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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旋律响起 人们的心就凝聚在一起专 家 观 点

回望百年前，蔡元培、萧友梅创构了由中
国人组织的第一支专业性、公开性的管弦乐
队——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管弦乐队，“这一
具有拓荒意义的尝试，为中国交响乐的发展
种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陈乾说，在战斗歌
声此起彼伏，器乐创作几近奢侈的岁月中，老
一辈音乐家冼星海、马思聪、贺绿汀、李焕之、
马可等人从中国的民族音调、节奏和音色等
方面汲取创作养分，投入到以管弦乐体裁抒
写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社会现实中去。随
着新中国开国礼炮的巨响，国家全力恢复经
济建设，满足交响乐发展的重要条件逐步具
备——大中型西洋管弦乐队相继成立、音乐
院校高效组建、大批作曲与演奏人才崭露头
角，催开了管弦乐创作的锦绣花团。

陈乾认为，中国交响乐的魅力密码具体体
现为两方面，第一是把创作展现中国风格、中国
气派和中国精神的管弦乐作品作为艺术上的至
高追求。“一部管弦乐作品的思想性、民族性内
涵越深厚，越会拥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感召力。
包含古典音乐巨匠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等在
内的众多作曲家，他们的作品中都蕴含着深刻

的思想内涵与鲜明的民族风格；更有肖邦、威尔
第、格里格、德沃夏克、柴可夫斯基等作曲家，在
创作中有意识地追求民族音乐风格，创造了一
个又一个的音乐丰碑。”陈乾介绍，老一辈作曲
家从丰富的民族传统中汲取创作元素，以民歌、
戏曲、曲艺和不同时期的群众歌曲为素材，这些
饱含民族风格的中国管弦乐精品，塑造出了生
动而鲜明的音乐形象，降低了听众对于“西方舶
来”艺术形式的欣赏难度，也拉近了管弦乐体裁
与中国听众的距离，使其在开创期便深入人心。

同时，就创作题材的思想性而言，早在新
中国成立初期，对于国家发展、传统民俗、大
好山河、社会生活等题材的关注，就已成为作
曲家的主流选择，并由此产生了一批获得群
众热爱的、可冠以“经典”之称的中国主旋律
管弦乐精品。代表作有《红旗颂》《春节序曲》

《北京喜讯到边寨》《黄河》等。这些作品对中
国交响乐创作和群众的交响乐审美影响深
远。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专家梁茂春先生
认为这些作品“在世界交响乐坛上可谓独树
一帜，他们在该领域的创作成就宣告了中国
管弦乐创作春天的到来。”

第二，中国管弦乐作品的影响力，源自雅
俗共赏的审美取向与真挚情感的贴切表达。
正如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创作者之一何占
豪先生所言“艺术性和大众性的和谐统一是
音乐创作的核心”。陈乾娓娓道来，中国管弦
乐自开创期，便占据了中国艺术音乐舞台的
中心。那些或欢快动人，或优美抒情的音乐
主题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依然活跃
于中国人的生活之中：《春节序曲》是各大国
家级音乐院团慰问海外华人华侨专场文艺演
出的保留曲目，也是拉开每年央视春晚大幕
的演出序曲；在世界音乐史上具有影响力的
中国协奏曲《黄河》和《梁祝》是大型纪念节
会、专业艺术节、音乐赛事的高选曲目；《红旗

颂》常作为国家重大政务活动、纪念活动的礼
仪曲、开场曲和尾声曲；《北京喜讯到边寨》

《瑶族舞曲》以及朱践耳和施万春的两部《节
日序曲》等作品，则成为国外各大知名交响乐
团访华演出的保留曲目、安可曲目……

陈乾动情地表示，艺术作品生命力和影
响力的强弱，归根到底是由作品的内力决
定。这些紧扣时代脉搏的主旋律作品，翻开
了中国交响乐创作的辉煌篇章。无论在哪
里，只要旋律响起，人们的心就凝聚在一起：
它们唤起了国人流淌于血液中最为深厚的历
史情感，使民族情结更牢固；它们在一辈辈听
众的心里种下种子，使美好的乐音久久不散，
沉淀成心头永远的交响记忆。

