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薰纂鑫馨纂

音乐科教授
、

古筝演奏家倪永震先生专

程前来北京访问
。

倪先生热忱地希望结

识一下首都音乐界的朋友
,

于是就由 我

出 面约请了 李焕之
、

彭修文
、

刘 文金和

李西安等名家在新侨饭店聚会
。

席间彼

此畅谈海峡两岸在 民乐方面的交流活

动
,

话题还涉及到 香港
、

新加坡等地 民

乐活动的一些情况
。

彭先生渊博的学识

和卓越的艺术成就给我 留 下 了 极其深
亥 的 印象

。

年夏
,

我开始撰写 中 国 指挥

家传略并在香港《音 响技术 》特稿专栏

上陆续发表
。

同年 月 日
,

我专程去

彭修文先生家中采访
。

彭先生俭朴的生

活 和他那虚怀若谷 的学者风度令我感

叹不己
。

彭先生不辞辛劳地和我长谈了

一上午
,

如数家珍滔滔不绝
,

且思路敏

捷
,

记忆力惊人
。

我有感于彭先生 自学

成才
、

锲而不舍的 执着精神
,

故将写他

的专稿题为《大师之路 》 载香港《音响

技术 》 年 月 号
。

文章发表后
,

彭

先生在给我的来信中写道
“ 才且善

你好
,

近 日 来 心脏病频频发

作
,

回信一直施延至今
,

实在是对

不起
,

望 勿 见罪
。

文章写得很好
,

既精炼 又详

实
,

我只 觉得 自 己有点愧不敢当
。

读罢文章
,

掩卷长思
,

不 禁感触纷

至杳来
。

今 日 演艺 界人多 为孔方

兄效命
,

有几个如你这样辛 勤认

真地从事这样严 肃的 工作
。

我又

想到 当 你 为 人写 文章作介绍
,

又

有何人为 君著书 立传呢 想至此

对足下钦佩之情油 然 而 生
。

当 然
,

你 的辛劳是有价值的
,

是有历 史意 义的
。

姑且不论你写

的 这些人在 艺 术成就上 高 下 如

何 然 集腋成裘
,

幕 书 成册
,

将为

后人留 下 一部珍贵的 艺 术史料
。



想至此我又为君欣慰
。

年 月
,

我 为 中 央 电 视 台 “

音

乐 厅
”

栏 目 组策划 了 一个音 乐 专题节

目 《图 画展览会 》
。

在上
、

下两集中把穆

索尔斯基的名 曲《图 画展览会 》以 钢琴

独奏 原 曲 和 管弦乐及 民乐 改编本的

三种演出 形式介绍给电视观众
。

我有幸

和 彭修文大师共 同 参与 了 这项颇具创

意的 电视艺术活动
。

为此邀请了青年钢

琴家程池先生担任独奏 彭先生执棒指

挥中 国 广播 民族乐 团 演奏他本人的 民

乐改编本 由我指挥中 国广播交响乐 团

演奏拉威尔的管弦乐改编本
。

此次合作

使我获得了直接从彭大师那里感受
、

领

悟其艺术造诣的宝贵机会
。

他的指挥胸

有成竹
、

严谨规范
,

鲜 明 果 断
、

热情奔

放
、

张弛有 致
、

刚 柔相 济
,

一 派大师风

范
。

专题一经播出
,

便受到 了各方面的

好评
。

笔者 曾 以《移 花接木争奇 斗 艳

—评 图画展览会 的第
“ ”

