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作曲家的许镜

清在音乐圈里的形象像是一位维权 “战士” ：

他创作的《西游记》剧集的十几首插曲和几十

段配乐经常在各种场合被使用、演唱，许镜清

本人却很少拿到版权费，想举办《西游记主题

音乐会》只能靠众筹。 如今，《西游记》片头曲

《云宫迅音》经授权在《黑神话：悟空》中使

用，折射出我国音乐版权保护意识的提升。

近二十年来，随着国家对知识产权重视程

度的不断提高，我国文化娱乐市场的版权意识

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最直观的表现是，这几年

大量电影电视剧作品用流行金曲做配乐，剧目

片尾都会认真署上版权信息。 热播剧《繁花》

使用了 57 首歌曲作为配乐， 也是事先处理了

大量版权事务，剧集才能如期顺利上映。 对音

乐版权的重视， 不仅是对著作权人的尊重，也

是对创造力的尊重，更是促使创作的源泉活水

不断涌动的保障。

但不可忽略的是，还是有一部分音乐人的

作品被侵权滥用。 随着直播和短视频的流行，

短视频引用的背景音乐、主播演唱的歌曲乃至

带货直播间播放的音乐， 倘若没经过事先授

权，都有可能涉嫌侵权。相较而言，游戏和影视

剧作品，无论从立项到审批，从创作（制作）到

发行都已经形成规范的流程。

说一千道一万， 保护知识产权不被侵犯，

培养维权意识、 提高侵权成本应该双管齐下。

让侵权者有所敬畏，让创作者不再心寒，才能

激发创新热情，调动文艺创作的积极性，最终

实现投入与创新回报的良性循环，推动文化事

业迎来更为繁荣的局面。

公开资料显示，许

镜清，1942 年 11 月 15

日出生于山东省烟台市

龙口市，国家一级作曲，

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

中国电影音乐学会理

事。

1972 年，创作民乐

合奏 《大寨红花遍地

开》。 1983-1987 年，担

任央视 86 版《西游记》

总作曲，创作《西游记

序曲》（别名 《云宫迅

音》）《女儿情》《取经

归来》和《敢问路在何

方》等音乐作品。

在 1986 版 《西游

记》的音乐中，许镜清

创造性地将当时十分超

前的电声音乐与民族乐

器、西方管弦乐相结合，

创造出一首首根植于西

游文化， 又极富奇幻色

彩的音乐， 构成了几代

人对西游故事的浪漫想

象。

近日， 许老接受访

谈， 回顾四十多年前为

《西游记》作曲的经历。

记者：您是如何获得为《西游记》作曲的机

会的？

答：在我被请到《西游记》剧组创作音乐之

前，有七位相当有名气的作曲家相继被邀约，我

是第八个。 我为《西游记》作曲，纯粹是偶然。

当时，我在北京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作曲者，

知道我的人不多。 我从哈尔滨艺术学院作曲专

业毕业后，分配到北京，进了农影（中国农业电

影电视中心）， 主要就是为农业科教片和纪录

片写音乐。

进《西游记》剧组是谁推荐的我呢？是一位

叫卢世林的作曲人。 他跟王文华说， 你找农影

的许镜清，他这个人啊，你给他一块石头，他都

能把这个石头写活了。 王文华是中央电视台的

音乐编辑，他一听说居然有人能把石头写活，很

好奇， 赶紧打电话到农影找我。 我听说要聊作

曲创作， 便欣然答应了。 第二天我如约去电影

乐团，几句寒暄后，王文华说，中央电视台要拍

一个几十集的大型电视连续剧。 我一听说几十

集，吓一跳，觉得难以想象。

那次交谈回来后，好长时间也没动静，就在

我快忘记了这件事的时候， 王文华又约我到电

视台见面。 他们递给我一首歌词：《生无名本无

姓》，叫我写一首歌。 我很快就写完了，还找来

了当时唱《小螺号》的程琳把这个歌唱一遍，录

下小样。 王文华听了很满意。 这是我第一次为

《西游记》作曲。

记者：《云宫迅音》这首曲子是怎样创作出

来的？

答：《西游记》 导演杨洁叫我写一段 2 分

40 秒的片头音乐，就是现在大家听到的《云宫

迅音》，原来我取的名字是《西游记序曲》。 我

问杨导，要怎么写呢？杨导说，怎么写是你的事。

我再问，写什么内容呢？杨导说，没内容，你自己

看着办。就这么两句话，让我犯难了。《西游记》

里描写的东西很多，天上地下水里，神仙妖怪凡

人。 音乐是抽象的， 但没有方向是非常难下笔

的。

一首歌曲有词，作曲便有所依赖，但是写纯

音乐就不同啦。 我写一个长音，可以拉 2 分 40

秒，可不是那么回事；我写七八句音乐，“驴唇

不对马嘴” 地写也是音乐，但也不对。 我冥思苦

想了好几天,直到有一天，几个民工敲着饭盒从

我窗外走过，嘴里哼哼唧唧，突然给了我灵感，

我产生了曲子开头的旋律。再后来，我确实做了

