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丝竹管弦新韵悠扬
——评青年作曲家周娟的民族管弦乐创作

■安鲁新

士年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周娟“‘半缘君’民族管弦
目乐作品音乐会”，于2016年11月5日中央音乐学院歌

剧厅成功上演。在这场个人作品音乐会中，包含了由国家艺

术基金项目资助的三部民族管弦乐作品：板胡协奏曲《胡笳

吟》(2016)、琵琶与乐队《半缘君》(2014)、笙协奏曲《自由花》

(2016)以及选自京剧《金锁记》音乐的室内乐组曲(2016)。音

乐会之所以成功，不仅因为指挥家刘沙、崔媛媛，板胡演奏家

胡瑜、笙演奏家王磊，与中央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共同的精彩

演绎，更是因为周娟民族管弦乐作品所呈现出来的独特气质

和细腻的音响品质。这场音乐会令人难忘，以下将对这位80

后女性作曲家的民族管弦乐创作进行我个人的解读。

一、女性题材

作曲家将《胡笳吟》《半缘君》和《自由花》称为“巾帼三部

曲”。这三部作品分别以中国历史上的三位女性文人代

表——汉代北方的蔡文姬、唐代蜀地的薛涛和辛亥革命时期

江浙的秋瑾为题材，并结合自身的经历，以独特的视角来解

读女性的成长过程，并对中国女性的信仰和崇高之美予以颂

扬。

“巾帼三部曲”属“借题发挥”，是借前人之题，抒发作曲家

自身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并通过这三部曲概括了女性一生

所必经的三个阶段：“《胡笳吟》以乐为魂、为伴，是女性成长之

初最本真的憧憬和梦想：后经历《半缘君》载有情人为情所困

之思，即女性青年时期的情感历练和成熟：再到《自由花》的

气，是成年女性浴火重生、破茧而出的自由绽放。”

作曲家在三部曲的构思和乐器音色的选择上各有特色，

分别以拉弦、弹拨、吹管为主奏乐器，以表现核心命题“乐魂”

“诗情”和“义气”。

《胡笳吟》采用了板胡协奏曲的形式，以抒发“乐魂”之情。

从标题的字亟上，可直观地理解为胡笳这一古老乐器的鸣

响：但从板胡这一拉弦乐器的主奏定位上，却表明了作曲家

无意于胡笳乐器音色的表现，而是从更深层上寓意了与蔡文

姬名作《胡笳十八拍》的渊源关系。进而在拉弦乐器家族中，

作曲家为何选择了板胡，而非二胡或京胡等其他拉弦乐器

呢?众所周知，二胡音色柔美抒情但缺乏高亢的音质，京胡虽

高亢嘹亮但略带粗粝，显然这两种乐器音色对于女性文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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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表现存有一定差距。然而，板胡所富有的明丽清澈的音

