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9 月 7 日， 第六届中国

西部交响乐周首场专题讲座 《风花雪

月中的乡音乡情———简论风情化管弦

乐创作》在贵州省图书馆举行。

讲座上，四川省音乐家协会主席、

四川音乐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林戈

尔从民族化特色音调贯穿、 彰显地域

性的手段、 交响化写作的实践等 9 个

部分， 深入浅出地讲述了风情化管弦

乐创作的基础知识和创作要领。 林戈

尔表示， 风情化管弦乐在现代中国音

乐创作领域中，是实现“古为今用，洋

为中用” 的具体实施手段，更是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的有效途径。

“贵州民族风情绚丽多彩，民族音

乐风格多样， 有苗族飞歌、 侗族大歌

等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 创作优势十

分突出。 ” 林戈尔说，贵州可以发挥自

身优势， 将民族乐与交响乐相结合，

以通俗化的表达打造出人民群众喜爱

的艺术作品， 用音乐的语言讲好地方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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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中国西部交响乐周

专题研讨会在贵阳举行

9 月 8 日，陕西交响乐团带来原创交响组曲《秦岭回响》，这是该组曲的首次

国内公演。 本场演出分上下半场，上半场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e 小调第五交响

曲》，下半场则是备受关注的《秦岭回响》首秀。 交响组曲《秦岭回响》由烟火、家

园、月亮、风雨、自在、龙脉 6 个乐章组成，以作家贾平凹文学作品为题材，由作曲

家崔炳元作曲，贾平凹作词，描绘出农村、城市不同阶层社会人物积极向上的美好

风貌，展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

� � � � 9 月 6 日，第六届中国西部交响乐周开幕式音乐会在贵阳大剧院举行。 该场演出

由中国著名指挥家、音乐教育家、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贵阳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张

国勇执棒，特邀嘉宾中央音乐学院声歌系教授宋元明、旅欧女中音歌唱家朱慧玲以及

深圳交响乐团合唱团，与贵阳交响乐团共同演绎，曲目包括《月夜情歌》《苗岭的早

晨》、马勒《第二交响曲》（别名《复活交响曲》）。

交响组曲《秦岭回响》国内首演开幕式音乐会

专家讲述风情化管弦乐创作

音乐周首场专题讲座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吴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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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我省以及内蒙古、广西等 12个乐团音乐家会聚一堂

共商西部交响乐发展现状与未来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董容语）

� � � � 本报讯 9 月 8 日，第六届中国西部交

响乐周专题研讨会在贵阳举行。 来自贵阳

交响乐团、贵州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内蒙

古艺术剧院交响乐团、 广西交响乐团等 12

个乐团音乐家会聚一堂， 围绕西部交响乐

团建设发展和创作、演出具有中国风格、中

国气派、 中国特色的原创交响乐作品等话

题进行研讨， 共商西部交响乐发展现状与

未来，推动西部文化持续繁荣发展。

研讨会上， 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副

司长黄小驹、 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

成员叶宇致辞。黄小驹表示，在新时代西

部大开发的大背景下， 西部交响乐事业

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创作机制不断完善、

佳作频出。近年来，文化和旅游部高度重

视西部地区文艺事业发展， 除持续举办

中国西部交响乐周，还组织实施了“西

部及少数民族地区艺术提升工程 ” ，在

舞台艺术创作三年行动计划、 新时代现

实题材创作工程、“时代交响” 创作扶持

计划等艺术创作工程中， 大力扶持西部

地区创排优秀作品并开展全国巡演；在

西部地区举办了中国艺术节、 中国诗歌

节、全国舞蹈展演、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

演等活动， 展示推介西部地区最新创作

成果；实施文艺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开展

西部及少数民族地区艺术人才驻团实践

活动，加强西部地区人才队伍建设。

叶宇表示， 西部地区蕴藏着丰富的

民族文化与人文内涵， 为艺术创作提供

了源源不断的灵感与素材。 贵州不仅拥

有独特的自然风光， 更以其多元融合的

文化生态， 成为艺术创作的沃土。 近年

来，贵州着力打造“四大文化工程” ，通

过深入挖掘和推广贵州丰

富的红色文化、 民族文化

和历史文化资源 ，

让这些宝贵的文化

遗 产 焕 发 新 的 生

机 。 “村 超 ” “村

BA” 等文旅融合群众体育赛事频频出

圈；阳明文化的深入挖掘与广泛传播，使

得京剧《阳明悟道》、话剧《此心光明》

等作品屡获好评； 屯堡文化等历史文化

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多彩多元的民族文化之美得以更加生动

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在音乐、文学、戏剧、

美术、影视等各个领域，贵州都在展现活

力，这片“文化千岛” 正在成为文艺创作

者的“灵感花园” 。 贵州省在文旅融合方

面的积极探索与创新实践， 不仅极大地

丰富了文化旅游的内涵与外延， 更为西

部交响乐周的举办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

围和良好的外部环境。

主旨发言阶段， 中央

芭蕾舞团原首席指挥、中

国交响乐团联盟首

任主席卞祖善 ，中

国交响乐发展基金

会理事长陈光宪，

四川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四川音乐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林戈尔，中央民族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张朝分别以《论中国西部

交响乐团的发展前景》《中国交响乐团的

发展》《交响乐领域的硬件和软件建设》

《化西为中、化中为己、化己为众》为题，

贵州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 成都交响乐

团、广西交响乐团、西安交响乐团代表分

别以《建设文化强省奏响时代强音》《三

城三都设之“成交” 篇章》《根植本土、立

足广西，从做当地有影响力的乐团开始》

《交响乐团的破圈跨界之路》为题，畅谈

音乐创作及发展。

据悉 ， 中国西部交响乐周创办于

2010 年，每两年一届，集中展示我国西部

地区交响乐艺术的发展成果和西部交响

乐团的建设成果， 丰富西部地区人民群

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在增进民族团结、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了积极作

用，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