音乐是历史的回声，也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交响乐这一源自欧洲的音乐形式随近代社

会变革生根华夏，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大批不同题材、不同体裁、不同风格、不同内容和不同

技法的优秀管弦乐作品相继涌现，既在中国现当代音乐史和演出史中写下了辉煌的篇章，也拉

开了中国现代交响事业的大幕。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陈乾长期致力于音乐社

会学和中国当代音乐研究。在她看来，探寻这些被广泛认可的、具有时代特征、地域特色、中国

化的管弦乐精品的“魅力密码”——为什么能够超越时代、唤醒听众的音乐记忆，以及时至今日

依然能够承载国人炽热的时代与家国情怀，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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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多台新年音

乐会在全国密集上

演。据不完全统计，仅

在 2024 年 12 月 29 日

至2025年1月 5日期

间，全国音乐会超过

500 场。辞旧迎新之

际，人们纷纷赶赴音乐

厅，用欣赏音乐的方式

来一场仪式感满满的

跨年。

从1987年中央电

视台首次转播维也纳

新年音乐会起，这一通

过管弦交响乐演奏迎

接新年的形式被国人

广泛知晓已有近四十

载，在融入中国社会的

过程中，新年音乐会逐

渐从舶来品变为了中

国人的“新年俗”，一种

蔚为壮观的文化现象。

为什么要在一年

一度的新年到来之际

听一场新年音乐会？

对于这个问题，可能

100个人会有100个不

同的回答。但一个毋

庸置疑的事实是，听一

场或几场新年音乐会，

在优美的旋律中迎接

新年的到来，已经成为

越来越多的人生活的

一部分。音乐评论家

王纪宴认为，在这一现

象背后，是一系列的印

证和实现。它印证了

高雅音乐在今日中国

焕发出的巨大生命力；

也印证了普通人对于

更具艺术含量的高雅

艺术的需求，就如德国

作家席勒在《审美教育

书简》中提出的观点，

即“振奋性的美是一种

需要”；同时，音乐会听

众的增加和趋向成熟

也有力地印证了富有

责任感的大量表演艺

术中心为一座城市的

文化生活带来不容忽

视的积极影响。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时代已拉开序幕，很
多观众好奇，AI作曲到底能达到什么水平？

上个月底，国内首台融合声学科技、电子
音乐实时交互、视觉实时交互以及AI人工智
能实时互动等高科技手段的音乐会《交响编
码》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学与艺术大楼首演
现场，有一章进行了专门的呈现。在第三乐
章《太空探秘》演出之后，曲作者郑阳随机挑
选一位观众，AI机器人根据她的口述，生成了
一段音乐作品，一分钟左右，流畅又欢快的旋
律正好契合了她的心情。第四乐章《时空隧
道》上演时，在郑阳的指导下，人工智能生成
了从17世纪至现代多个时期不同风格的交
响乐片段，造就了一次音乐的时空旅行。“目
前，人工智能肯定还不能代替作曲家，但它模
仿风格写作的片段有模有样且非常快速。”郑
阳说，这次独特的“合作”非常有趣，是对当前
人工智能技术在音乐创作领域发展和应用现
状的一次展示。

曾几何时AI、VR、3D打印等概念，对古典
乐迷而言相对遥远。而今，随着科技与古典
音乐愈发紧密结合，由人工智能担任演奏、指
挥，提供创意灵感的消息层出不穷，人们也能
足不出户依靠云端技术与VR设备完成一场
身临其境的赏乐体验。

去年10月13日，在德国德累斯顿交响
乐团成立25周年的两场纪念音乐会上，一
台名为“MAiRA Pro S”的三臂机器人与人类
指挥共同完成了一场音乐会。在它指挥时，
3个机械臂挥舞着的发光指挥棒，像《星球
大战》中的激光剑一样发出了蓝色、红色和
白色的光芒。这场机器人演出是人工智能
尖端技术的呈现，管弦乐队被分成三组，由
3个机械臂以截然不同的节奏进行指挥。即
使遇上最复杂的段落，机器人也能迎刃而
解，而人类指挥家并不具备这种能力。交响
乐团总监林特直言：“我们的目标不是在未
来取代人类，而是要演奏人类指挥家无法演
奏的复杂音乐。”