色品质，不正是用来寓意“乐魂”之高洁与纯真的最佳之选

吗?这充分说明了作曲家对独奏乐器的音响表现是有准确定

位的。

《半缘君》的标题出自元稹《离思》中的诗句：“曾经沧海难

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作曲家借薛涛与元稹相恋却是一幕遥远凄清的结局，并以琵

琶音色为主导，突出“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

音响，以抒发自己的共鸣与感慨——载有情人为情所困之

思。

<自由花》则籍以秋瑾为代表的新女1生之觉醒，颂扬其崇

高的信仰和自由精神。作曲家以24簧笙来表现管风琴的音

响，同时借鉴了日本笙(Sho)的传统和弦，还设计了巴洛克风

格的“管风琴主题”和现代风格的“Jazz主题”，从多个方面来

象征20世纪初西风东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与冲击。

以女性作曲家的视角来表达女性的思想情感，颇具“女

性主义”色彩。而且在这三部曲的主奏乐器选择方面，反映出

作曲家对塑造音乐形象的精准把握，同时也兼顾到了“拉、弹、

吹”民族乐器主要家族的音响表现。

二、悠长的抒情气喷与细腻多彩的音响喷感

在“巾帼三部曲”中，我们听不到女性小家碧玉的娇柔，更

没有妩媚与艳俗之感，而令人感悟到的是作曲家直抒胸臆的

那种抒情气质。其音响犹如一幅幅山水画卷，似乎将绵延的

山景与云海延伸至远方。例如《半缘君》充满美好的慢板主部

主题，其第一句就由8小节构成，悠长的气息，起伏跌宕，且

多伴随切分节奏以打破规律性的节拍律动，营造出自由和洒

脱之感。更有甚者，《自由花》模仿管风琴音响的第一主题柔

板部分，就由6个长大的乐句组成：第一句(1 7小节)+第二

句(14小节)+第三句(9小节)+第四句(7小节)+第五句

(24小节)+第六句(3l小节)。这6个乐句在渐变的贯通发

展中，描绘出回绕于教堂恢宏穹顶的管风琴音响与穹顶的五

彩光色交相辉映，仿佛是来自天国的福音。即便之后进入了

爵士风格的快板部分，音乐也毫无传统爵士的躁动，而是以

一种流畅优雅的格调娓娓道来，并在之后的一系列变奏中层

层递进，突显悠然畅怀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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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三部曲”的整体音响布局如同书法，轻重疾徐的用

笔，浓淡干湿的用墨，充满着细腻变化。从旋律的表现中，我

们能够感悟到它们是生发于中国传统音乐土壤中的新韵，既

接地气，又充满了时代精神。从纵向多声表现方面，它们突破

了西方传统功能和声体系，T—S_卜T的功能和声语汇已荡
然无存。在《自由花》开始的乐队管风琴主题中，独奏笙是以

源自Sho的音块音响做衬托的，并通过浓密与稀疏的音块变

化获得了丰富音响表现，而且在尾声中乐队还出现了以B混

合利底亚音阶构成的音块。这些现代性音响均体现出对传统

三度叠置和声的突破所呈现出的多彩性。

与此同时，复调化的线性思维也不间断地贯穿于其创作

中。但作品中复调手法的运用突破了传统对位法则，主题一

答题一主题的赋格模式也已无影无踪，而现代复调思维——

通过复调手法以实现某种丰富细腻的音响表现显得举足轻

重。《胡笳吟》开始的“沙漠”主题，乐队就采用了四声部近距

离同度卡农营造出朦胧的“风中回声般”的音效，之后采用了

十声部近距离卡农及逆行卡农，从而极大地丰富了音响的描

绘性。这种复调思维的渊源可追溯到里盖蒂的《大气层》，其

中竟然使用了由六十四个声部的近距离卡农所形成的微复

调结构，以塑造“蠕动”的浓密音块音响。然而，周娟则是以较

为简捷的方式使沙漠主题在“重影”中隐约闪现，有效地塑造

出变幻莫测的沙漠气象。

三、对协奏曲体裁形式的借鉴与创新

“巾帼三部曲”体现出对西方协奏曲体裁形式的借鉴与

创造性地发挥，且各具特色。众所周知，西方协奏曲体裁形成

于巴洛克时期，由若干不同速度的乐章组成，主要代表有科

雷里的大协奏曲和维瓦尔第的独奏乐器协奏曲：至维也纳古

典主义时期，第一乐章发展出奏鸣曲式“双呈示部”：浪漫主

义时期则出现了以门德尔松为代表的第一乐章“单呈示部”

