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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腊月，劲松昂然挺立、英姿勃发，翠竹飘逸坚韧、直竿亮节，

腊梅不惧风霜、含苞怒放，它们在寒冬严霜的艰苦环境中，终年不凋、

刚毅坚韧、乐观向上的高洁风尚，象征着中国人民的品格与情操，历

来为人们推崇，也是历代文人借此题材寄物抒情，来表达自己对理想

品格及精神境界的追求。

“松·竹·梅”是我考虑已久的创作题材之一，用民族管弦乐来表

达这一题材有它一定的优势，优势在哪里？我认为在于这个乐队能较

为贴切地体现出这一题材所包含的神韵、气度，同时，中国民族乐器的

特有魅力在这一题材里也能得到较为充分的展现。

《岁寒三友——松·竹·梅》的
创作及感言

顾冠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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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诗《岁寒三友——松·竹·梅》共分三个乐章：一、劲松；二、

翠竹；三、腊梅。同处严寒环境中，但它们形态各异，在创作中必须抓

住它们之间的不同点，并化为不同的音乐形象，采用不同的手法，在音

乐上形成它们各自特色，乐章之间既有对比又有统一，让岁寒中的三

个友人个性鲜明、神采各异，在对比中展现它们的精神风采。

下面分乐章介绍我的创作设想、立意。

第一乐章：劲松。这一乐章我抓住松树挺拔、苍劲、古朴的特点，

创作了两个音乐主题。

例 1.

这一主题先由中音笙奏出前两个乐句，后两个乐句由全乐队奏出，

开阔的节奏、大音程跳进的旋律以及强烈的音响对比，表现了松的

挺拔、坚韧。

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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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主题突出了松的古朴、苍劲、凝重的性格与形象，主题开始

用低音大笛演奏，配以琵琶独奏的复调衬托，低音大笛、琵琶的音色

及演奏技法使这一主题更为古朴，较好地体现了劲松的神韵。主题

的后半部分加入了曲笛、二胡等乐器，连绵发展的旋律加上和声织体

的衬托，使音乐意境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

整个乐章就是通过这两个主题的变化、展开、再现完成的。

第二乐章：翠竹。这一乐章我抓住竹的飘逸而有韧性、直竿亮节

这些特性、气质，而使音乐明亮活跃、节节向上、乐观而充满生机。

在弹拨乐器奏出的飘逸、流动的伴奏音型的衬托下，梆笛清脆明

亮的音色演奏出舒展而充满活力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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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

乐曲中段更活跃，此主题前三个乐句非常流动活跃，连续快速的

三连音节奏及句末的八度跳进使音乐充满活力，第四乐句是个扩充了

的补充句，通过节奏的拉宽、调性的改变（c 羽调）与前三个乐句（节

奏紧密、G 宫）形成对比。

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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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主题通过配器变化后，进入一段类似戏曲音乐“紧打慢唱”及

﹝摇板﹞的段落，曲笛、梆笛分别作节奏自由的散板演奏，与前后音乐形

成对比，翠竹飘逸的形象得到进一步的发挥。接下来两个主题先后加

以再现。

第三乐章：腊梅。在传统民族器乐曲中，应首推古琴曲《梅花三弄》

对梅花不畏严寒、凌霜傲雪、洁白脱俗的气质描绘得最为生动。所以

第三乐章基本上以古琴曲《梅花三弄》作为创作素材。

下面是乐章的引子，一开始就使用了《梅花三弄》的特性音调（向

上五度进行），第一句由低音乐器奏出，第二乐句使用“倒影”的办法

由高音区乐器奏出，五度音程的跳进及有力的节奏进行，体现了梅花

的坚强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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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5.

抒情的慢板主题，表现了梅花的纯洁、高雅，连绵不断的旋律，灵

活的节奏安排，使音乐充满动力，在抒情、优雅中透露出坚毅和韧性。

　　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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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板主题通过配器色彩的变化以及使用复调手法的展开，使音乐

形象进一步深化。

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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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的中段是个展开性的段落，由三个因素构成：

例 8.

这一旋律从慢板主题（例 6）变奏而来，表现了梅的乐观与自信的

性格。

第二个旋律因素直接运用了古琴曲《梅花三弄》的旋律片段，但

变得坚强有力，加上半音阶快速上下行的进行及打击乐器的烘托，表

现了梅花不畏风雪、傲霜斗雪的坚毅品格。  

 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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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旋律因素是本乐章引子素材（例 5）的展开，在弹拨乐器演

奏的坚定节奏的衬托下，低音乐器轮廓分明的旋律及与之相呼应的高

音区管乐旋律，表现了腊梅在艰苦环境中刚毅不屈的性格。 

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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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章发展到高处，慢板主题（例 6）再现，此时音乐变得极其辉煌、

灿烂，象征着严冬即将过去，阳光明媚的春天将要到来，人们对未

来充满着美好的憧憬和希望。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民族管弦乐艺术有了飞速的发展，乐队

编制的完善，乐器制作技术的提高，特别是乐队演奏员演奏技艺及

素养的提高，为民族管弦乐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也为作

曲家的创作提供了更多发挥的余地，吸引了更多作曲家加入到这一

艺术品种的创作中来。尤其近三十年来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从这

次评选出的十二首作品可见一斑。其实不在十二首之列的也有不少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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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之作，可见民族管弦乐创作的势头是良好的、可喜的。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尝试写作的幼稚之作小合奏《京调》及改

编的弹拨乐合奏《三六》至今，算来已有五十二年的创作经历，除了“文

革”那十年，民族管弦乐的创作始终伴随着我，从未中断过。对自

己所从事的事业越喜爱、越执著，就越感到自己的创作能力与事业发

展对我们的要求距离越大。2002 年退休后，我静下心来，认真学

习些东西，听了不少作品，中外古今的都有，特别是年青作曲家的作品，

学习他们的创作经验及创作手法来充实自己。另方面给自己定下个创

作守则 ：不接赶时间的创作任务，不写别人指定的而自己没有感受的

创作题材。这十年来所有的委约作品从作品题材、形式到交稿日期都

由我定好，报请委约方认定后再投入创作。这样既可以做到有感而发，

又能尽可能地做得深思熟虑些，不至于因赶时间而粗制滥造。如香

港中乐团委约创作的乐队协奏曲《八音和鸣》（2002 年），曲笛、古

筝双协奏曲《牡丹亭》（20 0 4 年）， 新加坡华乐团委约创作的三

弦协奏曲《草原》（20 0 6 年），上海民族乐团委约创作的合奏音

诗《岁寒三友——松·竹·梅》（2008 年），中央民族乐团委约创作

的合奏音诗《忆江南》（2010 年），台北市立国乐团委约创作的琵琶、

三弦双协奏曲《双档——说书人》（2010 年），广东民族乐团委约创

作的高胡协奏曲《紫荆花》（2011 年），台湾艺术大学委约创作的洞箫、

曲笛与乐队《梅花操》（2011 年），这些近十年来创作的大型作品，形

217-292.indd   285 2013-1-6   16:51:25



286

式风格各异，有些创新多些，有些更传统些，但每首作品从题材到

具体创作手法都是经过认真思考过的，也是用心写的，所以演奏后

都有较好的反响。

我们要学习松、竹、梅的精神与品格，但人终归不能与自然界的

物类相比，也不可能做到“长青不老、终年不凋”。本人已进入我称

之为“所剩时间（指具有旺盛创作精力）不多”的年代，但愿抓紧时间，

趁还有些精力，力所能及地为民族管弦乐事业再做些事，再添几块

铺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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