语

言，他还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在他的

带领下，行走在库斯科的大街小巷，我

惊 喜 地 发 现 ， 古 老 与 现 代 、 本 土 与 异

域、传统与科技在这里相互交融、和谐

共处，塑造出一个丰富多彩、充满活力

的库斯科。

漫步于库斯科老城区，目之所及多

是保存良好的古老建筑。城墙常由大大

小小的石头拼建而成，石块形状并不规

则，却砌得严丝合缝，令人叹为观止。

远远望去，库斯科老城古意盎然；走近

观察，古建筑群中点缀着形形色色的商

店，如同古树新生的嫩叶，散发着现代

生活的烟火气息。在新落成的建筑里，

时常融入马丘比丘风格的石墙、窗户等

印加文化元素。石砌古迹与摩天大楼比

邻而立，这幅奇妙的城市景观提醒着人

们，库斯科不仅属于过去，也面向未来。

在库斯科，现代感浓郁的涂鸦随处

可见。它们用色大胆热烈，内容朴实深

刻，描绘的多是艺术家眼中的印加生活

场景：或是威严的印加国王，或是正在

纺织的印加妇女，或是玉米、藜麦、马

铃薯等传统农作物。“库斯科”本义为

“肚脐”或“世界的中心”，今日街头巷

尾，世界各地的游客彼此擦肩而过，俨

然更近“库斯科”的本义。在印加文化

的光芒里，人们把酒言欢、畅叙情谊。

走累了，下个街角或许是一家典雅别致

的中餐馆，秘鲁服务生身着旗袍，热情

地为顾客奉上热茶。秘鲁传统菜肴、中

餐、意大利比萨、日本寿司……这里的

多元餐饮并非简单复制各国菜品，店主

在异国美食中使用当地食材，融合秘鲁

风味，为人们提供别具一格的美食体验。

库斯科的另一面是传统与科技的深

度融合。举世闻名的马丘比丘古城通过

一条 40 多公里的铁路与库斯科相连。列

车平稳运行，穿山越岭，每经过一处印

加遗迹，车厢中都会响起多种语言向乘

客介绍古迹背后的故事。乘务员分发着

以当地藜麦为原料、采用现代工艺制作

的方便食品。在库斯科手工艺品市场，

各色摊位琳琅满目，游客可以找到色彩

斑斓的传统印加编织品，也能够看到年

轻的设计师活用印加文化元素制作的时

尚单品。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展示着库

斯科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着对传统

的尊重和传承。

“现在，通过社交媒体，库斯科获得

了展示自己的新平台。”亚力杭德罗拿出

手机，向我介绍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

博主”。他们有的是土生土长的库斯科

人，借助社交媒体推广传统饮食文化；

有的是常住库斯科的“异乡人”，将在此

体验到的点点滴滴融入艺术创作。“库斯

科如此多元，感谢他们把这个美好的地

方展示给世界各地的朋友们。”

离开库斯科时，我遵循当地传统，

购买了手工生产的面包和奶酪准备送给

亲朋好友，也思考着如何向家人描述这

样一个充满魅力的多面库斯科。

多面库斯科
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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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者谈R

