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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独奏曲《弦板调》荣获陕西省首届民族器乐新作品征集奖(政府奖)二等奖汇报

演出有感 

发表刊物：中国古筝网作者:曲云 

论文内容： 

2011年 10 月 28日晚，第六届陕西省艺术节的一场专场音乐会在省戏曲剧院剧场隆重举

行。这是陕西省首届民族器乐新作品征集获奖作品的颁奖晚会及汇报演出。走进后台，翻看

了节目单：安志顺，李凤山，梁欣，马迪……这可都是陕西省民乐界的中坚人物啊！这些年

过花甲的民乐人，既是顶尖的演奏家又是乐曲作者，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求索。岁月如梭，

转眼间半个世纪已过，在以往几十年，国家、省政府、文化厅、民族管弦乐学会多次举办的

民乐大赛中，在《仿唐乐舞》、《长安乐舞》及各个时期的音乐会中，这些人都不断地在展

示着精湛的演奏技艺和创作的作品，他们的作品早已成为各种乐器及陕西流派的代表作，院

校的范本，音乐会上的精品。回首平生，我们这些民乐人经历的每一个时期都在积极地艺术

实践、运用和创新技法，调整着自己的创作思路审美情趣和理念。而这一次省首届民族器乐

作品评奖可真是我们盼望已久的，这足以说明政府、文化厅对陕西民乐的高度重视和扶持。

真正起到了抢救、挖掘、振兴、发展，使陕西民乐创作能与时俱进的积极作用。 

  

陕西西安是个“中国历史的底片，中国精神的芯片，中国文化的名片”，那么民乐该是

呈现其历史、精神、文化多么重要的一个方面！而具有陕西风格与时俱进的民乐创作及作品

就是呈现这一音乐文化的根本。 

  

秦筝是陕西秦派音乐最具特色的乐器之一，在当今的“国际化，市场化，人文化，生态

化”的发展战略使得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城市建设重振雄风，全面复兴。而古老的秦筝创作

又该如何面对社会的急剧发展和世人的审美及欣赏需求呢?那么首先就是要打破自己。以前

的作品都是给自己写的，也就是说自己首先要能弹，而今自己已年过花甲，将近七旬，在筝

弦上跑高速谈何容易！在思路上决定要写自己弹不了也要写的作品。所以，在创作《弦板调》

所用的素材上就选择了弦板腔这一陕西戏曲的欢音音乐，在技巧上大胆运用了现代可与钢

琴、小提琴媲美速度的快速指序技法，使得快板欢快琉璃，光彩华丽一气呵成，犹如云立在

西安城郊无数的建筑在阳光下金光闪烁，犹如发射的无数个卫星火箭遨游在太空。又在中段

运用了陕西碗碗腔、弦板腔戏曲音乐素材，这些具有浓郁陕西地方风格的旋律，运用古老传

统流派技法的揉、吟、滑、按，使得这个慢板那样的娓娓动听，缠绵悱恻，动人心弦。使人

仿佛听到了乾陵下的燕乐，仿佛看到了骊山贵妃婀娜出浴。用马迪先生的话说：“弦板调这

首曲子，是从心里流出来的音乐”。这可能就是找到了一点历史和现代的对话，传统与现在

的结合吧。 

  

在当天上午过台试音响时，我们只带着筝和打击乐来过台，没有与曲谱中很重要的三弦

和乐。几十年前西安音乐学院曾经有张宝义这位国宝级的先生带出了多届三弦专业学生，可

后来早就没有了三弦专业，想找三弦和伴奏太难了。这时，张宝义先生的高足李凤山先生迎

面走来，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弦板调的三弦呢？就你们俩上台？那怎么能叫弦板调?”他拖

着病身子前后找寻着高伟，“这是不久前才从中央音乐学院分配在西安音乐学院三弦专业的

高材生高伟，在北京就读期间每个月自带小板凳乘硬座来我家学习陕西三弦，也是我的学生，

谱子给他，现在就和一遍，第二个节目你们就上，没有一点问题！”高伟今天是带着自己一

群三弦学生前来汇报演出李凤山先生和他共同创作获二等奖的三弦齐奏节目《关中情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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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高伟拿上谱子，行云流水地奏了下来，我们太高兴了，又经过下午的排练，三弦那柔

美的音色、精巧的技法与古筝珠联璧合，为我们晚上的正式汇报演出增添了太多的光

彩。                

  

担任筝独奏的是我的女儿孙卓，她同高伟一样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硕士，又回到陕西这

片养育了她的故土。他们对技术精益求精，对祖国的音乐遗产有着深厚的情感和无比的珍爱，

非常重视对传统音乐的传承，经常对陕西的民间乐种和各个流派的民间艺人进行采风，他们

有着顽强的毅力和不懈的追求。就在这场晚会的前不久，孙卓在英国就读六年完成了全英文

十余万字的中国筝世界性研究的博士论文，终于在 2011年 9月 30日正式拿到了伦敦大学

SOS博士学位，并被评为优秀博士生。在这几年学业的重压下，她始终坚持练琴，与各国作

曲家、演奏家合作和演出，不断地尝试当代筝与国际音乐创作的接轨。在这首参赛的作品中

她以演奏者的演绎对作品的快速指序作了科学精确的定位，将秦筝演奏的领域不断地拓宽和

提高。他们的确是我们民乐界的希望，是中国民乐优秀的接班人。 

  

第八个节目是马迪先生在这场晚会的压轴节目——获本届民乐作品一等奖的笛子独奏

曲《塞上风情》。我们所有参演的人在后台站满了每一处可以看到他表演的角落，不自觉地

形成了一个后台观众池，他一出场观众就爆发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他深厚的音乐积淀，丰富

的舞台经验，刻苦严谨的技术训练，一丝不苟大气磅礴的演奏台风深深打动着每一个听众的

心。听众说这不是在听演奏而是在听他用竹笛讲故事。孙卓感动地说：“我们这代人要好好

跟马老师这样的前辈们学习陕西的风格，深入民间不断向民间学习，马老师在创作和表演上

执着的追求，对乐曲有这样高深细腻的理解和控制，真的是炉火纯青无可比拟的。”马迪先

生是陕西音乐的典型代表人物，他本人就是陕西竹笛的载体。陕西无数个民族器乐的载体者，

会在这次和以后的评奖中将它们的精湛技艺和优秀作品得以抢救和保存。 

  

马迪上场之前，我们坐在候场室交谈，我们参评作品都没有想着要获什么奖，就是为了

感谢和支持我们的恩师——引领陕西民乐发展的老前辈鲁日融先生“对陕西民乐的优秀作品

应该保存和流传”的主张。而在刚刚开完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当前，增强国家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要求更加紧迫，必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推

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这一决定，又让我们民乐人感到无比的振奋和欣喜。感谢党和政府，

感谢省政府、文化厅、民族管弦乐学会所有关心、扶持陕西民乐的领导和民乐人！让陕西民

乐得以传承，发展，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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