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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

叶小钢，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

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音乐学院院长、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音

乐教育家。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

协会主席等。他是我国当代著名作曲家，是中国

当代音乐领域的领军和代表人物，中宣部首届“四个

一批”人才入选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他的主要

创作包括交响乐、室内乐、歌剧、舞剧、影视音乐等多体裁的大量音乐作

品，代表作有《英雄颂》《大地之歌》《喜马拉雅之光》《青芒果香》《鲁迅》《英

雄》《美丽乡村》等，影视音乐《玉观音》《大国崛起》等广受好评。其作品在

世界各地被众多乐团广泛演出，为中国当代音乐在国际上的展示和传播

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他一直为音乐普及、全国范围的美育教

育呼吁，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尤其是加强国际音乐版权保护等方面提

出了很多提案。他还多次在政协会议上作重点发言，强调保护知识版权

的重要意义。在他的大力推动下，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国际知识版权在

中国的保护工作有了很大的推进。

了 解 叶 小 钢 先 生 的 朋 友 ， 可 能 都 知

道，他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成就卓越的

音乐家，还是一位肩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

传 播 者 。“ 用 音 乐 讲 故 事 ， 用 音 乐 打 动

人”是他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他希望中

国 的 音 乐 能 够 真 正 迈 进 世 界 音 乐 的 大 门 ，

让全世界的听众都能感受到来自东方的旋

律之美。

2008 年，叶小纲先生为北京奥运会创

作 钢 琴 协 奏 曲 《星 光》。 在 开 幕 式 上 ， 郎

朗和一位 5 岁小琴童的精彩演绎将作品呈

现在了世界面前，展现了人类对星空的幻

想和对生活的热爱，向世界传达了现代中

国 人 的 思 想 方 式 和 对 未 来 的 乐 观 与 信 心 。

此后，这首协奏曲经常出现在展示中国当

代音乐的国际演出中，好评如潮。不只如

此 ， 他 的 其 他 音 乐 作 品 《地 平 线》《将 进

酒》《喜 马 拉 雅 之 光》《最 后 的 乐 园》《大

地 之 歌》《草 原 之 歌》《和 平 祭》《鲁 迅》

《美丽乡村》 等，也都在国内外广受好评。

如何用音乐讲好中国故事？叶小钢先

生说，讲好中国故事，真正的中国元素不

可少，西方听众甚至音乐家对于中国的传

统乐器并不太熟悉，但当独特的音色混入

西方管弦乐演奏当中，他们顿时就听到了

不 同 意 境 ， 这 种 意 境 就 是 中 国 文 化 。“ 我

的 音 乐 创 作 往 往 是 在 中 国 传 统 音 乐 基 础

上，融入德国古典音乐和美国当代音乐创

作技巧的一种创新独特的音乐形式，这在

西方任何音乐曲式里都找不到。我对中国

几十个民族的音乐传统都很熟悉，这些构

成 了 我 作 品 美 学 层 面 上 中 国 文 化 的 支

撑。”比如交响乐作品 《少陵草堂》，就是

他 将 我 国 唐 代 诗 人 杜 甫 的 五 首 经 典 名 篇

《狂 夫》《登 楼》《春 夜 喜 雨》《登 高》 和

《茅 屋 为 秋 风 所 破 歌》 谱 写 成 乐 曲 ， 以 声

乐与交响乐队的合作形式将杜甫伟大的忧

国忧民情怀表达出来，展现了独特的个人

风格和创新精神，受到观众的欢迎。

以中华文化为灵感源泉，将西方古典

音乐、当代音乐的创作技巧与中国的音乐

元素、审美意趣创新融合，不仅是叶小钢

先生用音乐讲述中国故事的独特手法，更

成为他传播中华文化的有效途径，让人们

在音乐的旋律中领略中华文化的魅力。

用音乐讲述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郭海瑾

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福建文旅讲坛名

家专场“非遗里的中华民族故事”于近日

在福建省图书馆举办。讲坛由中央民族大

学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林继富主讲，讲述那些

藏在非遗里的中华民族团结故事。

讲座现场，林继富带领读者穿越千年

时 光 ， 走 进 民 间 文 学 类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

通 过 专 业 的 学 术 知 识 和 丰 富 的 实 例 展 示 ，

从 “ 洪 水 神 话 ”“ 英 雄 史 诗 ”“ 历 史 传 说 ”

