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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走过2014 

朴东生大型交响合唱
《中华颂》奏响台湾 
  创两岸交流佳话

“辽阔的国土蕴藏着无尽宝藏，久

远的历史文化，放射出万丈光芒！••••••殷

夏终启圣，多难必兴邦，海内外的同胞啊，

让我们同心同德、自立自强！负起继往开

来的大任！弘扬历史文化的辉光！••••••”

大气雄浑、激情奋发的歌词，配合着

起伏跌宕的旋律，在民族管弦乐队和合

唱团近200人的共同演绎下，中华儿女渴望

复兴的心声爆发出震撼人心的能量。1月3

日晚，当大型交响合唱《中华颂》最后一

个音符结束，台湾新竹市文化局演艺厅掌

声雷动、欢呼雀跃，这是对作品的激赏更

是对特意从北京来到演出现场的曲作者、

年届八旬的民乐艺术家朴东生的深深敬

意。《中华颂》自1991年9月在台中由台湾

省立交响乐团首演之后，时隔24年首次在

台湾奏响民乐版！

持续不息的掌声中，指挥陈澄雄将

朴东生先生请上了舞台。朴先生向台下

观众挥手致意并鞠躬致谢，他与指挥

家、朗诵家（兼男低音）、男高音、女高

音、一一握手，随后登上指挥台向全体乐

队成员致谢，这时台上台下一片欢呼声，

朴先生的气度攫取了全体观众的目光。

台湾的观众也许并不知道，此次赴台，是

近三年来，深居简出、埋首著述的朴先生

首次离京参加音乐会，显示出其对《中华

颂》这部作品的钟爱，更显示了一位老民

乐人对台湾这片土地的深情。

本次音乐会由新竹市政府主办、新

竹市文化局和新竹青年国乐团承办，在台

湾著名指挥家陈澄雄（1991年的首演指挥）

指挥下由新竹青年国乐团、新竹市立混声

合唱团、新竹沂风混声合唱团联合呈现，并

邀请了中国歌舞剧院国家一级演员、著名

男低音歌唱家刘月明出任朗诵和男低音，

男女高音则是台湾优秀的青年歌唱家林婉

云和黄奕诚，是一次阵容强大的海峡两岸

音乐人成功而有意义的艺术交流与互动，

将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长久地留存于

两岸音乐人的记忆之中。

据朴先生介绍，交响合唱《中华

颂》音乐创作于1988年—1991年，是受文

化部委托，为台湾资深词作家谭峙军长

篇诗词《中华颂》谱曲。这首追忆华夏辉

煌文明史、呼唤中华文明当代复兴的感人

诗作，谭峙军花费了10年心血写作而成。

1988年，值海峡两岸解禁后的第二年，谭

峙军携《中华颂》前来北京，并委托在京

的亲人寻找合适的作曲家谱曲。几经辗

转，文化部艺术司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朴东

生先生。朴先生时任中国录音录像总社社

长，日常工作和社会事务均相当繁重，但

是出于对谭峙军这份民族大义的敬仰，还

是接下了这个任务。在完成创作的三年时

间里，两位艺术家克服各种通讯和交流

上的困难，最终完成了这部巨作。1994年2

月，朴先生亲自指挥，《中华颂》在京以过

百人的阵容演奏演唱。朴先生特意将CD

寄给未能来京观看演出的谭峙军，谭峙

军格外激动，他说：“每次都是留着眼泪

聆听”••••••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11月，

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三册套装版的

《中华颂》，包括一册“合唱与钢琴谱”，

一册“民族管弦乐总谱”，一册“交响乐总

谱”。《中华颂》由此成为一部歌颂中华民

族，促进两岸统一的大型声乐作品。

有缘的是，这部对朴老而言具有特

别意义的作品，今次由同样与朴老颇为

有缘的新竹青年国乐团演出。在新竹青

年国乐团发展的历史上，倾注了朴老很

多关注的目光和心血。2011、2013年乐团

来内地巡演之际，朴老亲往现场聆听，每

次都写下对乐团演奏、状态、各个声部、

指挥、管理等方面的点评和希望。这些关

注对乐团的成长大有裨益，已成为两岸

交流的一桩美谈。

1月6日晚，朴老从台北返回北京，学

会领导班子特意前往机场迎接朴老夫

妇。京城当日北风呼啸，刘锡津会长、王书

伟副会长、刘峪升秘书长、李骅主任和其他

学会工作人员的到来，让朴老心中格外温

暖。刘锡津会长将一束美丽的鲜花献给朴

先生，祝贺演出成功，也表达着所有关心朴

老的人的祝福，祝福朴老，也祝愿中华大乐

流淌千年，绵延不休。         （刁 艳）

2014年是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三至四年的重要阶段。作为届中

时段，一方面要总结前三年的工作成果与经验教训；一方面要筹划后任期后半段工作的

安排与学会长远发展的方针大计。

2014年初时，考虑到2014年学会将集中为青

年、少年民族音乐爱好者做几件大事，我们确定

2014年为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的青少年年。

与文化部艺术司共同成功主办了第三届华乐

论坛暨“新绎杯”青年作曲家民族管弦乐作品评

奖活动，集中展示了四十岁以下青年作曲家在民

族管弦乐创作中的最高成就，受到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与好评。首届、二届“华乐论坛”结集完成

