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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促进陕西民族器乐艺术

的繁荣发展，拟定在2015年7月9

日—13日举办第三届陕西省民族

器乐大赛。这场由陕西省文化厅

主办、陕西省民族管弦乐学会承

办、西安音乐学院协办的重大赛

事，所涉及有关事宜，谨告知如

下：

一. 大赛分初赛和决赛两

个阶段进行；参赛范围包括各省

市、县级剧团、文化馆从事民族

器乐的演奏人才，民间乐团、社

团的演奏人员。

二. 参赛项目包括吹管乐、

弹拨乐、打击乐、拉弦乐等各

类民族器乐。既可是个人参赛，

也可是团队参赛（含西安鼓乐、

民间鼓乐社团、戏曲乐队演奏

等），形式则独奏、齐奏、重奏、

组合、合奏不限。

三. 大赛分职业组与非职

业组。独奏类和集体类皆为初赛

自选曲目一首、复赛不得与之重

复。按年龄又分为少儿组、少年

组、青年组、成人组。少儿组、少

年组又按年龄差别分A组、B组

等，皆有详细的规定。

四. 报名地址：陕西省西安

市建西街163号 陕西民族管弦

乐学会

报名时间：5月5日—6月30日

大赛时间：7月9日—13日

参赛地址：西安音乐学院

另外，评比标准、办法及奖

项设置等亦有具体规定。

五. 为方便参赛单位起见，

凡大型集体节目初赛时，于6月30

日之前将影像资料送往大赛组

委会，决赛时现场演奏（大型广

场吹打乐、鼓乐决赛时，组委会

将指派“巡回评选小组”前往当

地评奖）。

希望各有关单位和团队、部

门及广大民乐从业者与爱好者

积极踊跃参加。

咨询电话：029-87852811  

15102970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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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逢“二胡皇后”闵惠芬

逝世一周年，以及上海重要

的音乐盛事——“上海之春”

