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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黑土篇章 弘扬民族文化
——对话黑龙江省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隋利军

隋利军：黑龙江省鸡西人，毕业于

上海音乐学院，1987年中央音乐学院进

修，一级作曲，黑龙江省十佳优秀艺术

家，扎根龙江做奉献优秀艺术家，享受

省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中国民族管弦乐

学会常务理事，创作委员会副主任，黑

龙江省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

请关注《中国民乐》微信平台

及时获取音乐资讯

《中国民乐》：黑土地非

常神奇，风光秀美、物产丰

饶，这片土地上的音乐文化特

点如何？

隋利军：黑龙江省土地辽

阔资源丰富，作为在这块热土

培养起来的一代作曲家，深深

地爱着和享受着这片黑土的阳

光。建国初期我省就建立了一

支民族乐队，老一代音乐家辛

勤的耕耘与不断的发展创新，

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曲家、

指挥家、演奏家。作曲家高

扬的月琴独奏曲《百万雄师过

大江》、著名竹笛演奏家尚存

宝创作的《欢乐的嫩江草原》

以及目前正活跃在音乐界的中

国著名作曲家现任中国民族管

弦乐学会会长刘锡津先生，为

这片黑土创作了大量的民族器

乐经典作品民乐合奏曲《你追

我赶》、舞剧《渤海公主》、

音乐剧《鹰》、月琴组曲《北

方民族生活素描》、民乐小合

奏《丝路驼铃》、与著名竹笛

演奏家霍殿兴共同创作的竹

笛独奏曲《春潮》、月琴协

奏曲《铁人之歌》、民族交响

乐《靺鞨组曲》歌曲《我爱你

塞北的雪》《北大荒人的歌》

以及近些年创作的一大批优秀

作品，在我国享有非常高的声

誉。

目前正活跃在全国舞台上

的全国著名女指挥家洪侠就是

从这片黑土地走出来的优秀杰

出代表。著名月琴演奏家冯少

先大师堪称演奏原创作品专

家，他老人家先后演奏了高

扬、刘锡津、隋利军的多部作

品，其中最为经典的常演不衰

的有《百万雄师过大江》《北

方民族生活素描》《黑土歌》

等，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为黑

龙江赢得了崇高的荣誉。著名

笙演奏家唐富先生以演奏他本

人创作的笙曲为主，他老人家

多年创作了上百首笙独奏、

协奏曲并出版了笙曲集，其

中与著名指挥家作曲家张式功

先生，著名作曲家高扬先生合

作的笙协奏曲《文成公主》、

他本人早期创作的笙独奏曲

《林海新歌》《天鹅畅想曲》

等，以及近些年创作的几十首

作品在我国笙界以及台湾、新

加坡、香港等国家地区的笙界

广为流传。唐富先生可谓“桃

李满天下”，学生遍布世界各

地。七十年代，一曲民乐合奏

《你追我赶》和郭颂独唱民乐

伴奏小组，令黑龙江省民族乐

队享誉全国。曾成功举办“刘

锡津作品研讨会”，“冯少先

从艺五十周年纪念音乐会”，

“唐富从艺五十周年纪念音乐

院青年民族乐团首次合作，演

出规模空前宏大，效果及佳，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给予

了非常高的评价，中国民族管

弦乐学会会长刘锡津先生称赞

说：“黑龙江作曲家做了一件

全国的音乐大事”。该音乐会

还在2013年7月11日由台湾爱

乐国乐团在高雄，台湾著名指

挥家顾宝文先生指棒首演，音

乐会获得圆满成功！扬琴专业

委员会连续搞了两次（2013-

2014年）东北三省扬琴比赛，

规模空前，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20 1 4年竹笛专业委员会

举办了沈阳音乐学院周波教授

竹笛专业讲座演奏会。另外还

参与了竹笛演奏家王锐独奏音

乐会。还举办了罗启培“为边

远地区小学竹笛捐赠仪式”，

会上全省各地竹笛专家爱好者

进行了广泛的艺术交流活动。

还举办了沈阳音乐学院教授林

吉良教授阮专业讲座，在演奏

会上，来自沈阳与我省的阮专

业的学生进行了精彩的交流演

出，获得非常大的成功，全省

各地的专业教师受益匪浅。多

次的教学、交流、讲座活动，

为推广专业教学及考级教学起

到了非常良好的作用。2015年

5月16日省民族管弦乐学会、

竹笛专业委员会协办了“竹音

笛韵、神采飞扬”青年竹笛演

奏家王子钢独奏音乐会，音乐

会取得了巨大成功，受到了来

自北京著名竹笛演奏家李镇先

生，上海音乐学院著名竹笛演

奏家詹永明教授，中央音乐学

院著名竹笛演奏家戴亚教授以

及本省的专家教授的一致好

评，堪称是黑龙江杀出的一匹

黑马。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在今

后的工作中，要团结广大民乐

人，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做好

每一项工作。

   

