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曲：刘文金

演奏：中央民族乐团

指挥：许知俊

长城随想
二胡协奏曲

1-61.indd   13 2014-1-10   18:19:42



1-61.indd   14 2014-1-10   18:19:42



作者以诗人的胸怀，歌颂

了长城内外气象万千的大好河

山，抒发了宽阔的民族自豪感

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操。乐曲

以其壮美的旋法、特有的神韵

和充满活力的节奏，给人以强

烈的时代感。

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

曾在全国第三届音乐作品评奖

中荣获一等奖。改编后的民族

管 弦 乐《 长 城 随 想 曲 》 曾 以

“千人大乐”的规模在 1987 年

第一届中国艺术节开幕式上首

演，随之便成为海内外许多乐

团（包括非职业乐团）经常上

演的保留曲目。

创作时间 ：1982 年

首演时间 ：1982 年 5 月

首演乐团 ：上海民族乐团

二胡独奏 ：闵惠芬

作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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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金　作曲家、指挥家。1961 年毕

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历任中央民族乐团团

长、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中国民族管弦

乐学会副会长及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

音乐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音乐

著作权协会常务理事、亚洲乐团（Orchestra 

ASIA）艺术总监。

五十多年来，创作了大量民族器乐和

其他体裁的音乐作品。其代表作有 ：二胡

曲《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二

胡协奏曲《长城随想》、《秋韵》，二胡套

曲《如来梦》，竹笛协奏曲《鹰之恋》，笙

协奏曲《虹》，琵琶协奏曲《东方剑魂》，

柳琴协奏曲《酒歌》，筝协奏曲《丹青仙子》、

《梦幻妈祖》等；民族管弦乐《太行印象》、

《难忘的泼水节》、《长城随想曲》、《戏彩》、

《泰山魂》，交响合唱套曲《五天银烛辉》，

舞剧《长恨歌》等。 

作曲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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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意使笔　不构常法
——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评介

钱　苑

刘文金作曲、闵惠芬演奏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是民族管

弦乐创作的优秀作品之一。此作在第十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

上由上海民族乐团首演，受到群众欢迎。本文拟对该作品表现手法

的运用谈一点粗浅看法。

结构布局与主题发展

《长城随想》的总构思并不强调对于万里长城本身形态、景色

的描绘，也不具体回顾历史上某次或某几次激战的场景，而是在特

定的意境中借景抒情，注入作者自己对长城的深切感受，抒发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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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情怀。二胡独奏象征着民族的诗人歌手登临长城，心潮荡漾，

浮想联翩，对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发出由衷的赞叹。由此立意，作

品自不必忙于叙事，疲于造型，一味跟着故事情节跑，成为一种图解，

使音乐缺乏应有的章法，失掉动人心弦的感情力量。作品同时也没

有将细致复杂的音乐表现简单化。《长城随想》 根据思想内容的要

求，在结构布局方面既运用西洋协奏曲乐章间的对比性原则，考虑

到速度、力度、调式、调性等方面的变化，又不固守各乐章常用的

曲式，而采用了我国传统乐曲中常见的单主题连绵不断地自由发展

的结构方式，在主题的变奏、更新的过程中逐渐赋予新的因素，造

成音乐的内在动力感。

作品共分四个乐章。

第一乐章 ：《关山行》　序奏中由唢呐引出的主导音调包含着不

同的表情因素 ：

例 1.

例 1a. 为对雄伟壮丽的长城的直观印象。例 1b. 是由前面的动

机衍展出的连绵起伏的咏叹性赞美音调。整个主导音调实际上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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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主题核心作二度下行模进和向下属离调并改变调式而形成的完

整乐思，具有《将军令》的气派和风度，它后来又以不同形态贯穿

于其他乐章。二胡的主题音乐写得比较成功，它以 c1—g1 定弦，强

调长弓的运用，突出歌唱和吟诵的风格，表现人们漫步关山，讴歌

长城的博大、深远。独奏旋律几乎是一气呵成的，各发展阶段始终

保持着内在意蕴的有机联系。起初显示的主题音调是 ：

例 2.

