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

两
岸
三
地
学
者
热
议
《
人
文
颂
》

文化深圳文化深圳 2014年8月20日 星期三

责编：宦 佳 邮箱：hwbjjb@sina.com

弘
扬
传
统
文
化
核
心
理
念

构
筑
民
族
共
有
精
神
家
园

《
人
文
颂
》
赴
台
演
出
赢
得
满
堂
彩

李
瑞
琦

杨
世
国

程
全
兵

弘
扬
传
统
文
化
核
心
理
念

弘
扬
传
统
文
化
核
心
理
念

构
筑
民
族
共
有
精
神
家
园

构
筑
民
族
共
有
精
神
家
园

《《
人
文
颂

人
文
颂
》》
赴
台
演
出
赢
得

赴
台
演
出
赢
得
满
堂
彩

李
瑞
琦

杨
世
国

程
全
兵

近日，由
深圳历经8年精
心创作的大型儒
家文化合唱交响乐

《人文颂》 在台湾台
北、台中和高雄巡演
三场，吸引了几十家
台湾媒体的关注与报
道，激起了同根同源的
台湾同胞的共鸣。这是

《人文颂》续去年9月21
日世界和平日应邀在法国
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总部会堂，今年7月22日
在香港维多利亚港香港大
会堂音乐厅成功演出之
后，再一次成功引起世界
关 注 。 本 次 巡 演 结 束
后，《人文颂》演出团队
又应马其顿、保加利亚
等国邀请，带着这一精
心打造的作品踏上欧
洲音乐之旅。《人文
颂》 在奥赫里德夏
季艺术节闭幕式上
首次呈现在了马
其 顿 观 众 面
前。

《人文颂》从创意、文学脚本创作、音乐创作到演出历经
8年之久，数易其稿。有十余位学者、艺术家和数百位演职人
员参与其中。《人文颂》总策划，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
京生说：“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构建中华民族共有
的精神家园，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这是我们致力于大型
儒家文化交响乐《人文颂》创作的出发点。”

《人文颂》 最初的创意来自 《神州和乐》，这是深圳交
响乐团组织创作的一部佛教音乐作品，在韩国演出引起轰
动。有感于此，王京生萌发了用交响乐的形式阐述中国传
统文化的想法，于是开始构思和组织文学创作。在早期

《人文颂》 的文学脚本创作中，多个创作团队创作了几个版
本，最后进入音乐创作的文学脚本是由韩望喜博士根据王
京生的总体设计执笔创作的，中国伦理学会夏伟东副会

长、著名作曲家徐沛东等大批专家学者参与其中，博采众
长，反复打磨。《人文颂》 的音乐创作由中国音乐学院王宁
教授完成，他为了这部仅一小时的作品，六上孔子故居采
风，辛勤耕耘了三年，先后创作了三个版本。为了让音乐更
具国际性，创作团队邀请著名指挥家卞祖善、陈澄雄，新加
坡华乐团音乐总监叶聪、香港中乐团音乐总监阎惠昌、美国
辛辛那提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乔尔·霍夫曼、美国作曲家詹
姆斯·史蒂芬森、美国指挥家保尔·波利夫尼克等国际著名
音乐人参与其中。

此次赴台演出的《人文颂》版本可谓是“加强版”，创作
团队在巴黎演出的基础上对序曲和尾声部分作了微调，还加
强了民乐的演奏力度，经过多次润色后，更加流畅圆润，也
注入了更充沛的人文内涵。

1 体现出自觉的文化担当

22 架起中外文化融通之桥架起中外文化融通之桥

本次台湾巡演以商演形式举行，演出门票在台迅速销售一空，
甚至一票难求。演出团队由深圳、香港、台湾两岸三地艺术家共同
组成。在台北中山纪念堂的首场演出中，全场观众鼓掌长达近 5 分
钟，用最高礼仪向艺术家们致敬。

移居美国洛杉矶的台湾知名综艺节目制作人张刚贤特意赶回台
湾观看。他说：“在中华文明走向复兴的历史时刻，《人文颂》的出现很
及时。形式与内容上的中西合璧，不仅可以推动儒家文化精髓的传播，
也可以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华文明的发展与成就。”满头银发的台北市
民贾惠秀看过演出后连声说，“太感动了，听了《人文颂》，我更为仁义
礼智信的做人道理，为我们中华传统文化感到自豪。两岸都需要这样
的文化，需要这样的交流。”台湾老兵冯西荣对《人文颂》更是赞不绝
口。他说，这样的演出让他看到了中华文明复兴的希望。《人文颂》演出
开始前，专门为高雄气爆死难的台湾同胞演奏了一段哀思安魂曲，冯
西荣感动得热泪盈眶，直称“这是两岸血浓于水的最佳表现！”

