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丝丝路路民民乐乐
讲讲述述““西西游游””故故事事

本报记者 黄体军

融合丝绸之路沿线
各民族音乐

《玄奘西行》作为中国首
部民族器乐剧，以戏剧故事和
民族器乐相结合，探索了民族
器乐全新的表现形式。全剧有
两条线，一条线是唐代玄奘法
师西行取经的故事，一条线是
沿途各民族的传统乐器表演，

在两条线中，始终以“表现民
族器乐”为创作主轴，结合玄
奘故事的史料，巧妙地为乐器
量身定制了与之匹配的人物
与故事情境，表现了玄奘在
丝绸之路上舍身求法、不忘
初心、执著进取的伟大精神。
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西，南
箫、古筝、胡琴、琵琶、唢呐、
扬琴、箜篌、艾捷克、热瓦普、
冬不拉、萨塔尔、手鼓等悉数
登场，充分展现了丝绸之路沿
线各民族音乐在历史的陶冶、

沉淀、融合中形成的多元文化
特质。

《玄奘西行》也给刘沙的
指挥生涯带来了全新的体验，
一般音乐会指挥是站在台上
的，而这一次刘沙却站在乐
池里，一方面指挥乐队，同时
还要时时关注剧情进展。但
喜欢挑战的刘沙却连称“过
瘾”,“我认为优秀的指挥同样
需要优秀的乐团来锻造，他
们应该是相互影响、共同进
步的关系——— 与其说指挥是

在带动乐队，不如说他是在感
动乐队。”

好的民乐作品
还是太少

在“中乐——— 西乐”的实践
中，刘沙凭借悟性在“融入”和

“跳出”之间找到了平衡的支
点。在交响乐领域里，他尤其擅
长演出俄罗斯、东欧的作品，还
开创性地扩展了演出曲目，范
围涵盖西方20世纪音乐和中国
当代音乐作品。但指挥民族音
乐，更能让他“心随律走，手到
音来”。

“自民族管弦乐产生以来，
在乐器改良、乐队编制、音色审
美等诸多方面都借鉴和吸纳了
西方古典交响乐队的发展模
式，但我们必须探索一条适合
民族管弦乐自身特色的道路，
像乐队和演奏的专业化、标准
化，新作品的创作推广，指挥的
培养以及民乐的教育普及等一
系列问题，都是目前需要抓紧
解决的。”民族音乐的未来之路
如何走，是刘沙目前思考最多
的问题。

近年来在民族管弦乐领
域，刘沙不但视奏、首演了近
千部民族管弦乐作品，积极探
索民族音乐的发展创新和教
育普及，并以独特的视角推广
和演出了一大批新作品，帮助
培养了一批更年轻一代的作
曲家和指挥家。“优秀作品对
支撑整个民族管弦乐事业发
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总
起来说，好的民乐作品还是太
少了！”

刘沙表示，他越来越看好
民族音乐的未来。“来听一次
民族音乐会，相信大家会从中
找到文化的自信！”

文化观察

远山如黛，云海缥
缈。空灵的乐声从1400
年前穿越而来，带你跟
随玄奘法师西行求取真
经……日前我国第一部
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
连续两场惊艳亮相泉
城。著名指挥家、中央民
族乐团常任指挥刘沙担
任本剧指挥，作为济南
人，这次回到老家让他
感到分外亲切。在接受
本报记者专访时他表
示，“我越来越看好民族
音乐的未来，希望通过
我的指挥艺术让更多人
爱上民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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