国际音乐节举办，上海音乐界

举办一系列演出活动，纪念这

位音乐大师。专场音乐会、公

益演奏会、座谈会等形式的系

列活动，不仅以丰富的形式缅

怀、追忆这位为中国音乐做出

巨大贡献的艺术家，同时也展

现出民族音乐当代传承者的

4月12日晚，一场深具传

统及当代文化底蕴的“倚剑

听 弦 鸣 —— 宋飞 胡 琴 独奏

会”于台北中山堂中正厅举

办。

本场演出是台湾知名文

化学者林谷芳先生着眼大陆

老与新之间的中生代音乐家，

与台北市立国乐团联合策划，

将四位大陆著名音乐家——

章红艳、杜如松、宋飞、赵家

珍推荐给台湾听众的系列音

乐会之一，是享有“民乐皇

后” 美誉的著名二胡演奏

家、教育家宋飞的胡琴独奏

会。

本场音乐会由禅者、音乐

家、文化评论人，台湾佛光大

学艺术研究所所长林谷芳担

任主持，由台北市立国乐团首

席指挥瞿春泉担任音乐会指

挥，台北市立国乐团协奏，来

自中国音乐学院指挥系钢琴

艺术指导的钢琴演奏家曲大

卫也受邀赴台为这场音乐会

担任伴奏。音乐会门票在开演

前一星期已全部售罄。在4月9

日举办的记者会上，林谷芳先

生向媒体介绍了本场音乐会

的意义，并郑重推介了这场演

出。他说：在急速变动的年代，

“中生代”一词所指不只是老

与新之间的一代，它更应该

是关键的一代、承前启后的

一代，如果这一代没能连接

过去与未来，文化就将产生断

裂，且是无以再生的断裂。正

因如此，我选了四位杰出的中

生代音乐家推荐给大家，他们

深接于传统，又能自在地应对

当代。

在本场音乐会中，宋飞

演奏了《河南小曲》《汉宫秋

月》等传承于老一辈演奏家

的作品，也演奏了《江河云

梦》《火——彩衣姑娘》等

她曾首演过的作品，同时演

奏了本人移植于琵琶独奏曲

的《大浪淘沙》，除此之外，

还在台湾地区首演了作曲家

关乃忠先生为其量身创作的

第五二胡协奏曲《辛亥百年

祭》，来自台湾南北的二胡乐

迷齐聚台北中山堂中正厅观

看了这场演出。

宋飞恢宏大气的演奏以

及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音乐

表达给观众以强烈的震撼，

因此音乐会又加演了多首作

品，首先加演了刘天华先生创

作的《空山鸟语》，以此纪念

刘天华先生诞辰120周年，感

恩先辈为民族器乐发展所作

出的贡献。随后宋飞又加演

了具有道地京腔京韵的《第

二二胡协奏曲》第四乐章——

《除夕》以及新编配的《花儿

为什么这样红》、电视剧《甄

嬛传》主题曲《红颜劫》等跨

界音乐小品，大跨度地呈现二

胡艺术的发展风貌。

          （宋菲飞）

上海举办系列活动纪念
“二胡皇后”闵惠芬

 历时三年多创作而成的建

国以来最大篇幅民乐作品——

大型民族器乐组曲《西楚霸王》

4月2日在中国戏曲学院大剧场首

演成功。    

《西楚霸王》总长一小时

二十分钟，共有《序曲》《楚汉

相逢》《点将升帐》《楚汉决

战》《十面埋伏》《虞姬怅然》

《虞姬舞剑》《霸王别姬》《自

刎乌江》《千古悲观》和《尾

声》等十一个章节，分为武曲和

文曲两大部分，武曲用来表现

与战争场面相关的内容，文曲

则表现霸王与虞姬纯真的爱情

和兵败时复杂的心情。《西楚

霸王》由北京市教委的拨付专

款委托约请作曲家进行专题创

作。主导创作的是中国戏曲学

院副教授、中国音协北京高校

联盟负责人田春明，其写作手

法变化多样，表现手段新颖而

富有现代感，全面运用民族乐

团的表现特质，把乐器的组合

音色充分调动起来，使《西楚霸

王》具有强烈的画面感和广阔

的想象空间。     

本场演出由中国戏曲学院

附中少年民族乐团担纲。据该

校校长李钢介绍，中国戏曲学

院附中少年民族乐团是全国

范围内少有的成建制的高水平

少年民族乐团之一。乐团成立

以来一直坚持“戏曲音乐器乐

化”的艺术导向，探索和尝试

运用民族器乐诠释戏曲音乐元

素的音乐风格。中国戏曲学院

附中少年民族乐团团长孙云岗

表示，孩子们通过合奏《西楚

霸王》这样大篇幅的作品，必

将在合作能力、理解能力、审

美能力等方面获得极大的锻

炼。通过这一形式，将创作与

教学紧密结合也将是该团未来

努力的方向。    

《西楚霸王》成功首演得

到业内专家的高度评价。中国民

族管弦乐学会会长刘锡津先生

评价说：近些年，染指戏曲音乐

的作曲家已经很少了，中国戏曲

学院附中在这方面的探索很好！

对学生的审美和眼界的开阔起

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希望能走下

去，出更多的精品之作。中国民

族管弦乐学会副会长王书伟认

为，《西楚霸王》是国戏附中不

断挖掘戏曲音乐与民族音乐的特

点，探索中国民族音乐全方位发

展的具体体现。中央民族乐团现

代民族音乐作曲家穆祥来指出，

《西楚霸王》充分运用民族器

乐多样的演奏技巧展现出浓郁

的戏曲音乐色彩，为“戏曲音乐

器乐化”音乐风格注入了新的内

容。

             （秋 焱） 

 

3月30日，广东艺人广东

音乐研究所在广东音乐艺术

中心宣布成立。据该所所长、

粤乐名家林贤辉介绍，广东艺

人音乐研究所是经广东省民政

厅批准成立的专业音乐研究机

构，在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林贤辉广东音乐研究室基础上

组建，由72位60岁以上、对广

东音乐有深入研究并做出突出

贡献的、全国各流派的粤乐名

家组成研究班子。

研究所的宗旨是，以研究

学习新老广东音乐为主，团

结全国的广东音乐爱好者，

积极促进广东音乐的发展，

弘扬华夏民族音乐文化，为

社 会 主 义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服

务。未来该所将开展的各类

业务中，有不少特色十分明

显的活动。如由该所专家推

荐，广东音乐爱好者可以成

为“艺人”的研习员，通过

考核，还可以成为研习员导

师、研究员。此外，研究所

还将编辑出版发行《广东音

乐》杂志。该杂志主要刊登

全国广东音乐爱好者对广东

音乐的研究心得等论文，同

时 报 道 广 东 音 乐 的 各 种 活

动。

据了解，研究所已在筹办

专业的大学生广东音乐团，还

将与各大专院校合作，定期举

办短期广东音乐知识培训学

习。            （周 豫）

广东艺人广东音乐研究所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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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最大篇幅戏曲题材民乐作品

 《西楚霸王》首演成功

坚实力量和信念，并为民族音

乐发展和传承作进一步思考。

闵惠芬毕业于上海音乐

学院，1963年，年仅17岁的闵

惠芬在第4届“上海之春”全国

二胡比赛中，以《二泉映月》

征服评委荣获一等奖，自此声

名鹊起，并成为中国当代民乐

旗帜性人物。一个月时间里举

行的纪念活动包括4月17日的

“芬芳—纪念闵惠芬老师”上

音学子感恩音乐会；4月29日上

海民族乐团的“二胡大师闵惠

芬纪念音乐会”；5月11日举行

的“纪念闵惠芬大师音乐会”

等。此外，4月30日，上海之春

音乐节上，举行首届中国民族

音乐发展论坛，从闵惠芬的艺

术贡献出发探讨中国民乐的过

去、现在与未来。

纪念闵惠芬大师的音乐会

得到了其家属的支持。据悉，

闵惠芬之子刘炬、闵惠芬之弟

闵乐康将携手王永吉共同担任

音乐会的指挥，闵惠芬之妹闵

小芬也将加盟。二胡爱好者在

未来一个月中欣赏到多个版本

的闵惠芬名作《江河水》《二

泉映月》《绣荷包》《忆江南》

《洪湖随想曲》《长城随想》

等。         (邹瑞玥)

   倚剑听弦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