在《人文颂》台北首演取得圆满成功之后，“《人文颂》与儒家
文化的当代传播”研讨会8月9日在台北举行，来自海内外的十几位
儒学大师与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探索儒家文化在当今时代如何创新
传播内容与方式，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专家们认为 《人文
颂》 力图表现儒家文化“以人为本”的思想，采用交响乐这种世界
通用的音乐语言表达出来，不仅是对儒家文化继承和发扬的一种自
觉探索，也是对儒家文化当代传播的一种有益尝试；希望 《人文
颂》可以打磨成《黄河大合唱》一样的经典之作，希望有更
多像《人文颂》一样的音乐作品展示泱泱大国、礼
仪之邦的文化气象，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
界、深入人心。

3 承载两岸三地文化复兴梦

上图上图：：深圳交响乐团大型儒家文深圳交响乐团大型儒家文
化交响乐化交响乐《《人文颂人文颂》》20142014台湾巡演首台湾巡演首
场演出在台北隆重开幕场演出在台北隆重开幕。。

深圳报业集团特派记者 张啸威摄

《人文颂》为中华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范例。中华文化要走向世界，就要以理服人、以文服人、
以德服人，使我们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和国际社会公认的主流价值观找到公约数。《人文颂》的成功主要有三点经验可
借鉴：一是策划者有宏大的战略眼光，把重大主题和精美文艺形式相融合。二是作曲家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博的
艺术视野。三是编导和指挥有学贯中西的勇气和魄力。《人文颂》把西方交响乐和儒家文化核心要义结合起来，让东西
方观众的审美水乳交融，因此，能让中西方观众眼前一亮、心灵震撼。——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 张国祚

1、中华文化走向
世界的范例
1、中华文化走向
世界的范例

在观看音乐会之前，我曾好奇这部作品要怎么用交响乐来表现抽象的思想理念，观看之后我的好奇解开了：
《人文颂》相当成功，它用交响乐这种高雅艺术来表现儒家文化核心要义，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创新，单讲“仁义礼智
信”太抽象，加上“金木水火土”就具象了。作品的歌词写得相当美，我特别喜欢歌词当中“善待他人就像自己，不分
种族和地域”这一句，充分凸显出“仁”的仁爱包容之心。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刘笑敢

2、充分凸显仁爱包容之心

《人文颂》用交响乐表现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可以说有两个意义：其一，它传达的中国文化或儒家思想的精
髓、精华是与时代相连的，是最有力量的声音；其二，马克思曾说过，交响乐是最能够代表现代社会的音乐，它体
现了理性的效益原则和最高水准，把这样的西方现代艺术形式拿过来，用以表达儒家思想或者中国传统文化里
面影响最大、最深厚的思想，这个结合是非常了不起的。可以说，《人文颂》从两头都抓住了最高点。

——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 景海峰

3、从两头抓住了最高点

据我了解，《人文颂》从创作伊始就定位于面向世界“发声”，定位于面向世界讲述中国的
人文主张。我注意到，深圳的交响乐创作从《神州和乐》、《和平弥撒》、《极乐颂歌》以至今日
的《人文颂》，面向世界对话，构成一次次“国家立场”的“深圳表达”，深圳也在这一次次表
述中代表中国当代文明实现着世界文化交流中的“在场”。在我看来，《人文颂》的创作演出符
合习总书记关于加强中华传统文化对外宣介的讲话精神，它是献给“中国梦”的伟大作品。

——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司长 于平

4、面向世界讲述中国人文主张

通过《人文颂》，让我发现中国不仅要做经济上的强国，也在一步步兑现“把中国文化传
统传承下来”的承诺。改革开放短短30年，深圳经济特区就能诞生这样的作品，我相信再过
十年、二十年，深圳将凭借智慧和能力，做出传递人文精神的可观成绩，我相信这不仅是深
圳的福气、中国的福气，也将是全世界的福气。 ——台北爱乐乐团行政总监 俞冰清

6、兑现传承中华文化的承诺

很高兴看到传扬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两岸的共识。希望与各地、各界，有儒学情怀和民族
情感的同道携手，创新出更多更好的儒家文化的传播方式和作品，让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深入
民心，走向全世界。一个民族的主体文化，不应仅是社会变迁的记录器，而更应该成为指导个
人发展、社会进步的指南针。这要求儒家文化要适应时代发展不断自我创新。儒家文化要在当
代传承和弘扬，首先就是要创新。“儒”字由“人”+“需”构成，儒学应该关注人的需求。不
论是传播内容或形式，都应该以适合传播对象的现实需求为导向。

