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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我们又度过了 2020 年的

春节。去年春节，我们欣赏了央视春

晚上的两首著名民族音乐——《春节

序曲》与《难忘今宵》，今年，我们

延续民族音乐话题，再聊聊另外几首

喜庆、欢快、热烈的中国乐曲。

《金蛇狂舞》

该曲由我国国歌的作曲者聂耳先

生（1912~1935）改编。

聂耳先生虽然只有短暂的 23 年人

生，却有着不平凡的成就，他不仅创

作了不朽的《义勇军进行曲》，同时

还有《毕业歌》《铁蹄下的歌女》《卖

报歌》等优秀作品，而《金蛇狂舞》

则是他为数不多的优秀器乐作品。

这首创作于 1934 年的作品，是聂

耳先生根据民间乐曲《倒八板》（《老

六板》的变体）改编而成。聂耳先生

给它取了个吉祥热闹的名字——《金

蛇狂舞》。不过，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

与最初的版本有着很大不同。据记载，

当时乐队只有寥寥数人，音响效果、

音乐感染力都与现在的版本差之甚远，

那是因为，自该作品问世以后，就不

断有人改编、完善它，最终才有了今

天我们听到的版本。

这首作品有着生动活泼、昂扬激

奋的气氛，特别是民族打击乐的加入，

呈现出一派锣鼓喧天、巨龙飞舞的热

烈欢快场景。

值得一提的是，在 2008 年北京奥

运会开闭幕式上，《金蛇狂舞》响彻

鸟巢体育场，它向全世界人民展示着

带有浓郁中国韵味的欢腾景象与祥和

气氛。

《丰收》

该 曲 由 著 名 作 曲 家 王 酩 先 生

（1934~1997）创作，他最知名的歌曲

是《难忘今宵》。

王酩先生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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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系，后就职于中央乐团创作组，曾

为多部电影创作音乐，留下了许多优

秀作品，如我们所熟悉的《小花》《黑

三角》《知音》等等，而《丰收》则

是他在 1975 年为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

的电影《海霞》创作的配乐。《海霞》

的音乐创作是成功的，也是作曲家比

较满意的，有一点可以说明，那就是

作曲家将《海霞》中的音乐，改编成

了管弦乐组曲——《海霞组曲》。这

是许多作曲家经常做的事，他们会从

自己创作的某部作品中，精心挑选出

精华的部分，改编成独立的音乐会作

品。这是因为，音乐有时在一些艺术

形式中，是处于次要的“配角”，但

作曲家们不情愿因为“主角”的退场

而让自己所创作的优秀“配角”一起

消失，或者说要将自己的作品独立于

依附的关系而存在。比如挪威作曲家

格里格为戏剧《培尔·金特》创作的

音乐，如今戏剧《培尔·金特》几乎

不再演出了，但由格里格根据此配乐

改编的《培尔·金特第一组曲》《培

尔·金特第二组曲》还在音乐会上演，

特别是其中的《晨曲》与《索尔维格

之歌》已经成为世界著名乐曲。像这

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法国作曲家比才

根据自己为戏剧创作的《阿莱城姑娘》，

改编为《阿莱城姑娘组曲》；柴可夫

板胡的高亢明亮、二胡的柔美抒情、

管子的憨厚淳朴、对话式的旋律问答，

使该曲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是一首

深深扎根于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之中、

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并流传甚广的

优秀民族器乐作品。

提到该曲，我们必须提到它的另

一个著名版本，那就是由著名作曲家

储望华先生，根据朱践耳先生的原作

改编的钢琴版本。

钢琴版本改编于 1964 年，在相当

长的时间里，民乐小合奏《翻身的日子》

每天都会出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

全国各地农村广播节目”中。经常听

到该曲的储望华先生，非常喜欢这首

乐曲，并萌发出将它改编成钢琴曲的

想法。不过，为了能在钢琴上尽量表

现出民族音乐的韵味，作曲家在改编

过程中，下了一番大功夫，比如大量

使用半音装饰音、小二度不协和音程，

还有那段原曲中管子的独奏部分，在

钢琴上则采用左右手交叉的演奏手法，

形成了不同于民乐版的别样精彩。

在我学习钢琴的时间里，有段时

间经常弹奏这首钢琴作品，很是喜爱；

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现在我更喜欢

民乐版本，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钢琴版

缺少了民族韵味。没有了韵味，就像

是吃了一道不正宗的地方名菜一样，

名字虽然还是那个名字，用料也是那

些料，但就是感觉味道不地道。对我

来说，自我弹奏钢琴版很过瘾，自娱

自乐嘛！但是，如果要讲欣赏，那一

定是欣赏民乐版的，因为它味儿正、

范儿足。

斯基为芭蕾舞《胡桃夹子》创作的音乐，

被他改编为《胡桃夹子组曲》等等。

王酩先生从电影《海霞》的音乐中，

精心挑选出五首，改编成《海霞组曲》

（分别为童年、解放、织网、丰收、胜利），

其中的第四首《丰收》，是一首通俗

易懂的乐曲，我们从乐曲的名字，就

能想象出那丰收景象给我们带来的喜

悦之情。

《翻身的日子》

这 是 著 名 作 曲 家 朱 践 耳 先 生

（1922~2017）创作的。朱践耳先生是

一位杰出的作曲家，其创作领域宽广、

形式多样，既有通俗易懂的歌曲，如《唱

支山歌给党听》《接过雷锋的枪》等，

也有思想深刻的交响乐作品，他的作

品有着很高的艺术造诣，总是能将民

族性、时代性与艺术风格融为一体，

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这首《翻身的日子》创作于 1952

年，是为大型纪录片《伟大的土地改

革》谱写的插曲之一，乐曲虽然结构

短小，但充满了鲜活的生活气息。此

曲在配器上充分发挥了各乐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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