三个维度，为大家揭示非遗在促进民族团

结 和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中 的 重 要

作用。

活动现场，主办方还为读者准备了精

彩的中国民间文学书籍展以及由福建民俗

博物馆提供的 《民俗里的福文化展》 和剪

纸、拓印等非遗技艺体验，让大家以“讲

座 +展 览 +体 验 ” 的 形 式 ， 全 方 位 感 知 民

间文学和地方民俗的魅力，触摸非遗中的

中华民族发展脉络。 （郭海瑾）

“非遗里的中华民族故事”
讲座举办

音乐是世界通用语言音乐是世界通用语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

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文明

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

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音乐

是一种无须翻译的语言，它能够跨

越国界、种族和文化，直抵人们的

心灵，在国际交流交往中，发挥着

无可替代的作用。

北京作为国际交往中心，在绵

长深厚的文化血脉和悠远丰富的文

化资源中，音乐是重要的组成部

分。从幽燕古地“风萧萧兮易水

寒”的慷慨悲壮之歌，到现代雄浑

壮阔的交响乐，从蕴含京韵京味儿

的民间曲调到庄重典雅的宫廷音

乐，这座城市为多元的音乐创造和

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从古典音

乐到流行音乐，从民族音乐到世界

音乐，这座城市在秉承传统的同时

焕发着新的生机活力，展现着古老

文明的辉煌过往与蓬勃朝气，成为

文化自信、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

范本。

北京的音乐是中国音乐的一方

沃土，是中华文化的一块瑰宝，是

中外音乐交流的结晶，也是人类文

明交流互鉴的见证。回溯历史，音

乐的传播始终与各个国家、各个民

族 的 交 往 相 伴 ，“ 千 载 琵 琶 作 胡

语”，茫茫丝绸之路上，汉地的音

乐传播到西域，西方的音乐也进入

到中国，“琵琶”“唢呐”“胡琴”

