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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70 年来中国交响音乐创作的简要分析

◎杨济泽
摘要：中国交响音乐创作自其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试图在中西之间构筑对话的桥梁，在交响音乐创作民族化的课题中

探索前进。本文将 70 年来中国交响音乐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并简要分析了不同时期对民族化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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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响音乐作品，指的是以西方交

响乐队编制为基础，以具有中华民族特色

的音乐语言为手段，表现具有中国文化精

神与审美意蕴的作品。作为中西结合的产

物，中国交响音乐从其发展的开端就带有

鲜明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与 19 世纪以

来在东欧等地区形成的“民族乐派”有着

根本性的差异。东欧民族乐派，其民族性

主要表现在音乐思想内容与西欧的差异，

但就交响乐这种音乐体裁而言，民族乐派

本就属于“局内人”，且从音乐创作的基

本语汇上看与西欧作曲传统无本质差别。

但中国交响音乐作品的民族性，不仅涉及

音乐内容的民族性，同时更涉及如何在西

方交响乐编制及其作曲技术体系的基础上

进行创新以使其能够满足说好中国故事的

需要。

从历史时期上看，70 年来中国交响音

乐创作在民族性的认知上大致经历了三个

较为重要的历史时期：

1949-1979 年的头 30 年是第一个时

期，代表作品包括：辛沪光创作的交响诗

《嘎达梅林》，王西麟创作的交响组曲《云

南音诗》，王强创作的大提琴协奏曲《嘎

达梅林》，殷承宗等集体改编的《“黄河”

钢琴协奏曲》，陈钢与何占豪创作的小提

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吴祖强改

编创作的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

陈培勋创作的交响组曲《我的祖国》等。

在这个时期内，所谓交响乐的民族性，更

多受到了东欧（尤以苏联为代表）国家交

响音乐作品的影响，这些作品在音乐创作

技术，创作题材与内容，思想感情表达的

方式等都带有鲜明的东欧民族乐派的某些

特点。

1979-1999 年的 20 年是第二个时期，

代表作品包括：王西麟《第三交响曲》《第

四交响曲》，朱践耳《第一交响曲》，张

千一创作的交响音画《北方森林》，刘敦

南创作的钢琴协奏曲《山林》，谭盾创作

的《六月雪》，郭文景创作的交响合唱《蜀

道难》，陈其钢创作的《逝去的时光》等，

大批风格各异，内容多样，形式不拘一格

的交响音乐作品问世，在内容上既有反思

历史，呼唤人性的作品，也有描绘祖国大

好河山，描绘家乡风土人情的作品；在创

作技术手段上，既有继承前一时期的作品，

也有大量使用西方现代音乐创作技法的作

品。这一时期，作曲家们在对民族性的看

法上有了更具“文化自觉”的认识，不仅

注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体”性，

同时更突出了民族文化的地域多样性：在

王西麟的交响音乐创作中，我们总能听到

带有山西梆子的四度 + 二度音程进行；在

谭盾的创作中，湖南音乐元素充溢其间；

在郭文景的创作中，音乐语汇中透露出的

是巴蜀文化的特色。

1999 年至今的 20 年来，中国交响音

乐作品的数量不断增加，作曲家们对民族

性的认知基本因循上一时期，没有较大的

改变。但不可忽视的是，在数量增加的背

景下，这一时期所涌现出的佳作，名作数

量却在逐年减少。大部分佳作都是上一时

期活跃的作曲家所创作，而新兴的青年作

曲家创作的交响作品却越来越难于传播甚

至演出都成为困难。其中的原因亦不难解

读：首先，高雅音乐本就群众基础薄弱，

在竞争激烈的音乐文化市场中，交响乐作

品并不具有市场竞争力，甚至无法在市场

化的运作中生存；其次，中国交响乐创作

作曲家群体逐渐出现显著的断层现象，尤

其是第五代作曲家创作能力的逐渐衰退，

而新一代作曲家中已再难出现“南朱北王”

这样以交响乐为主要创作体裁的作曲家。

最后，随着西方现代音乐的室内乐化，小

型器乐化写作的趋势越来越显著，作曲家

们对大型交响乐作品的喜好亦日趋减弱。

从创作技术上看，中国交响音乐创作

一直贯穿着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首先是，

如何用民族音乐素材进行具有交响性的发

展，使其既符合交响作品陈述的基本逻辑

又能够表现出与西方交响音乐不同的特

点；其次是如何在西方交响乐的音色结构

与配器技术中表现出民族性的色彩；再次

是如何借助西方多声思维弥补中国传统音

乐线性化思维带来的音乐语言表达的局限

性。事实上，在三个时期不同时期的交响

音乐创作中，对上述三个问题的解决亦呈

现出不同的特点，同一位作曲家在其不同

的创作阶段中亦有不同的表现，不同时期

的作品在创作技术上甚至出现完全相反的

创作理念。

总之，简要分析 70 年来中国交响音

乐创作的基本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作曲

家们对民族性的认知多有不同，而这种不

同所折射出的根本问题还是西方音乐如何

与中国传统融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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