然后通过展开、更新而派生出新的因素，并以合尾形式相统一，使

感情抒发更深入了一层。

第二乐章 ：《烽火操》　这里没有具体描写战争景象，而是靠了

节奏的推动力和变奏性的发展手段，造成戏剧性的音乐效果。该段

音乐主题与第一乐章尾声的音调有着微妙联系。

例 3. 第一乐章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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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

在音乐进行中，这一音调不仅作了频繁的节奏变化，不断穿插第一

乐章主导音调的素材，而且以调性变奏形式，掀起一个又一个高潮。

音调中的半音模进和坚定果敢的节奏音型造成了强烈的戏剧性紧张

度。以上可算作第一大部分。中间部分是一段呐喊的音调，其中渗

入了第一乐章的主题素材，造成了大的结构之间的协调感。最后的

再现比较紧凑，音乐显得更为壮烈，结束句将核心音调拉宽，给人

以“残阳如血”的联想。

第三乐章 ：《忠魂祭》　乐队引子加原野钟声，虚幻而肃穆，开

头的音调是第二乐章尾声音调的承递式沿用，二胡泛音加慢颤音犹

似钟声的余波。二胡以缓慢、深沉的旋律作多段落、多层次的演奏，

表现人们对民族英烈的慰念。此乐章的结构轮廓较前两乐章简朴，

但感性色彩很浓，强调吟诵与歌唱的结合，波动性、对比性颇为显

著。其中第二段二胡演奏呼唤性音调时，中阮、大阮、中胡、大提

琴等乐器模仿人声哼鸣，用密集和声在中低音区的流动造成无伴奏

合唱的效果，象征着千万人的深沉歌唱。二胡华彩乐段采取朗诵性

写法，显得深沉而激越。当然，由于过多借用了小提琴旋法，使效

果受到一些影响，但整个乐章听来是很感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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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乐章 ：《遥望篇》　基本上由三个段落构成，二胡主题是第

一乐章主题的变化出现，接着是一段自由发展的段落，末段以展开

性的过渡音型为主，最后结束在第一乐章的主导音调上。二胡独奏

的伴奏部分，乐队所奏舞蹈性节奏，似乎与全曲风格不甚协调，此

外，末段两个过渡句的发展也不很自然。因而，我以为该乐章作为

一首独立乐曲是成功的，而作为这部协奏曲的终曲，其思想和感情

的分量则显得不足了。

任何作品不能不讲结构，也不能脱离内容按曲式框框草率填补

旋律。旋律的写作方法多种多样，但总不能人云亦云，失掉个性。《长

城随想》善于以意使笔，用心布局结构、发展主题，确是它的一大

长处，从而为大型民族器乐曲的写作提供了某些有益的启示。

民族风格与音调写作

要把握好民族风格，除其他因素外，尚离不开调式、旋律、和

声、配器等多种手段的运用。不能以为用了五声调式，便是民族风

格 ；以为采来一两首民歌，顺势发展一通，填上几个和弦，便具有

了民族风格。这也未免把创作（不是改编）看得过于简单。一味按

照西洋管弦乐队的实用配器方法，换上民族乐器，编编配配，就算

有了民族乐队的理想的音响，这也会碰到许多棘手的问题。在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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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欧洲传统的功能进行与民族的曲调相配，往往不很协调，我们