一个梦，梦见一个声音从空中飘来了，“啊啊啊

……”（唱），云里雾里的感觉。 有人说，《云宫

迅音》是天上来的，似乎也对。 有了这些旋律，

对我来说，相当于有了主题，有了思路。 两三天

时间，我就完成了曲子最初的创作。

《云宫迅音》的完整创作，是让我费尽周折

的。 杨洁要精准的 2 分 40 秒，我是掐着秒表做

出来的。 编配的时候，我开始由弱渐强，加上电

吉他、电子鼓、合成器等等，一步一步推进，力量

往上走，最有力度的旋律响起，然后飘进女声，

直到高潮结尾。 该有的音乐旋律基本都有了，

听的人什么想象都可以有。 我做的是音乐，不

是小说，如果写个散文，我可以告诉你天空一

朵云彩飘来，一个仙女在上面边唱边舞。 但我

写的是音乐，它让你意会并产生各种想象。

音乐录制完成后交给杨导， 她非常高兴。

她说，这样的音乐正是她要的。 她说，老许啊，

你这个音乐写得太棒了，我们剪片子都跟不上

了， 怎么剪都觉得不符合你音乐的那种感觉。

我说，你们随便往上贴吧，贴什么是什么，反正

我那音乐是充满想象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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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黑神话：悟空》风靡全球，让很多海

外玩家第一次接触到了《云宫迅音》的音

乐，有的玩家表示“这段音乐太好听了” ，

有人说“听着就想跟着跳” ，还有国外的歌

剧演员、乐评人录制视频，从专业音乐角度

阐释这段音乐的作曲、 配器、 结构妙在何

处。 40 年前在中国流行的《西游记》片头

曲，如今随着国产游戏走向全世界。

“前两天我看到了外国人在网上唱

《云宫迅音》，‘当当当当’ ，唱得还挺是那

么回事儿。 ” 许镜清认真地看了视频：“看

到他听着音乐陶醉的样子， 我在想怎么外

国人也喜欢我的音乐？ 我想是这个游戏的

功劳。” 他笑着说，《西游记》的音乐是他一

辈子创作中最受大家欢迎的作品， 很多人

知道他就是通过《西游记》。 “40 年前，在

电声音乐还没普及的时候， 我使用电吉他

等电声音乐进行创作，得到了大家的喜欢；

今天， 国产游戏用了我的音乐还能被外国

观众喜欢，能为现代的游戏贡献一份力量，

我很高兴。 ”

4年前，《黑神话：悟空》的出品方就主

动联系许镜清， 请求他授权使用 《云宫迅

音》的音乐。 对于自己的音乐如何被使用，

许镜清一贯有坚持：“经过我的允许可以使

用音乐，但不能改变旋律；如果需要重新配

器，需要给我确认。 ” 对方非常尊重许镜清

的想法， 重新编配后经过许镜清确认才应

用到游戏中。

如今，《黑神话：悟空》问世，游戏公司

也送了许镜清一套。“可惜我没怎么玩过游

戏，我也很想玩一把，但估计得请一位师傅

来教我。” 许镜清哈哈一笑，在他看来，能把

《西游记》改编为游戏，让人们在工作之余

进行休闲， 能在西游题材的故事中获得快

乐，是一件很好的事。

“我在网上看到年轻人玩这个游戏，画

面真好。”精美的画面给许镜清带来很大的

震撼，“如果《黑神话：悟空》和当年的《西

游记》电视剧同时出现在电视上，问我选哪

个来作曲，我会选‘黑悟空’ 。” 许镜清充满

童趣地对比着：“当年我们的电视剧《西游

记》非常优秀，但对比起来，现在的技术发

展太快了。 ”

《黑神话：悟空》与《云宫迅音》的梦

幻联动， 也重燃了许镜清的创作热情，近

日， 许镜清在广州筹备西游记主题交响音

乐会，他还一直有把《女儿国》创作成音乐

剧的想法，目前已有基本故事大纲，音乐也

正在完善中。

“我也想玩把《黑神话：悟空》”

中国首款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热度持续，游戏中的

音乐更是引发所有玩家的关注讨论。 尤其是通关动画，引用

了 86 版《西游记》电视剧片头曲《云宫迅音》的音乐，让很

多外国玩家和音乐专业人士大为赞叹。 近日，今年 82 岁的电

视剧《西游记》曲作者许镜清也关注到此事，很高兴地向记

者回应：“能为《西游记》的传播贡献一份力量，我很兴奋！ ”

《西游记》曲作者许镜清的“西游情”

对话许镜清

访谈来源：许镜清 林卉 /“电视艺术”微信公众号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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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镜清与杨洁导演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