在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市，考古学家偶

然开展的一次发掘，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中

国瓷器。这批来自中国福建漳州和德化

等地的瓷器穿越时空，携带古代海上丝绸

之路的阵阵海风，呈现于世人眼前。一件

明代万历年间的圆形瓷盘引人关注，盘面

绘有园林中悠闲漫步的双鹿，细腻笔触尽

显中国古典绘画精髓。发掘时，这件瓷盘

已经破损，但在巴拿马附近海域进行的考

古发掘中，同样出水了主题相同、风格相

近的瓷碟（图①）。这证明 16 世纪早期，

中国瓷器已随马尼拉大帆船历经风浪，抵

达遥远的拉丁美洲大陆，向当地民众传播

着中国传统美学，见证了中国文化与当地

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中华器物传拉美中华器物传拉美

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间的器物交往

由来已久，推测不晚于 5 世纪。墨西哥

曾出土中国汉魏时期的古钱币，厄瓜多

尔、秘鲁等地发现西汉王莽时期的货币、

篆文石柱、汉字古碑古砖等中国遗珍，秘

鲁国家博物馆收藏着两件绘有八卦图形

的古老陶器……可见，彼时具有中国传

统色彩的器物在拉美地区的传播范围已

较为广泛。

明代，跨太平洋大帆船贸易加固了中

拉器物交流的纽带。明万历三年（1575
年），西班牙开辟自广州至拉美的航线，这

条航线经澳门出海，在菲律宾马尼拉中

转，直至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秘鲁利马和

巴西巴伊亚。这种经第三方中转的路线

是 16 至 18 世纪中拉贸易往来的主要模

式，中国的瓷器、绸缎、扇子、珠宝、棉布等

商品经此远航至拉美。美国考古队曾在

旧金山以北德鲁克海湾附近的印第安人

贝冢中，发掘出 70 余件万历年间的青花

瓷。经考证，这批瓷器来源于 1595 年 11
月从马尼拉驶往墨西哥中途沉没的圣·奥

格斯汀号大帆船，佐证了彼时中拉海上贸

易的盛况。

18、19 世纪，输入巴西的中国产品种

类繁多，涵盖瓷器、扇子、布料、漆盒等。

1722 年 6 月沉没于瓜纳巴拉湾的船只“天

使皇后”号就载有几百箱康熙时期的瓷

器，说明当时中国瓷器在巴西市场广受欢

迎。 19 世纪，清政府与许多拉美国家建

立正式贸易关系，并与秘鲁、巴西、墨西哥

等国相继签订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进一

步促进中拉直接交流交往。19 世纪 80 年

代，清政府派遣游历使傅云龙出使日本、

美国、加拿大与拉美各国。他穿越加

勒比海和中美洲地区前往古巴、秘

鲁和智利，并途经阿根廷和乌拉

圭后到达巴西。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在 中 国

出口拉美的工艺品中，扇子

尤为畅销。美国汉学家卫

三畏在《中国商业指南》中记载了

中国传统扇子的种类，其中最高级的烙画

扇和羽扇销往海外后被视为奢侈品，从广

州 出 口 到 拉 美 地 区 数 量 最 多 的 当 数 葵

扇。在智利国家博物馆，收藏着一把 19
世纪的广式象牙扇（图④）。它由象牙镂

空制成，雕有人物、动物、植物和建筑，中

间有一个椭圆形圆饰，上面印着阿根廷

盾，体现着西方装饰图样与中国传统器物

的交流融合。

2014 年 7 月，首次中国—拉美和加勒

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举行，开启中拉整体合

作的新阶段。此后，双方文化交流加速推

进，中国器物通过艺术展览、文化交流年、

博物馆合作等方式走进拉美各国。2016
年，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举办了

“中拉文化交流年”。 2018 年，中国国家

博物馆和巴西国家博物馆签署合作备忘

录，并在展览互换、文物研究、考古发掘、

技术创新等领域开展合作；同年，中国企

业与巴西国家博物馆共同打造“数字巴西

国 家 博 物 馆 ”，助 力 博 物 馆 重 建 与 文 物

保护。

认知拓展识中华认知拓展识中华

数百年来，沿着穿越太平洋的海上

商路，中华匠人精心制作的器物及其蕴

含的中华文化拓展了拉美国家民众对中

国的认知，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

喜爱。

丝绸丰富了拉美对中国的想象。一

艘艘中国商船在拉美港口停靠，当地民众

对中国“丝船”的记忆深远而持久，他们将