自以为“创作路子正”，其实损害了风格。经常可以在民乐独奏或

合奏曲中听到Ⅰ、Ⅳ、Ⅴ级和弦的分解式进行，有时是作为和声背

景使用的，竟成为对民族风格的嘲弄。

《长城随想》的和声运用，已注意到从横的旋律中挖掘具有民族

色彩的和声因素，除三度叠置外，还运用了四、五度结构等多种排

列方式，有时则混合使用。在配器上，则根据不同乐器的特有性能，

进行多种组合，如用笙与箜篌、方响、云锣、钟管、定音鼓以不同

音区造成的深远古朴的钟声效果 ；中阮、大阮、中胡、革胡等造成

的鼻音效果 ；为强化二胡音乐，将独奏二胡加入二胡群与其他声部

的对置处理 ；以新笛、笙及弹拨乐器烘托二胡演奏 ；音色彼此相扰

的乐器，则以复调形式作多线条处理等等，有的吸取了西洋乐队配

器的经验，有的却是作者所做的大胆尝试。

最值得一提的是该作的音调特点。从民歌、戏曲、说唱、民族

器乐中吸取创作素材，这是常见的现象，但在这里并未作皮毛的展

示，而是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加以融化，变为作者自己的音乐素质，

化为自然流露出来的、有个性的音乐语言，这是难能可贵的。如第

一乐章二胡主题中的片段 ：

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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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美的器乐旋律，而与前后音调连贯自如，却是从京剧“黑头”

腔调中衍化而来。第二乐章的快板主题，则是从京剧伴奏旋法中获

得启发而创作的。这里所用角调式并非京剧调式，而京剧声腔中（尤

其是西皮）角音十分重要，很有特性。主题中节奏重音的移动，在

京剧伴奏中是常见的。第三乐章华彩乐段中的同音反复处，则具有

琵琶扫弦和擂鼓的特点。

第四乐章中二胡用了说唱音乐的歌唱性音调和戏曲中垛板式的

快板节奏，其音调均未取自既定作品。协奏曲旋律有较浓郁的韵味，

这与作者善于学习各种民间音乐形式，研究刘天华、阿炳等人二胡

曲的旋法以及对古琴曲风有较深感受是分不开的。作品还运用了半

音阶、全音阶进行，并且加强了调式交替在音乐发展中的作用，这

对于提高民族器乐曲创作水平无疑有重要意义。当然，有个别部分

的音调及其转调等尚带有“洋”的痕迹。这是探索中的问题，是思

路打开了以后碰到的难题，不应简而言之为“民乐不民”。运用现

代作曲手法进行民族器乐曲创作是可行的，关键在于作品中所展现

的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民族气质。

艺术处理与演奏技巧

这部作品给演奏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乐思的显示、发展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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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布局为主要特点，线条长，气息深，起伏大。这样就有一个如何

用好难度很大的长弓、慢弓的问题。演奏者必须放得开，沉得下，

以宽广的气度，把握长短快慢断续顿挫的分寸。我认为，闵惠芬的

演奏为这部作品的艺术表现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倘若演奏者习惯于

抠小趣味，便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失去总体感。我们常见的又一种

现象是一味抠速度，似乎有了速度就有了技巧，而长弓、慢弓这一

真功夫却没有到家。许多民族器乐曲很讲究韵味，实际上就是风格，

就是感性的细致入微的表达，往往靠的并不是速度。这部作品也有

快速段落，但纯技巧的表现并不多，需要体现一定的情思，如第二

乐章大幅度的快弓、跳弓演奏在过去的作品中尚属少见，不仅要速

度，还需顿挫感，有了长弓、慢弓的根底，才能把握有致，运用自

如。第二乐章快速的半音进行和爆发性的音乐段落，要求均匀、饱

满，左手要有准确性，在迂回发展的旋律中，每音均要显出颗粒性

特点并达到相当的力度，这并非单纯的机械性的快速演奏所能达到

的。此曲音色变化的幅度也很大，要有穿透力。又由于作品借鉴了

古琴“绰”、“注”和琵琶扫弦等手法，运弓、按弦、换指、滑奏的

功夫就须更加讲究。上述种种尝试，有助于二胡演奏艺术的发展。

原载《人民音乐》1983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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