的论文集《乐谭》，已由人民音乐出版社正式出

版，第三届华乐论坛的论文集《乐谭》也已完稿

交人民音乐出版社。明年学会将如期举办第四届

“华乐论坛”活动，围绕室内乐作品展开的作品

征集和研讨活动。

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成功举办了第四届为青少

年写作品的征集活动。近年来，大中小学的民族

乐团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之而来的适合青

少年演奏的作品稀缺，成为发展建设的急需。为

应对急需，学会再次举办为青少年写作品的作品

征集活动，评出了金奖2名，银奖4名，铜奖6名。11

月27日的颁奖音乐会由彭家鹏指挥广播民族乐团

演出了12部获奖作品，引起听众的强烈反响，普遍

认为比前几届评奖作品，有了相当大的提升。为了

使优秀的获奖作品得到更广泛的推广，我们已在

学会网站设立适合青少年乐团演奏作品的总分谱

曲库——总谱分享平台，使急需总谱的各地青少

年乐团，及时取得所需要的总分谱。

于2013年岁末创建的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

普及民族音乐艺术委员会，在2014年8月成功举办

了“阳光杯”首届青少年民族乐团艺术节。该艺

术节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多彩，参赛的海内外团

体将近40个；同时举办的青少年民族乐团建设

论坛、指挥培训班、演奏大师授课等活动。

受到业内广泛关注并列为国家出版总署重点

出版项目的《华乐大典》，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率

先进行的打击乐卷完成编委会的全部编撰工作，

进入三校阶段。竹笛卷、扬琴卷也分别于2014年6月

初、9月初，交出了初稿。琵琶卷、古筝卷也将于2015

年2月底，完成初稿的编纂工作。至此，历时多年的

文化大工程《华乐大典》将力争在2015年2月28日之

前，完成新五卷的全部编委会工作，2015年岁末，华

乐大典打击乐、竹笛、扬琴、古筝、琵琶新五卷，将

正式出版，与全国音乐爱好者见面。

学会开展工作的重要依靠，加强各专业委

员会的建设，是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组织建设

的重要环节。到2014年底，我们学会已经拥有了

19个专业委员会。

2013年岁末创建的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普

及民族音乐艺术委员会，成功举办的“阳光杯”

首届青少年民族乐团艺术节；胡琴专业委员会在

京举办的“小作品”比赛；扬琴专业委员会在包

头举办的第二届扬琴艺术节；琵琶专业委员会在

京举办的“敦煌杯”琵琶比赛；竹笛专业委员会

举办的2014年北京竹笛邀请赛；陶笛艺术委员会

在昌平承办的第三届亚洲陶笛艺术交流大会和

首届北京陶笛邀请赛；乐器改革与制作专业委员

会在上海乐器展举办的中国民族管乐器研讨会

等等，这些不完全统计的多项活动，都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和良好的社会影响。

2014年11月，学会还重新创建了中国民族管

弦乐学会创作委员会。由唐建平、杨青、王建民、

徐昌俊、王宁、刘长远、房晓敏、隋利军、周煜国

等民族管弦乐创作一线的当红作曲家，组成强

力团队，必将对中国民族音乐创作发挥重要的

推动作用。

2014年，学会成立了以年轻工作人员组

成的新的考级工作机构。年轻人有朝气，知

识全面，接受新事物快速有效率，相当出色

地完成了全国的考级综合统计、制证邮寄等

繁复的工作。对于出现的问题，都能及时查明

原因，快速解决，确保对方满意。

根据考生家长和考生的意见，学会与人

民音乐出版社合作，对部分考级教材做了较大

的修订。为方便学习和演奏，将教材分拆为两

级一册，调整了个别级别曲目的难度，满足广

大考生的要求。根据学会各个考级单位的意

见，学会对考级证书做了较大的改进。虽然提

升了成本，但是得到了考生和家长的欢迎。

2014年我们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在

班子接任3周年的日子里，我们举办了具有重要意

义的“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发展战略研讨会。”

在俭朴而隆重的研讨会上，老会长朴东生先生做

了认真的准备与思考，带病直接从医院赶到会

场，做了深刻、务实，高瞻远瞩的讲话，给大家以

深刻的启发与鼓舞。到会的新老民乐人都做了认

真的思考和文字准备，每人都有文稿提交。

会议达成了实质性的共识：深化了探索中

国民族管弦乐继承与创新发展的新思路；强化

了民乐人广泛团结共同发展民乐事业的迫切

性、必要性；达成了时刻保持忧患意识，确保学

会长治久安的重要共识。

□刘锡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