的形式，并进而发展出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单章套曲”结构；

20世纪协奏曲的形式则更为多样化，有向巴洛克复古的，也

有延续浪漫主义的，还包括其他各种创新与变异的。然而，作

为协奏曲这一体裁，无论如何变化与发展，其核心内涵仍是

独奏乐器与乐队的竞奏关系，另外独奏乐器的华彩段也是协

奏曲的显著标志之一。这些协奏性的陈述方式在周娟的民乐

创作中展现出了不同“姿态”。

首先“巾帼三部曲”均采用单乐章的形式，但并没有像李

斯特那样将交响一奏鸣套曲四个乐章的要素浓缩于一个乐

章之中，也就是说，周娟并不强调快慢速度的对峙性和戏剧

性的矛盾j中突，而更讲究不同主题之间的协调关系和层层递

进式的展开性陈述。例如在《半缘君》中，充满美好幻想的主

部主题与静谧的副部主题，在性格上虽有差异——一个气息

宽广、另一个轻盈典雅，但均充满抒情气质；《胡笳吟》中，主

部“沙漠”主题并没有表现飞沙走石般的音响，而是弥漫着

“沙漠细语”，与副部悠长的“花苞绽放”主题相协调；即使在

《自由花》中，爵士风格的第二主题也显得“温文尔雅”，与教

堂的管风琴主题并不冲突。

《半缘君》和《胡笳吟》尽管像李斯特的单章协奏曲那样

采用了奏鸣曲式的结构，也保持了主部与副部主题在呈示中

的调性对比关系以及主题材料的展开性，但是在主题再现的

调性统一上做出了突破，即不再拘泥于古典奏鸣曲式的调性

布局原则，而是根据音乐表现的需要做出必要的调整。《半缘

君》主部主题具有b羽调式特点，静谧的副部主题则具有A

宫调特征，通过展开，主部主题在b羽调动力再现，然而副部

主题却在bA宫调再现，尾声中才回b羽调结束。由此可见，副

部主题是在呈示部A调的重同名调嗡调上再现，这种调性布

局很耐人寻味，似乎以“低位调”为“回忆”的音乐意境笼罩上

一抹幽暗。《胡笳吟》的主部主题在g小调，副部主题则是f

羽调，历经展开之后，主部倒影再现，副部动力再现，但均统

一于b调。这些特殊的调性布局，反映出作曲家有意识地突

破传统调性布局之法，而强调不同调性的多彩表现，充满了

现代意识。

在展示独奏乐器的技巧方面，西方协奏曲的传统做法就

是在音乐结构中附加独立的器乐华彩段。在第一乐章的尾声

前附加独奏乐器的华彩，成为维也纳古典主义时期的典型手

法。然而，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却出现了华彩性的引子，

浪漫主义时期华彩段的结构位置则更多样化，我们知道，勃

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的华彩引入就继承了贝多

芬的做法，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的华彩

段则出现在再现部之前。而肖邦的两首《钢琴协奏曲》却放弃

了独立的华彩段，其钢琴的技巧展示被融化在音乐结构的之

中，尤其是在连接部与展开部中得到了充分地展示。《胡笳

吟》与拉赫玛尼诺夫<第-N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的做法相

同，即在再现部之前设置了一个板胡独奏的华彩段。《自由

花》则与肖邦钢琴协奏曲的做法相一致，即取消独立的华彩

段，而将笙的器乐技巧表现融化于音乐结构的内部了。

在协奏性的陈述方式上，传统做法便是强调独奏乐器与

乐队在音乐陈述结构中的“对话”或“竞奏”关系。例如一般在

主题陈述时，你奏一段我复奏一遍、或你唱一句我应一句：而

在音乐的展开中，尤其是推向高潮的过程，则经常出现乐节

或乐汇层次上的对答，以显示独奏乐器与乐队的“抗争”。然

而，《胡笳吟》和《自由花》的竞奏关系则主要地体现于复调的

对位关系之中，反映出作曲家有意避开两者切割式的对答，

以免弱小的独奏乐器与庞大的民族管弦乐队形成“正面冲

突”。而在以往的西方协奏曲中，除了钢琴这一庞然大物能与

交响乐队的音响相匹敌之外，其他独奏乐器在乐队面前只能

“示弱”。这是任何作曲家在创作协奏曲时所不可回避的一个

问题。所以，历来作曲家们都在想尽各种办法，以解决这一音

响平衡的难题。周娟采用其独特的方式，让“弱者”与“强者”

相互对位、相互协调，不失为一种新的协奏性尝试，反映出对

传统协奏曲进行突破的奇思妙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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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移步不换形”的京剧新音乐

