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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与创新是老话重提，为什么？因为它有重提的必要。今天咱

们长话短说，就其一点谈谈我自己的切身体会，与大家切磋。

我们继承什么？ 就是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宝贵财

富——中国优秀的民族音乐的传统文化。我们从中汲取了营养，然后

进行创作，赋予作品新的时代感，这是一代作曲家的使命。

中国作曲家应当庆幸自己生活在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中国几

千年历史长河中遗留下来的民歌、戏曲、说唱和民间乐曲等等，都是这

个民族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极其丰富的文化宝藏和创作源泉。五十六个民族风格独特而

继承与创新

赵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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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斓多姿的方言、说唱、民歌、器乐和戏曲，这就是中国作曲家的母语！

多么优秀而伟大的民族遗产啊！俗话说“孝即顺”， 我看有道理 ! 我

们敬畏民族文化遗产就是尊重自己的传统， 就是尊重历史。有的学生

技术手段掌握了，但缺乏对民族民间音乐的深入学习。试想，你如果想

写什么像什么，游刃有余地掌握各地音乐风格，信手拈来随心所欲表

达自己想表达的，不走遍神州大地采集各方风韵，如何能做到创作的

顺心顺手和顺利？

我庆幸自己的母校很重视对学生的民间音乐教育，在学生时代就

唱了大量的民歌和戏曲。音乐学院毕业后开始分到大家都不愿去的陕

西省戏曲研究院，我听了父亲的开导才安心在那里待了二十一年，写的

戏曲配器总谱能拉一平板车，这对我后来的创作有巨大的帮助。我们

以前学的是苏联体系，现在学的是欧美体系的作曲理论和技术，但真

正进入创作以后，你必须有中国自己的音乐语言，这就需要你大量地

学习民族音乐，当然包括民歌和戏曲。

同时，我主张创作要“到百姓中去、到生活中去”，这与毛泽东

1942 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倡导的“到群众中去”和我父

亲赵望云早在 1932 年就明确主张的“到民间去”一脉相承。真正的

艺术诞生于民间，诞生于生活。为写《华夏之根》的《古槐寻根》和《乔

家大院》的音乐，我曾多次到山西，从风陵渡过黄河，沿运城、洪洞、

平遥，到晋中、太原、忻州，再到河曲等地方采风。采风不光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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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巍峨，读水的灵秀，更要读人的神采和性格 ；广泛地学习民歌、

戏曲和民间器乐，认真品尝地方风味小吃，仔细观察民情地貌，甚

至努力学习方言俚语。这些乡间的山山水水不但有我们的足迹，而且

留下了我们心存感恩的激动的泪珠……因为，方言与地方风格性旋

律是血缘、血脉关系 ：方言是风格性旋律的基础，风格性旋律是方

言的夸张和升华，它所呈现出的节奏、四声甚至性格和气质，生动

地表达了那一方水土养育的儿女们的风度和神采。写《水浒》在山东

采风时，几个人谈笑间顺嘴蹦出来一句“说走咱就走”的方言，主题《好

汉歌》就此诞生。晋剧的二股弦音色独特，旋法即兴，风味十足，一

下子就打动了我的心弦，《乔家大院》用了它后，真是令听到的人都

感到无比温暖亲切和耳目清新、沁人心脾。所以说，那些看似不起眼的、

下里巴人的民间音乐，实际上极具灵光神采，它们能在音乐创作中起

到“四两拨千斤”和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

历史的长河湍流不息，艺术创作时不我待，艺术本身的属性是

它的“不可重复”，即艺术的个性与独特性。所有经典作品在异彩纷

呈的百花园中呈现着独一无二的艺术魅力。继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

这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和结果，比如练书法，大都临摹二王（王羲

之、王献之）或颜、柳等，甚至是双钩、描红模，但到最后，你写的

还是你自己。音乐也一样，尽管我们继承着传统，但毕竟不是传统 ；

我们的创作必然渗透着自身的经历和情感，并打上这个时代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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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中外作曲技法都是我们需要了解和研究并掌握的，但具体到一

部作品就要根据内容、艺术表现的需要采取必要的技法和手段，而

不是不顾内容的需要与否盲目地滥用所谓各种技法。作品的新意与当

代的社会生活有种必然的关联，因此“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成为艺术创作的必然。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无

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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