逐渐成为中国民族乐器；“衣冠礼

乐 昭 华 风 ”， 中 华 礼 乐 文 化 在 朝

鲜、日本等国家发扬光大，中国的

宫廷雅乐被复制保留了下来，至今

仍被演奏传唱。近代以来，中外音

乐交流更加频繁。西方的音乐理

论、乐器和演奏技巧开始在中国广

泛传播，中国的传统音乐也开始登

上西方的音乐殿堂。

意大利歌剧 《图兰朵》 里反复

响起的江苏民歌 《茉莉花》，以其

优美婉转的曲调，传递着对美好生

活的热爱，在海内外广为传唱；贝

多芬的 《命运交响曲》，以其激昂

的旋律和强烈的节奏，展现了人类

与命运抗争的精神，激励着无数人

勇往直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音乐能够成为世界的

通用语言，其奥秘在于它包含着普

遍性的基本规律，在节奏、旋律、

和声方面，遵循着某些普适性的模

式框架，与人的生命韵律相照应，

触及人类共同的情感，构建起一个

和谐的同构系统。无论是激昂的交

响乐、悠扬的民歌，还是动感的流

行音乐，都在以某种共通的音乐语

言展现人类的心灵感悟和审美追

求，被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所理

解和欣赏。在音乐规律面前，保持

开放探索的精神，兼收并蓄、博采

众长，是应有的态度。一切先进的

音乐技术、高超的表现手法、优秀

的音乐文化，都值得被吸收和借

鉴。更具世界感染力的形式技巧和

更富全球传播力的表达策略，能帮

助我们更好地开展交流对话。比

如，西方音乐在和声、复调、配器

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技

术，其中交响乐文化内涵丰富、艺

术张力强劲、情感意蕴深厚、技术

手法精湛，用交响乐这种国际通

用语言讲述中国故事，

沟 通 上 没 有 困 难 ，

理 解 上 也

难度低，能够实现良好的交流沟通

效果。

普遍性的规律并不意味着音乐

的同质化，相反，音乐在跨文化广

泛传播中，不同民族、地区音乐的

差异性、多样性，给予我们丰富独

特的审美体验。无论是非洲的鼓

乐、欧洲的古典交响乐，还是亚洲

的丝竹之声、美洲的爵士蓝调，都

像高低强弱的不同音符构成一首乐

曲那样，以各具特色的音乐样式编

织出丰富多彩的人类乐章，让“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世界音乐百

花园群芳竞艳，构成人类共同的精

神财富。独具特色的民族音乐是构

筑世界音乐之园的基础，也是赓续

民族精神命脉的重要载体。民族音

乐品格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音乐文化

的核心，也是国家和民族精神文化

的重要标识。正如莫扎特的音乐洋

溢着奥地利的优雅气质与浪漫情

怀，肖邦的音乐充满了波兰民族的

情感和精神，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展

现了俄罗斯的广袤大地和深沉情

感，中国音乐先辈们也通过美妙独

特的旋律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传达

着华夏文明的魅力与哲思，在世界

音乐之林中独树一帜。

音乐艺术的交流互鉴音乐艺术的交流互鉴

中国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从

古代的雅乐到民间的戏曲，从悠扬

的古琴曲到激昂的锣鼓乐，无不展

现中华民族独特的情感世界和审美

境界。我们有像 《高山流水》《广

陵散》 这样的古典名曲，在历史的

长河中流传千古；也有像交响乐

《梁祝》《黄河大合唱》 这样的现代

经典，在充满时代感的律动中深入

人心。这些作品不仅承载着深厚的

文化内涵，还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生

活态度和精神风貌，陶铸着人民情

感、培育着民族性情、凝聚着社会

合力，体现着中华民族对美的不懈

追求和非凡创造。

音乐是世界的通用语言，有它

的基本规律；音乐是民族的文化瑰

宝，承载着我们的精神基因。许多

现代优秀的音乐作品在植根民族传

统的同时，拥抱现代音乐理念和技

巧，保持传统精髓的基础上，融入

现代音乐元素，体现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现代音乐技法的结合，呈

现出既具有民族特色又符合现代审

美的品质。小提琴协奏曲 《梁祝》

以中国民间传说为背景，采用了西

方小提琴协奏曲的形式，将中国音

乐的旋律与西方音乐的技巧完美结

合，成为了中西音乐交流的经典之

作。这部作品不仅在国内广受欢

迎，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它让世

界听到了中国音乐的声音，感受到

了中国文化的魅力。钢琴协奏曲

《黄河》，它以冼星海的 《黄河大合

唱》 为素材，运用了西方钢琴协奏

曲的形式，展现了黄河的磅礴气势

和中华民族的英勇精神。这部作品

在国际上演出时，常常引起观众的

强烈共鸣，他们被音乐中所传达

的力量和情感所震撼。

我们借助西方的音乐

技 法 丰 富 表 现 力 ，

西 方 一 些 具 有 远

见卓识的音乐家

也 将 目 光 投 向

东方，从中国古典

文 化 中 汲

取营养和灵感。百年前，奥地利作曲

家马勒根据中国的七首古诗创作了