个版本 》

为题介绍
、

分析了 彭先生的 民乐改编本
〔载《音乐爱好者 》 年 月 号

,

并且

照例把此文寄给彭先生指正
,

还为此和

彭先生通 了 电话
。

不久
,

我又收到 彭先

生热情洋溢的来信
“

卞指挥

电 话甫放下
,

就收到 阁 下 的

信函 与 文章
, 看卜人急 不 可待地立

即拜读
。

不说套话
,

衷心感谢
,

也十分

激动
。

文章写得好极
,

深入
、

细致
、

周 到 有鼓励也有恰如其分的 点

评 十分客气的
,

我为之感动
。

忽然想到
,

长口
果你 是专 门 乐

评家如何呢 那屈 才 了
,

把一个难

得的 指挥埋没 了 如果专 事指挥

不搞评论
,

那将是历 史的 失误
。

老弟 套用 衰方 的称呼 你苦

了
,

看来指挥和评论都得做
,

并且

要一直做下去
。

虽 然苦 了 你
,

可是
话甘了 大家

。

遥望征途远
,

骏马再着鞭
。

再次感谢
,

并祝

健康
、

愉快

问 币灸夫人

修文

九六 三 十四

彭先生给予我莫大的鼓励
,

使我深

感荣幸和欣慰
。

年 岁 末
,

当 我 在石家庄获悉

彭大师不幸病逝的噩耗时
,

我几乎不相

信
,

也不愿 意接受这无可挽 回 的 事实

—正当他的艺术事业处于巅峰时期

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

彭先生作为 中 国 当 代杰 出 的 民族

音乐大师
、

中 国现代民族管弦乐 队的创

始人之一
,

成就卓著的指挥家
、

作 曲 家

给 中 华文化艺术宝库留 下了极其重要

而丰富的音乐遗产
。

初
,

彭先生作为一名 杰出 的 民乐演

奏家 演奏二胡和琵琶的高手
,

他和 中

国 广播 民族乐 团 在 年莫斯科第

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演奏的《春江花月

夜 》和《关山 月 彭修文编曲 荣获金质

奖章
。

年代彭先生为开拓二胡演奏

的技艺刻苦钻研
,

用二胡 出 色地演奏了

帕 格尼尼 的《无穷动 》
、

蒙第的《查尔达

什 》和萨拉萨蒂的《吉普赛之歌 》等小提

琴世界名 曲
。

他把小提琴的跳弓 演奏技

巧创作性地运用到二胡 的演奏之中 他

以大胆的革新精神
,

把二胡的里外弦改

为金属弦
,

不仅增强 了 二胡 的音量与音

色变化
,

还加强了 乐器的稳定性
。

彭先

生曾在《春江花 月 夜 》一 曲 中 担任琵琶

领奏
,

并且录制过朴东升的二胡独奏曲

《在草原上 》的 唱片
。

后来由 于专门从事

指挥和作 曲
,

才不得不完全脱离 了 演

奏
。

作为指挥家
,

彭先生的功绩首先在

于他在前人改革成果的基础上
,

确定了

以 弓 弦
、

弹拨
、

吹管和打击乐 四个声部

组合的 中 国 现代 民族管弦乐 队编 制 的

构想
,

首创 了新中 国第一支新型的专业

民 族乐 队 —中 国广播民族 乐 团
。

自

年 月 乐 团成立以 来
,

彭修文先

生历任责任指挥
、

副 团长
、

团长
、

艺术指

导和首席指挥
。

余年来
,

在彭先生的

指导
、

训练下
,

乐 团成为我 国 民族管弦

乐创作
、

演 出 高度一体化的艺术 团体
,

在国 内外享有盛誉
。

彭先生曾 先后率团

赴南斯拉夫
、

阿尔 巴尼亚
、

罗马尼亚
、

马

耳他
、

意大利
、

圣马力诺
、

德国
、

日 本
、

新

加坡等国家以及我国香港
、

台 湾地区演

出
。

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
,

盛赞彭先

生是
“

真正的大师 一举一动都是那么

深刻准确地将乐 队带人他的 作 品 的 境

地 年 月 日 新 加 坡《联 合 晚

报 》
。 ’,

彭修文先生是我 国 第一位赢得

国 际声誉的 民乐指挥大师 —载

年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 》
。

彭先生是促

进东方民族管弦乐登上国际乐坛
,

并力

争与西方的交响乐艺术分庭抗礼
,

推动

其历史性进程的主将和开路先锋
。

彭先

生逝世前不久和 台 湾高雄实验园 乐 团

排练
,

演 出 的 系 列 录像 以 及 年北

京科学教育 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中 国 民

族管弦乐队 》 由 王君壮编导
,

彭修文指

挥
,

中 国广播 民族乐 团演奏 等影像资

料 已 成为再现彭大师指挥风采 的 珍贵

文献资料
。

彭修文先生是杰出 的作曲家
。

当我

们综观他的创作范畴之后
,

便会情不 自

禁地惊叹他那博大精深的艺术造诣
。

年代
,

彭先生 以改编 为 主
,

代表

作 有 《采 茶 灯 》
、

《 将 军 令 》

、

《步步高 》
、

《瑶族舞 曲 》

、

花好 月 圆 》
、

《阿 细 跳

月 》
、

《大姑娘美 》
、

彩 云

追月 》
、

《绣红鞋 》
、

《翻 身

的 日 子 》 和《紫竹调 》 等
。

他 创 作 的 第 一部大型 作 品 为《气壮 山

河 》
,

其后便不断有佳作问世 如

广为 流传的《月 高 》
、

《乡 村的

晚会 》 、《燕 山 晚秋 》 和《心

向天安 门 等
。 “

文革
”