还有作曲家从人工智能题材汲取创作灵
感。美国作曲家克拉丽斯·阿萨德将她的新
作品《人工智能的演变》带上舞台。她本人则
穿着根据她的手势和动作产生声音变化的可
穿戴设备，并通过电脑连接电架子鼓，与芝加
哥小交响乐团同台演奏。

VR与音乐结合的成果同样斐然。美国普
林斯顿大学举办虚拟现实古典音乐会，邀请
观众佩戴上虚拟现实视听设备。观众在志愿
者的帮助下分成小组，在虚拟舞台上漫步，观
赏有几十名马勒室内乐团演奏者在虚拟空间
进行的古典音乐会。

当国乐遇见 AI，会创造出什么样的声
音？中国首台AI创作的国乐音乐会——上
海民族乐团《零·壹｜中国色》上个月27日
在上海音乐厅与观众一起辞旧迎新。“可能
这群年轻人——计算机工程师和民乐演奏
家，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们正在创造奇迹！
上海民族乐团不是在玩AI的概念，而是实实
在在地对高科技的AI和古老的国乐进行了
有机而色彩迷人的整合。”文艺评论家毛时
安这样评价。

当交响遇上AI
不只是风口

青年指挥、音乐评论家张听雨表示，随着
古典音乐的传播与普及，观众对音乐会期待
越来越高，观众对新年音乐会的选择不再一
味盲从，而是从自身品位出发选择自己喜爱
的院团。不仅仅是将新年音乐会作为烘托气
氛的一种方式，而是慎重地将其作为一次审
美体验。

深圳交响乐团驻团艺术家、作家刘元
举对此深有感触。近些年来，他欣赏到许
许多多的现场演出，“我不止一次聆听过国
际知名大提琴演奏家王健的现场音乐会，
在无锡新年音乐会上，我得以再度听到他
演奏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我发现，更
多的时候他在闭目演奏，那是深深的投入，
我也闭目倾听，沉浸其中。待一曲完结，睁
开眼睛时，却见他的头发如飘落一层白
霜。喔，50 多岁的演奏家，恍若一曲就拉白
了头。做音乐的人需要一份迷醉，倾听音
乐的人，同样需要这种迷醉。以迷醉对待
迷醉，便会进入佳境。”

张听雨认为，新年音乐会火爆的背后，
还离不开全国各地日益增加的文艺演出场
馆对高质量演出的召唤，公益惠民演出等各
地一系列文化政策的加持之功。“这既是我
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具
象表现，也回应着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
强盛发展。”

在成都，2025“乐动蓉城”新年音乐会
在成都民族乐团的精湛演绎下刚刚落下帷
幕，“乐动蓉城”成都市“走基层”文化惠民
活动暨第三届社区艺术季活动，又于上个
月 28 日开启，系列活动将持续到今年 6 月，
除了开展超过 30 场精彩、多元的文艺展演
外，还将携手区（市）县共同打造首批 7 个

“乐动蓉城”文艺工作室，全面盘活当地文
艺资源和人才。

“音乐带给人们的甜美、陶醉和鼓舞，是
人们发自内心的需要，而与音乐的审美价值
同时存在的是它的社会价值。”王纪宴认为，
正如我们的先辈所洞悉的：“移风易俗，莫善
于乐。”

随着中国音乐事业的蓬勃发展，在来华
演出的西方乐团新年音乐会上，中国乐曲频
频响起。

成都城市音乐厅2025新年音乐会现场，
来自高加索山脉下的亚美尼亚国家交响乐团
奏响磅礴乐章。乐团此次来华巡演由亚美尼
亚大使馆官方推荐，并入选为2024中国新疆
丝绸之路音乐季闭幕音乐会。在乐团首席指
挥谢尔盖·辛巴特扬的带领下，乐团不但为蓉
城乐迷带来了哈恰图良、格里格、柴可夫斯基
等大师的传世作品，还有中国传统名曲《春节
序曲》《茉莉花》等。