《大地之歌》，通过对七首作为歌词的

唐诗解读构成交响诗篇，表达了对生

命和自然的思考，抒发出磅礴的气势

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充满了浪漫主义

的气息，成为西方音乐的传世经典，

也让更多西方人了解到了中国文化的

魅力，为西方音乐与东方文化的交流

与融合提供了一个典范。为了致敬马

勒 ， 也 为 了 致 敬 伟 大 的 唐 代 诗 人 ，

2004 年，我创作了声乐交响曲 《大

地之歌》，灵感就来源于马勒的 《大

地之歌》。采用相同的唐诗原文作为

歌词，呈现了一部全新的交响乐作

品。马勒的 《大地之歌》 充满了对人

生的幻灭和对神秘天堂的憧憬，而我

的作品表达的是一个中年人对世界仍

然充满雄心壮志的情怀。为了展现唐

诗的韵味和意境，我重新编排了文本

顺序，并在音乐中汲取了中国诗歌中

的进取精神，情感表现也更加积极，

还使用了戏曲表演的元素，乐器与旋

律的选择也极富中国特色，用西方人

熟悉的方式来诠释中国文化的博大精

深。这部作品在欧美巡演过程中，受

到了观众的喜爱。他们以拥抱全

新 作 品 的 心 情 来 欣 赏 中 国 版

《大地之歌》，享受中西音乐文

化深度交融的魅力。这部作

品 的 成 功 ， 让 我 认 识 到 ，

音乐是无国界的语言，用世

界 通 用 的 音 乐 形 式 表 达 中 国

的特色，比较

容 易 与 世 界

各国的观众产生共鸣。

在中西音乐交流中，良好传播效

果的取得，往往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现

代音乐的理论和技巧，同时也要充分

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将

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创作出具有国际

水准和中国特色的音乐作品，能够在

国际舞台绽放光彩。我在创作芭蕾舞

剧 《红楼梦》 的音乐时，尝试自我挑

战，没有加入任何民族乐器，而是用

西洋乐队表现中国色彩、呈现中国的

旋律。这部作品的音乐具有鲜明的中

国风格，符合芭蕾舞的特征，具有可

舞性，同时又比较现代，是具有中国

古典浪漫主义风格的舞剧音乐，用西

方音乐的形式表现了我们民族文化的

灿 烂 图 景 。 再 如 ， 我 创 作 的 歌 剧

《咏·别》，这部作品以上个世纪 20

年代的北京京剧人为背景，讲述了他

们的奋斗与纠葛。我在创作中融入了

京剧的元素，同时运用了西方歌剧的

表现形式，使这部作品既有中国传统

文化的韵味，又具有西方歌剧的张

力。作品在国内外演出时，广受欢

迎。这些作品的成功，让世界看到了

中国音乐的独特魅力和无限潜力。

今天，音乐的交流与融合变得越

来越频繁，而中国音乐也在这个过程

中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面对中

外音乐文化间的丰富与多元，实现广

泛深入的交流交往，在于敢于创新，

勇于尝试。可以尝试将不同的音乐元

素融合在一起，创造出独特的音乐风

格。例如，将中国传统音乐的旋律与

西方现代音乐的节奏相结合，或者将

中国民族乐器与西方管弦乐器相搭

配，营造出新颖的音乐效果。这种创

新不仅能够吸引听众的注意力，也能

够展示中国音乐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创新是音乐发展的动力，追求创新不

能忽略音乐的本质，不能失去文化的

灵魂，要在坚持旋律、节奏、和声等

音乐基本要素的同时，不断尝试新的

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以多样性和丰

富 性 展 现 我 们 的 创 造 活 力 和 艺 术

魅力。

“高山流水遇知音”，让音乐成为

沟通全世界人民的纽带，成为连接不

同文明之间的桥梁，让“世界的通用

音符”与“民族的大地之歌”共鸣，

奏 响 昂 扬 自 信 、 和 谐 包 容 的 时 代

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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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小钢在 2024 北京文化论坛发表演讲

编者的话：

音乐，是人类共通的语言之一，也是承载中华民族深厚底蕴的文化载

体，它以其独特的韵律和情感表达，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和人文交流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近日，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以“深化文化交

流 实现共同进步”为年度主题的 2024 北京文化论坛在京举办。论坛上，

叶小钢先生以自身的实践经历讲述了如何用音乐搭建起文明交流互鉴的

桥梁 ，语言优美动人 ，使人受益匪浅 。本期讲坛将其演讲内容进行整理编

发，以飨读者。

▲ 苏州民族管弦乐团演奏现场

▲ 四川爱乐乐团演奏交响乐作品《少陵草堂》

主
讲
人
：
叶
小
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