年禁锢



本文作者 左 与彭修文在彭修文家中合影

两稿
、

华彦 钧

的《二泉 映 月 》

和 刘 天

华 的《光 明 行 》

、

《烛影

摇 虹 》
、

《 病 中 吟 》

等
。

以

及 日 本
、

南 斯

拉 夫
、

罗 马 尼

亚
、

阿 尔 及 利

亚
、

伊拉 克
、

印

尼
、

泰 国
、

缅

甸
、

匈 牙利
、

几

时期
,

彭修文先生改编创作的 民乐合奏

《丰 收锣鼓 》 促使一大批从事 民

乐演奏的艺术工作者恢复 了业务
,

重新

获得了 艺术生命
。

改革开放 以来
,

极大

地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热情
,

从而迎来

了 作 曲 家创作 的 高 峰期 二胡协奏 曲

《不 屈 的 苏 武 》
、

交 响 诗《流水 》

,

荣获 年全国 音乐创作评 比

一等奖
,

年被评为
“

世纪华人音

乐 经 典 ”
、
《灯 月 交 辉 》 十 番 锣 鼓

,

、

《灵 山梵唤 》
、

交响诗《怀 》

、

套 曲 《 四 季 》 四 首
,

一
、

套 曲 《 十 二 月 》 首
,

一

此 年 作
,

获 年 台 湾 作 曲 金 鼎

奖 幻想 曲《秦
·

兵马俑 》
、

音诗
《云 中鹤 二胡 与 乐 队

, 、

《民歌五

首 二胡 与 乐 队
,

的 和《金 陵交响

曲 》
、
《谊之风 》 、 《谊之风

宝岛 》 等
。

在彭先生的创作生涯中
,

始终一手

面向 民族民 间 的音乐
,

一手面向 西欧古

典音乐
,

以 汲取不 同 的音 乐 营养
,

创作

风格各异的音乐 作品
。

在面 向 民间音乐

方面
,

包涵 了 我国 和世界各民族的 民 间

音乐
。

除改编 了不少我国传统的古 曲
、

江南丝竹
、

广东音乐
、

豫剧
、

京剧音乐
、

民歌等
,

还加工整理 了 前辈 们 的作品
,

如冼星海的《 中 国 狂想 曲 》
、

内 亚
、

古 巴 和 美国 等 国 家的 民 歌
、

民 乐

改编 曲
,

均十分精美而各具特色
。

彭修

文先生移植改编 的 西欧古典音乐 曲 目

非 常丰富
,

其中 有柴科夫斯基《四 小 天

鹅 》
、

《欢迎舞 曲 》 选 自哈恰图 良

的舞剧《加雅涅 》, ,

贝 多芬《雅典

的废墟序 曲 》
、

比才《卡 门 组 曲 》

、

《云 选 自德彪西的管弦乐《夜

曲 》
, 、

斯特拉文斯基《火鸟组 曲 》

,

穆 索 尔 斯 基《 图 画 展 览 会 》

,

拉松《 田 园 组 曲 》
、

广

板 》 选 自德沃夏克《 自新世界交响 曲 沙

,

拉威尔 鹅妈妈组 曲 》
、

《罗 马尼亚狂想 曲 第 号 》
、

格林

卡《卡玛林斯卡亚 》
、

卡 巴列夫斯

基《柯拉
·

布 留 安尼 序 曲 》
、

西

贝 柳斯《图 内 拉 的 天鹅 》 , 和 莫扎

特《 大调 弦乐小夜曲 》 等
。

卜述

创作
、

改编
、

移植的 曲 目 绝大部分都录

制 了 唱片
,

并流行于海内 外
。

由 彭修文

先生指挥的《春江花月 夜 》 中 国 广播 民

族乐 团 演奏 荣获 年度 中 国 唱 片

总公司 金 唱 片 奖
,

年彭修文 先生

被中 国 唱 片 总公司 授予金唱 片奖指挥

特别奖
。

迄今为止 彭修文先生在创作
、

指挥录制 民族管弦乐作 品 方面 成果之

丰硕
,

贡献之巨大是无出其右 的

年 月
,

彭 先生 住 院 治 疗 肝

病
,

医生禁止他工作
。

但先生 以惊 人的

毅力在他逝世前 天
,

终于完成 了 他最

后的 乐章 —
《揭天鼓吹 —

一

香港节 日

序 曲 》
。

作 曲家在总谱题词 中 写道
“ 为

香港 回归祖国而作
。

这个作品
‘

酝

酿到写谱
,

为时甚久
。

从 月 初 开始酝

酿
,

考虑素材
,

月 初 因 肝病住院 。 月

上旬 即 进人 写 草稿 阶段
,

由 于 儿 度 闹

病
,

总谱直至今 日 月 日 口寸 开

始脱稿
。

总算 了 却一桩心事
。

仪以此祝

贺香港 回 归
,

愿祖 国 繁荣 昌 盛
·

吉祥之

光普照大地
。 ”

李 斯

特
《 匈

牙 利

狂 想

曲 第

号 》

、

德 彪

西

《 月

光 》

、

埃 内

斯 库

左起 李西安
、

彭修文
、

李焕之
、

倪永展
、

刘文金
、

卞祖善



先生满怀爱国激情
,

呕心沥血谱写

的 最后乐章乃是他为 中 国 民族音乐奋

斗终生的
“

天鹅之歌
” 。

他的逝世标志着

中 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个时代的结束
。

年 月 日
,

中央 电视台
“

音

乐直播厅
”