《中国民乐》：全国民族

乐器（业余）考级是学会常规

的非常重要的工作，黑龙江这

方面的工作情况乐观吗？

隋利军：由于省民族管弦

乐学会考级活动比较晚于其它

考级单位，为了做到真正的公

平竞争，尽量争取众多生源，

我们省学会成立各专业委员会

就是要把全省各地教民乐的老

师都凝聚在省民族管弦乐学会

周围，认真对待考级，对每一

个学生负责。在考级中，对考

官严格要求，认真听每一位学

生的演奏，并给予适当的点

评，让学生不仅参与了考试还

学到了更多的演奏知识，明确

艺术方向，更加热爱民族器乐

演奏。充分发挥各地教师的能

量，广交朋友。每次考级之后

把他们集中在一起，由省各专

业专家给予指导，形成一个良

好的风气，稳步发展。省民族

管弦乐学会还在各地市成立下

属民族管弦乐学会，大量发展

会员，尽可能地增加考级生

源。学会成立以多年来，承办

了多场全省“桃李芬芳”民族

音乐会、“青少年民族乐器交

流展演音乐会”和名师讲座，

并多次参加由中国民族管弦乐

学会组织的各项展演及比赛活

动。目前我省的考级工作与其

它省市比较，差距还很大，我

们要学习其它省市的成功经

验，增加艺术交流，组织各地

教师出去观摩学习，真诚地为

考生服务，打造一个优良的和

谐的平台，用考级这一活动来

推广、扩展、弘扬黑龙江的民

族音乐演奏及教学事业。

《中国民乐》：作为一名

笔耕不辍的作曲家，您拥有一

大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

大家也非常关心您在创作方面

有何心得和体会。

隋利军：经过多年的艺术

创作实践，自己对民族器乐创

作情有独钟，中央音乐学院毕

业后，第一部作品就是三弦

弹唱《黑土歌》，经冯少先大

师的二度创作与演绎19 8 9年

底首演成功。当时观看演出的

有香港费大龙先生、中央戏剧

学院徐晓钟院长，他们和全场

观众全体起立欢呼叫好！《黑

土歌》的演出长久不衰，在台

湾、香港、新加坡、加拿大、

英国的受到了热烈欢迎。特别

是在台湾，一些国民党老兵看

了都激动万分热泪盈眶，纷纷

找冯大师签名留念，表达他们

的故乡情、思乡情。2006年春

节崔永元主持的春节大联欢节

目,特意邀请省歌民族乐团赴

北京录制《黑土歌》，在正月

初二等黄金时间播放多次，影

响面极大。200 9年11月28日

在中国大剧院由香港中乐团演

奏《黑土歌》获得空前轰动。

该作品不间断的连续演出至今

已有二十余年，成为国家音乐

艺术精品。该作品也是我多年

积累的结晶。19 9 5年，作为

艺术指导率队进京参加“富利

通杯”国际民乐独奏大赛，二

胡曲《小白菜》由二胡演奏家

李阿平演奏，一举夺得比赛金

奖第一名，受到评委的高度评

价。该曲被编入中国音协考级

曲目第九级，成为国家二胡精

品曲目。我走向民族音乐创作

的道路之后，创作了大量民族

器乐作品。主要代表作品有：

三 弦 弹 唱 与 乐 队 《 黑 土

歌》 (94年在第三届全国民族

管弦乐展播中，获作曲二等

奖。第三届黑龙江省政府文艺

创作大奖二等奖)

二胡独奏曲《小白菜》(94

年在第三届全国民族管弦乐展

播中，获作曲三等奖)