音乐会上半场的《金锁记》京剧音乐组曲，是源自作曲家

2015年为京剧<金锁记>创编的部分音乐。剧中的人物唱腔均

由传统京剧老腔发展而来，然而其伴奏、过场、前奏与尾声等

音乐部分均由作曲家创作与编配。在该京剧音乐中，除了传

统四大件乐器，还使用了民族管弦乐队的编制，且展现出丰

富的交响性。

众所周知，“弦包腔”为传统京剧伴奏的主要特点之一，

即京胡包着唱腔齐奏或加花装饰。这对于当代人的听觉审美

来说似乎略显单调，从而激发了人们对传统京剧音乐进行不

断改造的欲望。自上世纪“文革”时期的“样板戏”，就是对传

统京剧进行改良的一种方式，被称为“现代京剧”。其音乐主

要是以引入西洋管弦乐队的音响为主旨，配器手法则以西方

浪漫主义的风格为基调，以营造交响性的音乐气氛。这不失

为京剧音乐的一种创新思路，而且也一直延续至今，在很多

晚会中这种交响性的戏曲音乐屡现不鲜。然而，进入21世

纪，作曲家郭文景与导演李六乙合作的实验京剧<穆桂英>

《花木兰>和<梁红玉>三部曲，却展示了当代人对传统京剧改

革更深层的思考与实践。就音乐而言，首先郭文景在第一部

实验京剧<穆桂英>中没有加任何伴奏乐器，仅在传统四大件

伴奏乐器基础上，注入复调思维，以突破“弦包腔”的支声性，

从而在有限的乐器上挖掘出丰富且立体的音响效果。而在之

后的<花木兰)中，其伴奏乐器则更为精简至极，仅用京胡、竹

笛和两个人演奏的打击乐组，却创造了文武场音乐的独特氛

围——一位演奏者要轮流拉六把音高不同的京胡，三支不同

音高的笛子也要由一位演奏者轮流演奏，还有两个打击乐演

员每人要打一二十件乐器：不仅如此，在唱腔中还引入了古

琴曲<梅花三弄>的音调，京胡竟然也拉出了无调性的旋律，

打击乐则更突破了传统的节奏打法而充满现代性，从而使得

寥寥几件小乐器却闹出了惊人的“大动静”。<梁红玉>则将说

唱、豫剧和川剧元素融于一台，已然是非传统意义上的戏曲

了，当属跨界的“混合剧”。这就是郭文景和李六乙所戏称的

“对传统京剧破坏”的累累硕果。

周娟正是沿着其师父郭文景的思路来走自己的京剧音

乐创作之路的。首先她在创作风格上立足于“国粹”本身，在

此基础上开发民乐队的交响性表现，如采用了固定动机贯穿

以暗示特定人物性格或情境，适当地引用了现代复调技术，

尤其是对民乐音色的挖掘与调配细致入微，有效地渲染了戏

剧性矛盾冲突，且对故事情节的发展起到了良好地推波助澜

之功效，从而提升了传统京剧的音乐表现。从整体音响风格

上，如果说“样板戏”的音乐革命混合着西方浪漫主义的情

愫，而郭文景的京剧改革则更体现出以现代意识开发“国粹”

的理念，那么周娟的京剧音乐创作并没有像“样板戏”那样带

有“复风格”，也不像其师父那样走得前卫，而是更贴近于传

统京剧本身的艺术加工，其中不难看出京剧大师梅兰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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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不换形”的改革思路。

通过聆听<“半缘君”民族管弦乐作品音乐会>，让我们对

周娟的音乐创作有了近距离的了解和认识。曾记得2013年

第二届华乐论坛暨“新绎杯”经典民族管弦乐作品评奖活动，

从1979--2009年改革开放30年间创作的经典民族管弦乐

协奏曲中评选出了10部最具社会影响力、传播广泛、兼具专

业性与可听性的优秀民族管弦乐协奏曲作品。这些获奖作品

风格多样异彩纷呈，如李焕之的筝协奏曲《汨罗江幻想曲》、

刘文金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顾冠仁的琵琶协奏曲《花

木兰》和刘锡津的月琴协奏曲《北方民族生活素描》等，这些

作品以相对传统的音乐语汇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而郭文景的

竹笛协奏曲《愁空山》、唐建平的琵琶协奏曲《春秋》、秦文琛

的唢呐协奏曲《唤凤》和王建民的《第一二胡狂想曲》等，均不

同程度地操持着现代“口音”。然而，无论从风格上操持何种

“口音”，这些优秀的民乐协奏曲均从音乐表现的艺术性上达

到了空前高度，不愧为当今的经典之作。

以这些经典之作为鉴，不难看出周娟的民族管弦乐创作

正是在汲取了前辈大师们的创作成功经验基础上，散发出了

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她寻找到一条适

合于自己的艺术表现之路。她摆脱了大红大紫“剪纸”般的民

间合奏风格，也突破了民间化的欢天喜地般的传统音乐语

汇，更没有向现代音乐技法“顶礼膜拜”，而是以世界的眼光

对不同音乐文化中的“遗产”进行自己的研判、取舍、重组，最

终化为适合自身音乐表现需要的音响形式，从而创作出充满

诗意的具有中国当代知性女性气质和宽广胸怀的音乐作品。

这些作品犹如缓缓打开的中国画卷，渐渐而含蓄地揭开音乐

表现的“庐山真面目”。

诚然，周娟的民族管弦乐作品犹如音乐百花园中萌发出

来的新枝桠，其所绽放出的新绿，夺目而清新。尽管其作品中

所存有协奏曲所面临的音响平衡难题，仍有可提升的空间，但

是作为中国青年一代的作曲家在其音乐艺术创作中所反映出

的勤奋与执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值得称赞的。

jj．mj-，浦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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