停泊于本国港口的“丝船”称为“中国之

船”。沿着“丝船”航路，中华工匠亦随行

至拉美诸国。例如在 16 世纪末墨西哥城

的“唐人街”和 17 世纪阿卡普尔科的“中

国市场”内，众多中华工匠侨居于此，开启

异域务工生涯。由此，“丝船”与工匠逐渐

成为拉美民众了解中华文化和中国社会

情况的窗口。

“技术物”亦激发拉美对中国技艺的

兴趣。这些由中华工匠生产的技术物，为

当地人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和认知。哥

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描

绘了吉卜赛人将科学技术带入加勒比海

沿岸小镇马孔多后，布恩迪亚家族对磁铁

等科技物品产生迷恋。市场里悬挂的中

国灯笼和法国女人肩上绚丽多彩的中国

丝绸披肩，为马孔多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气

息。这些描写意味着中华工匠文化经欧

洲殖民者中转进入拉美，影响了当地人的

生活情调和审美趣味。

“拔山拿”（Paisano）传递拉美民众对

中国形象的好感。据清政府驻秘鲁使馆

参赞使节谢希傅提及，秘鲁当地人普遍将

华人称为“拔山拿”，在西班牙语中意为

“同乡”，展现了秘鲁人对华人的亲切态

度，亦说明太平洋海上贸易自古以来便促

进中拉民心相通，塑造了秘鲁人对中国形

象的良好认知。

匠心流韵促交流匠心流韵促交流

中华工匠文化为拉美工艺的多元发

展注入新鲜活力。中国瓷器不仅是拉美

百姓日常之物，更化作营造之材，融入土

木之间。墨西哥城“瓷砖之家”所用瓷砖

辅料均来自中国，17 世纪末葡属巴西的

贝莱姆·达卡乔埃伊拉修道院曾用中国

瓷器装饰塔楼。此外，拉美工匠潜心吸

收中国漆器制造精华，创造出独具风韵

的艺术佳品。例如，19 世纪厄瓜多尔的

土著基多人喜欢仿制中华漆器雕像，刀

法 、用 彩 、髹 饰 等 无 不 受 中 国 漆 艺 的 影

响。值得一提的是，拉美印第安漆工在

为金银器物镶嵌装饰时，也偏爱中国图

纹，彰显东方之美。

中华工匠文化对拉美的建筑陈设与

审美情趣也产生深远影响。在巴西米纳

斯吉拉斯州的小城萨巴拉，朱红金粉画、

身着长袍的中国古人、飞檐亭子和小桥流

水等图案出现在教堂中，这些图案自 18
世纪起就在当地流行。巴西设计师卢西

奥·科斯塔在设计首都巴西利亚城时，曾

经参考了北京紫禁城的对称布局。由中

国漂洋过海而来的瓷器、漆器、屏风、橱柜

等，不仅改变了当地民众对生活空间的排

布与装饰，还成为财富与地位的象征。当

地的贵族特意遣使者前往中国，定制镌刻

家族徽章的瓷器，以彰显家族的尊崇地位

与独特的审美情趣。

中华工匠技艺助力拉美技术发展。

16、17 世纪，印第安人用本地特产换取中

国丝绸等商品，秘鲁矿工尤其青睐中国的

亚麻布衣。随着中国丝绸及亚麻布服饰

在拉美的流行，拉美对蚕丝的需求日益增

长，养蚕业和丝织业随之兴起。 16 世纪

初，养蚕技术从西班牙传入加勒比海地区

的伊斯帕尼奥拉岛，此后墨西哥中南部地

区的养蚕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巴西历史

学家弗朗西斯科·阿道夫·德瓦尔雅热提

出，葡萄牙语中的“manjolo”（水磨）可能

源自汉语的“磨”。葡萄牙人布拉斯·库巴

斯将中国水磨技术从葡萄牙带到巴西，将

该技术应用于甘蔗榨汁，这一技术的运

用，对拉美蔗糖加工技术和当地人的饮食

习惯产生诸多影响。

在漫长的岁月里，来自东方的工匠与

器物向拉美民众传递了中国的技术理念、

审美情趣和人文思想，启迪他们迸发出新

的艺术灵感，融入自身文化，创造出独特

的文艺样态，美化了生活空间。中华工匠

文化为拉美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促进了

拉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在拉美文明的发

展进程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

绸之路中外工匠文化交流史料整理与研

究”首席专家、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匠
心
致
远

匠
心
致
远    

余
韵
悠
长

余
韵
悠
长

——

中
华
工
匠
文
化
在
拉
美
地
区
的
传
播

中
华
工
匠
文
化
在
拉
美
地
区
的
传
播
、、融
合
与
发
展

融
合
与
发
展

潘
天
波

潘
天
波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