举行
“ 中 国 民族音乐大师彭

修文逝世一周 年纪念音乐会
” 。

笔者作

为彭先生的 生前好友
,

与 阎 惠 昌
、

彭家

鹏轮流执棒
,

指挥中 国 广播民族乐 团演

出 了 彭修文先生 的《丰收锣鼓 》、《月 儿

高 》
、

《乱云飞 》等代表作
,

音乐会获得圆

满成功
。

当我看到 阎 惠 昌
、

彭加鹏两位

指挥家对彭修文先生不 同 风格的 作 品

极其出 色的诊释时倍受鼓舞
。

一代新 人

英姿勃勃
、

才华横溢
,

中 国 民 族音 乐事

业后继有人
。

彭修文的名 字将水远激励

一代又一代的 中 国 音乐家奋 斗前进 异

年 月 日 于汉 口

彭修文创作
、

改编及指挥录制的部分唱片一览
一 印 《将军令 》中国音乐名 曲选 玲
一 《二泉映月 》中国音乐名 曲选 。

哭。。 《不屈 的苏式 》二胡协奏曲

民族乐团演奏珍界名曲太卡门 》组曲
、
《火鸟方组由

、

《稚典的废墟饥‘ 卜步舞曲令等名 曲 朋
叨一 。 中国民族管弦乐 系列 份界名 曲 一 图画展览会 》

广夕咔斗中唱 ,

一 。 中国民族管弦乐系列 世界名 曲 二 夸 大调弦 乐

小夜曲 》广州中唱 。

饥 。一 中国狂想曲

扭 一 中国音乐选辑 赛龙夺饰
福茂唱 片 彭修文作品专辑《秦

·

兵马捅 》幻想曲
一 一 。。 彭修文作品 专样 《金陵 》交响 乐 。作 深飞

一 戏春江花月夜 》中国名 曲 中唱 ”似
一 《彩云 追月 》中国名 曲 中唱 叭

一 鱿 士《金蛇狂舞矛 中国名 曲 怜 中唱 ,

一 《秦
·

兵马俑 》雨果
一 茹将军令 》雨果

中国古典传统名油专辑
。 彭修文作品专辑 十二月 袅曲 工 获 台湾作

击 孟卜 凡 览 丫

一 八 一 一 一 《阿炳诞辰一 百 周年精品

纪念 》

袱 邵幻
一

价一
舞台巨人 彭修文作 品 集 牛之

一
、

之二
科 盯一 能卜

一

丰收锣鼓 彭修文作品集 工” 之三

红 一 右 一 中华文化声库 系列 舞台 巨人彭修
文早期录音回顾 卯

一 名人
‘

中国
·

彭修文作品辑 朋

〔本资料由彭修文先生之女彭弘提供 》

上接 页 似乎略逊一筹
。

同套唱 片 中 收集 的 拉宾演奏的其

它作品
,

可 以说每一首都是不可多得的

精美演绎
。

由 于 曲 目繁多
,

这里不便一

一评判
,

仅举几个例子 以 示说 明 圣桑

的《引 子与 回旋随想曲 》和《哈瓦涅斯舞

曲 》是极为成熟的演奏
。

其中 丰富的色

彩
、

浓郁的抒情性和别致的 法国 风味
,

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

拉威尔 的《茨冈

狂想 曲 》与 帕尔 曼 的演奏 同样精彩
,

其

中个性化的体现十分充分 自然
。