对于中国乐团来说，新年音乐会成为讲
述中国故事的生动平台。在四川交响乐团新
年音乐会上，展现川人生活哲学与热情的《四

川麻辣火锅》狂想曲就令人耳目一新，乐团指
挥洪毅全在创作时，围绕明朗爽快的四川民
歌《太阳出来喜洋洋》的旋律动机展开，用热
辣滚烫的音乐语言，将以食会友的热闹场景、
人间烟火的幸福时光生动再现，是一首对热
气腾腾、寻常生活的赞歌。在成都城市音乐
厅交响乐团的跨年音乐会上，则带来了两首
西洋管弦乐演绎的中国民歌艺术经典：颇具
江南丝竹风格的《紫竹调》（鲍元恺作曲），细
腻委婉的民歌《茉莉花》（李文平改编）。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四伎乐国风乐团戏剧国风
音乐会《唐·宫乐宴》和《天姿国乐·国潮迎新》
跨年音乐会，作为不断跨界创新的中国传统
音乐文化代表性IP，两台音乐会以国潮迎新，
相映生辉。

王纪宴认为，古典音乐的雅致与壮丽，
严肃与丰厚，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
而新年音乐会则在节日氛围浓郁的特殊时
节，将其中更亲切、轻松的一面展现给热爱
音乐的人们。

在全世界音乐爱好者的心目中，知名度
最高的新年音乐会当数维也纳爱乐乐团每年
在人们熟悉的“金色大厅”演出的新年音乐
会，即“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英国乐评家理
查德·奥斯本将维也纳爱乐乐团所代表的音
乐传统与全世界的和平联系起来，他说，假如
我们周围不再有人照布鲁克纳交响曲诞生之
初的方式演奏它们，不再年复一年地在新年
音乐会上向全世界问候“新年快乐”，不在听
众的掌声中演奏《拉德茨基进行曲》，那才是
悲剧。“谢天谢地！这种美好一直持续着。”

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音乐会，让中国听
众在音乐中感受到了这种美好。作为古
典音乐爱好者每年“必追”的音乐盛事，王
纪宴认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传统的守
望之外，创新也始终存在，而且每年都力
图以新曲目、新形式赋予这历史悠久的迎
新形式以新面貌。2025 年的音乐会由意
大利指挥大师里卡尔多·穆蒂第七次执

棒，除了鲜明的艺术个性、对音乐的卓越
理解和充满激情的指挥风格外，他一个引
人注目之举是将听众不熟知的新颖作品
纳入曲目，今年有史以来第一次演奏女性
作曲家的作品——奥地利女作曲家康斯
坦兹·盖格尔的《费迪南德圆舞曲》。今年
恰好是小约翰·施特劳斯诞辰 200 周年，除
了代表作《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之外，音乐
会还演奏了他的 8 首作品：《破坏者法兰
西波尔卡》《太湖圆舞曲》、轻歌剧《吉普赛
男爵》序曲等。

国外乐团来到我国演出新年音乐会，也
成为一道独特景观，今年吸引了各大海外名
家、名团铆足劲展示实力，比如伦敦爱乐乐
团、英国国家交响乐团、日本IlluminArt爱乐
乐团、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意大利爱
乐乐团等。曾荣获格莱美奖的伦敦爱乐乐
团，以对古典乐的创新性和令人耳目一新的
观赏性而知名。乐团曾为电影《指环王》三
部曲、《霍比特人：意外之旅》，以及“现象级”
网络游戏《原神》等影视与游戏作品录制原
声。“吸引听众的不仅是这些交响劲旅的精
湛演奏，更有在音乐中蕴含的为不同民族所
共同感悟和珍视的节日情怀。”王纪宴表示。

不同民族共同珍视的节日情怀

讲述中国故事的生动平台

文化惠民
让更多人走进艺术殿堂

谢天
谢地

这
种
美
好
一
直
持
续
着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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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的
成
都
新
年
音
乐
会
是
成
都
市
辞
旧
迎
新
的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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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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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之
一
，也
是
近

年
来
成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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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
国
际
音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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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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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标
志
性
文
化
盛
典
之
一
。

今
年
音
乐
会
由
中
央
音
乐
学
院
指
挥
系
教
授
陈
琳
执
棒
，成
都
交
响
乐
团
演
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