民 族 管 弦 乐 合 奏 《 东 北

风》（此曲在世界华人乐团中

流传很广，台湾作为比赛规定

曲目各大中小学校学生乐团都

参演）。

大 型 民 族 交 响 曲 《 雩 》

（95年台湾首届世界华人“新

原人音乐创作大赛”中获大

奖，是此次比赛最高奖获得

者。）

板 胡 协 奏 曲 《 黑 土 韵 》

（为纪念刘明源先生诞辰80周

年而作）

笙与乐队音乐小品《滥竽

充数》（第六届黑龙江省文艺

奖2007-2008年度获作曲二等

奖第一名、注：一等奖空缺）

大型民族交响协奏曲音乐

会《满族风情》

三十六簧笙协奏曲《萨满

天神之舞》（第七届黑龙江省

文艺奖2010-1011年度获作曲

一等奖第一名，香港中乐团世

界首演）

满 族 鼓 吹 乐 《 神 调 》

（20 0 3年获台湾行政院文建

会（文化部）世界华人民族音

乐创作“丝竹室内乐暨吹打乐

组”获作曲第三名，此次比赛

是大陆中国作曲家唯一获奖

者。第五届黑龙江省文艺奖

2004-2005年度获作曲一等奖

第一名）

大型景观歌乐舞音乐《金

源华章》

民族管弦乐合奏《关东序

曲》（获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

第三届全国青少年作品征集二

等奖、注：一等奖空缺）

满族鼓吹与乐队《巴图鲁

战神之舞》（获中国民族管弦

乐学会第四届全国青少年作品

征集一等奖）。

这些作品在国内、台湾、

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

家和地区得到了广泛推广，好

多乐团喜欢我的作品。本人创

作《满族风情》这台充满浓厚

地方特色的音乐会，是为了传

承与宣传黑龙江的满族音乐文

化，把黑龙江的少数民族音乐

文化推到全国及世界。通过这

次音乐会，自己真正的感觉到

“责任”“正能量”的重要。

我是第一线的作曲家，写出的

作品首现要“接地气”，即达

到一定的艺术水准又能让普通

观众愿意听喜欢欣赏。目前我

正在创作一台申报国家艺术基

金重点项目的《情醉关东》大

型民族管弦乐作品音乐会，不

久会与大家见面。         

        （刁 艳/整理）

会”。这三次研讨纪念演出活

动，充分的展示了老一代音乐

家的厚重与大师风范，为我们

后人奠定了雄厚坚实的基础。

黑龙江省民族管弦乐团的队伍

正在成长壮大，全省各地业余

民族乐团也非常活跃并积极参

与省民族管弦乐学会的各项活

动。

    

《中国民乐》：作为第一

批成立的地方学会，黑龙江省

民族管弦乐学会成立近3 0年

了，为推动当地民族音乐文化

功不可没。请您谈谈学会工作

的情况。

隋利军：黑龙江省民族管

弦乐学会成立于19 8 8年，第

一任会长刘锡津，第二任会长

尹桂阜，我是2012年正式接任

会长一职。现任常务副会长兼

秘书长为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

学院民乐系主任王跃教授。副

会长为黑龙江省歌舞剧院著名

月琴演奏家冯少先大师、著名

笙演奏家唐富、原哈尔滨师范

大学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张会

元、原黑龙江省职业艺术学院

著名指挥家作曲家周溟教授、

黑龙江省歌舞剧院一级著名指

挥家程欣民、原哈尔滨市歌剧

院一级著名作曲家朱彬、哈尔

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民乐系古

筝演奏家张彤教授。近几年省

学会广泛启用年轻一代民族器

乐演奏人才，先后成立了“竹

笛专业委员会”现任会长为黑

龙江省歌舞剧院青年竹笛演奏

家韩雷。“扬琴专业委员会”

现任会长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

青年扬琴演奏家索帅。“柳

琴、阮、三弦专业委员会”现

任会长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

院青年柳琴演奏家、副教授白

玉。“胡琴专业委员会”现任

会长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二胡全国著名演奏家、教授李

阿平。今年（20 1 5年）正在

筹划陆续成立“笙专业委员

会”、“古琴专业委员会”、

“巴乌葫芦丝专业委员会”。

在省民族管弦乐学会的大力支

持下，2013年5月23日举办了隋

利军《满族风情》大型民族交

响协奏曲音乐会，黑龙江省歌

舞剧院民族乐团与沈阳音乐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