伊萨依

和 巴赫的《无伴奏奏鸣 曲 》
,

显示 出 了 拉

宾高超过 人的双音及复调演奏技巧
,

其

风格之纯正
,

色彩之绚烂
,

都堪称楷模

与典范
。

而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 》和

《西班牙舞曲 》
,

则使拉宾显示 出 了揭示

内 心情感和表现丰 富舞蹈节奏感的 本

领
。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
,

拉宾演奏 的 马

斯涅的小品《沉思 》
,

以 其用心灵歌唱的

突 出 本领及令人心醉的甜美音色
,

赋予

了 这首著名 的抒情乐 曲 以 特有 的 迷 人

韵味
,

相信它足以 使每一个聆听的人都

情不 自禁地落泪
。

除此之外
,

维尼亚夫

斯 基 的《 随想 曲 》、

迪 尼 库 的《霍 拉舞

曲 》
、

肖邦的《夜曲 》
、

德彪西的《极慢板 》

和 帕格尼尼 的《无穷动 》等小品
,

拉宾的

演奏都如 同 一件件小巧精美的 工艺 品

一般
,

给人们 留 下 了 深刻 的 印象
,

使人

们听后 留 连忘返
,

赞叹不已
。

拉 宾 的 地 位

世纪的小提琴演奏艺术真是丰

富多彩
,

群星争灿
,

从早期 的克莱斯勒
、

埃尔曼
、

米尔斯坦
、

海飞兹
、

大卫
·

奥伊

斯特拉赫
、

梅纽因
、

斯特恩等人
,

到现在

的 帕 尔 曼
、

朱克曼
、

郑京和
、

克莱默
、

穆

特等
,

其 中 每个 人都是光辉灿烂 的 名

星
。

在这些耀眼的群星当 中 拉宾应该

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呢 关于这 个 问

题
,

他的老师加拉米安说得好
“

拉宾是

我的所有学生 中 才能最高的一 人
,

他是

一位几乎没有缺陷 的
、

近乎十全十美 的

小提琴家
” 。

众所周 知
,

帕尔曼
、

朱克曼

和郑京和作为加拉米安 的三大弟子
,

如

今已 成为世界小提琴演奏艺术中 的
“

三

驾 马车
” ,

他们共同 拥有着至高无 尚 的

地位
。

然而
,

时至今 日
,

越来越多的 人感

到 了这一点
,

那就是如果拉宾今天仍然

健在的话
,

他或许
,

不
,

他将肯定成为世

界小提琴演奏艺术中独 占鳌头的 人物

遗憾的是拉宾 已 经早逝
,

他只能作为一

颗辉煌却又转瞬即 逝的 流星而永远 留

在人们的记忆当 中
。

早

编 者按 本文作者 为 中 国 歌剧 芭 蕾舞

剧院交响 乐 团 中提琴演奏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