——台湾“中华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协会”会长、孔子第79代嫡长孙 孔垂长

7、儒学应该关注人的需求

当今谈人文，应该跨过西方现代汉学家的误解，探讨现代化之后新兴的可能，以及中国
参与现代文明构建的可能。中国正在慢慢“走出去”，我们要摆脱西方近现代诠释方面的限
制，回到人文底蕴里。以前努力开创现代化，现在则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甚至之后，与世界人
类文明展开交谈对话。《人文颂》 让人感受到深圳的开放与胸怀。期待深圳未来继续“聚千
家，汇众流”，在南方兴起一个“南方之强”。这“强”是“温柔之强”、“敦厚之强”。

——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所长 林安梧

8、让人感受到深圳开放与胸怀

《人文颂》使我联想到古老的《礼记·乐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
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礼和义建立起来，则贵贱平等；音乐和
文化相同，那么无论上下，情感就和谐了。这是儒家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点。《人文颂》通过音
乐拉近了两岸之间的距离。会让人深深感受到中华文化内在的底蕴，并想和世界分享。

——台湾“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 杨渡

5、通过音乐拉近两岸之间距离

《人文颂》宣扬的儒家传统文化，在当前不仅有新意，而且也是时代所需。当前，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
济上，中国都是世界上绝对不会让人忽视的力量。但在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之外，中国还能给世界提供或
者展示什么精神价值？能不能在人文精神或内涵上为世界作出更多贡献？如何跨过民族与地域的限制，为
全人类提供一种有意义的人文精神？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人文颂》的出现正好符合了这个时代的要求。

——台湾清华大学文学院教授 杨儒宾

9、正好符合了这个时代的要求

《人文颂》来到台北演出有着很不一样的意义，让我们感受到深圳的“文化雄心”，或者是文化
冲动。《人文颂》承袭了西方的编制形式和方法，更接近西方的交响诗，意在用音乐去表达主题。每
个乐章表达各自的特性，各乐章又互有关系。我从里面听到了排山倒海之音。

——新汇流基金会董事长、《新新闻》周报总主笔 杨照

10、感受到深圳的“文化雄心”

图为专家在座谈会上畅所欲言。 深圳商报记者 韩 墨摄

2013年9月21日第32个“国际和平日”，《人文颂》应邀在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会堂演出，这也是中国文艺团体首次受邀于
国际和平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出，其高水平音乐品质震
撼了观看演出的各国观众，向世界表达了中国人的“做人的主
张”和“快乐之源”，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目前，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已经将《人文颂》确定为向全世界特别推荐的交响乐作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为《人文颂》巴黎演
出专门发出书面致辞，她称赞 《人文颂》 主题与教科文组织倡导
的新人文主义十分契合，而这就是她邀请 《人文颂》 赴巴黎演出
的根本原因。

《人文颂》总策划王京生认为，任何伟大的复兴，都是汲取历
史精华、融合时代观念的创新过程。创作《人文颂》，就是要寻找
新的意涵、活的文化，挖掘、弘扬儒学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回
到人的本身，回到人的价值上去。以儒家思想占主导的中华文明
既是悠久的又是崭新的，应该在新的时代，用它的价值和光辉，
沐浴着全人类。《人文颂》 就是紧扣儒家文化要义，分为“仁、
义、礼、智、信”五章节，缀以序曲、尾声，以交响性音乐语汇
与表现手法，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富有时代性和开拓性的诠释，那
就是对“人”的推崇。整部作品充溢着对人的尊严、智慧、人格
的赞美，烘托出一个“大仁大义、大智大勇”的“大写的人”。

正是这种对儒家文化时代性和开拓性的诠释，对新时代人文
精神的弘扬赋予了传统文化新的价值和生命，切合了世界新人文
主义的发展潮流，架起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融通的桥梁。

今年 9 月 19 日，《人文颂》 将在美国费城又一次进行国际亮
相，届时，将由世界著名交响乐团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演奏，9月22
日，还将由费城交响乐团在联合国小音乐厅给联合国大会期间的
各国政要作一次展演。

《人文颂》 的序曲到结尾都很好，中间的“仁、义、礼、
智、信”五个乐章，既气势磅礴，也有温柔敦厚一面。我个人
感觉在“义”乐章，亁道较强，坤道不足，比较刚性。其实，
传播儒家文化的形式也是多样的。台湾民间广为传播的歌仔
戏，也具有儒家精神。不一定非要穿西装和礼服来表现。如何
让音乐精神承担儒家教化，真正进入两岸民间社会，影响到百
姓生活，是我们两岸都要继续不断探索的。

——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 潘朝阳

11、用音乐精神承担儒家教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