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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砍紫竹做笛箫，为妹吹个紫竹调；箫

笛声声绕山坳，哥的心意妹可知道……” 11 月

3日晚，2023 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优秀展演剧

目、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侗族音乐剧《平箫

玉笛》在贵阳北京路大剧院上演。

据了解，《平箫玉笛》 于 2022 年 11 月开

始筹划，是贵州首部反映玉屏“箫笛文化” 的

大型原创音乐剧。 该剧以 1915 年玉屏箫笛参

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并获得金奖的故事为背

景，通过“剧中剧” 的形式，将当代情景与历史

情景交融互动，形象生动地讲述了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玉屏箫笛” 的制作技艺和发展历

程。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的音乐融入了侗族的

音乐元素；舞美设计及灯光同样加入了吊脚楼

等民族民俗特色，使得整场音乐剧既有现代流

行元素，也有侗族特色，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别

具一格的视听体验。

当晚，北京路大剧院内箫声悠悠，笛声袅

袅，动人的情节和优美的歌声，引起了阵阵掌

声和叫好声，许多观众不由自主地跟着现场音

乐打起了节拍。

据悉，玉屏箫笛也称“平箫玉笛” ，是以玉

屏境内一种特有的水竹制作而成，又因箫笛上

有雕刻精美的龙凤图案被誉称为 “龙箫凤

笛” ，始制于明万历年间，因其“音韵清越、善

音者谓之不减凤笙” ，明、清时期被列为贡品。

1913 年， 英国伦敦国际手工艺品展览会

上， 玉屏箫笛获银质奖；1915年美国旧金山举

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 玉屏箫笛获金质

奖。 玉屏箫笛是中国最先获国际大奖的民族民

间乐器之一，与“茅台酒”“大方漆器” 并称为

“贵州三宝” 。2006年，玉屏箫笛制作技艺被列

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名

录。

如今， 历经数代玉屏箫笛制作工匠的钻

研， 玉屏箫笛已由一箫一笛发展到七箫十二

笛，一百多个花色品种，不仅是中国民族民间

乐器的经典代表，其产品更是远销海外。

11月 4日上午，贵阳孔学堂传统

文化公益讲座第 999 场讲座在孔学

堂阳明大讲堂开讲，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乐团原团长、国家一级指挥于海受

邀，以“最爱我们的国歌” 为主题，现

场为观众深情讲述国歌及国歌背后

的故事。 贵阳市级各部门、各区县宣

传单位代表，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贵阳市第三十四中学、长郡贵

阳高级中学师生代表以及部分贵阳

市民等，近 1000人到场聆听讲座。

于海，从事音乐工作 50 余年，是

我国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在天安门广

场上经历过五代领导人检阅的指挥

家。 半个世纪以来，他曾数次在国内

外重要场合演奏、指挥国歌，指挥过

国歌演奏共计 1.5万次。 作为全国政

协委员， 他连续 10 年为国歌立法提

案，荣获第十二届全国政协“优秀提

案” ，被誉为“催生国歌立法的指挥

家”“推动国歌立法的音乐家” 。

2017 年，于海正式开启《我们的

国歌》主题巡回讲演，普及国歌知识，

传递家国情怀，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截至目前， 共计开展了 300 余场讲

演。

“我对国歌特别有感情：我还是

中学生时就开始演奏国歌、指挥国歌

演奏，为此我感到特别骄傲。” 讲座过

程中，于海说：“在庄严神圣的国歌声

中， 我见证了新中国的繁荣富强，见

证了人民军队亮剑显身不断强大，见

证了人民丰衣足食幸福美满。 ”

当日， 于海先后

从 “国歌的概念”

“国歌的发展历程”

“国歌崇高神圣、至

高无上”“国歌是家

国情怀的生动教材”

“我们国歌是最好的国歌” 等 5 个部

分，对国歌进行了全方位解读。

在于海看来，国歌是国家的象征

和标志，代表着国家的尊严，是民族

精神的集中体现，凝聚着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

实现国家富强、 人民富裕的精神力

量， 是鼓舞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劲旋

律。

我国历史源远流长，有着丰富的

音乐遗产，不包括《义勇军进行曲》，

历史上共有 12 首 “国歌” : 分别为

1880 年的《普天乐》，1896 年的《李

中堂乐》，1906 年的《颂龙旗》，1911

年的《巩金瓯》，1912 年的《五旗共

和国》，1913 年的《卿云歌》，1915 年

的 《中华雄立宇宙间》，1919 年的

《尽力中华歌》，1926 年的 《中华雄

立宇宙间》，1926 年的 《国民革命

歌》，1929 年的《三民主义歌》，1931

年的《国际歌》。 其中，《巩金瓯》是

中国第一首法定国歌。

于海说：“我们的国歌 《义勇军

进行曲》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是中

华民族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由田

汉作词、聂耳谱曲，共同完成。 每个中

国人都不应忘记他们，他们都是中国

人民优秀的儿子，中国共产党的优秀

党员。 ” 于海在讲述《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歌》 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时，饱

含深情地介绍了田汉、聂耳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一生。 聂耳从小

才华横溢、树立了远大志向，他为中

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发展指出了

方向， 树立了中国音乐创作的榜样。

他的人生经历和奋斗故事，给听众留

下了深刻印象。

国歌歌词共有 84 个字， 节拍有

37小节，标准时长 46 秒。 在现场，于

海逐字逐句地讲解了国歌中每一句

歌词的深刻内涵，并以“黄金比例”

来诠释国歌的旋律：“我们的国歌是

世界上最好的国歌，它最有振奋的气

势，最有深刻的内涵，最能鼓舞人心。

可以说， 国歌不仅是 14 亿中华儿女

的最强音，也是旷世无双的国歌的经

典” 。

讲座最后， 在于海的指挥下，全

场观众肃立，高声齐唱《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歌》，高昂激越、铿锵有力的旋

律回荡在阳明大讲堂，振奋人心。“唱

了那么多次国歌，今天是我唱得最激

昂的一次。” 现场观众纷纷表示，这场

讲座很有意义，不仅提高了对国歌的

认识，也备受鼓舞。

“讲座非常有意义，希望多开展

这类爱国主义教育的讲座。 ” 讲座结

束后，韦女士告诉记者，今天特意带

着孩子来聆听讲座，希望增强孩子对

国歌的了解，培养孩子的爱国主义精

神。

“这次讲座我全程录音，打算回

去以后播放给家人听。 ” 来自四川的

胡旭东今年 50 岁，他说，聆听讲座备

受感动，希望年轻人多参加这类爱国

主义教育，增强国家情怀。

贵阳第三十四中学的张亦欧同

学说：“这次聆听讲座，对国歌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从国歌的发展历程中感

受到了浓浓的家国情怀和爱国主义

精神。 ”

据悉，贵阳孔学堂传统文化公益

讲座已连续开展了 10 余年， 累计接

待现场观众近 50 万人次， 网络线上

听众逾千万人次，成为备受社会关注

的文化品牌，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黎荣 /文 梁超 /图

箫笛声悠悠

赞多彩贵州

贵州省玉屏

侗族自治县侗族

音乐剧《平箫玉

笛》在贵阳北京

路大剧院演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黎荣 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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