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場由武漢音樂學院青年編鐘樂團
演繹的編鐘專場音樂會前日在香港舉
行，這場音樂會在節目編排上頗具心
思。李幼平介紹說，開場的《荊楚雄
風》用編鐘清脆的高音和雄渾的低音
表現出楚人「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不飛則已，一飛沖天」的氣概。一曲
《高山流水》以俞伯牙與鍾子期知音
相遇的千古之音為背景，用古箏清脆
的音色配合編鐘渾厚的音律，使山的
雄偉險峻與流水的清脆可以很好地營
造出來，「是絲類樂器和金石之聲的
很好結合。」同時內地與香港的音樂
文化相匯猶如知音相遇，體現出《高
山流水》源遠流長的文化歷史和文化
氛圍。

《圖蘭朵》歌劇中的《茉莉花》是
大家非常熟悉的旋律，已經成了代表
中國形象的音樂符號，安排演出這個
曲目將講述中國故事的編鐘與這曲熟
悉的旋律結合在一起，既呈現了湖北
的音樂風格，又展現了小型編鐘的清

脆旋律。《雲水》是簫和中阮的合奏，簫聲類
似一個很有魅力的男人的聲音，阮作為一種彈
撥樂器，音色像溫柔的女人，所以跟簫構成一
男一女，如同一種情話般的對話；《娛神之
舞》表現出了神可親可敬的一面以及人們對美
好生活的嚮往，楚人的神不似商代和中原地區
的神是高高在上的，人們要匍匐在神的腳下，
要表現出對神的敬畏，而楚人是近神，與神的
關係如同兄弟姐妹，是人性之美的寄託、一種
生活的追求。
或許香港市民可從這場音樂會感知到40年

間，編鐘這個「中國樂器之王」所經歷的由器
而物、由物到事、由事而人、由古人到今人的
蝶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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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央視86版《西遊記》美猴王扮演者
六小齡童日前做客河南鄭州圖書大廈購書中
心，舉辦新書《猴王世家》簽售會，並作會
前分享。分享會現場氣氛活躍，座無虛席，
一眾紅衣小記者難掩見到偶像時的激動之
情，端坐聆聽，不時互動。此外現場還來了
不少中青年，甚至老年粉絲。
分享會上，六小齡童首先分享了自己目前
在為傳播「西遊文化」所做的主要工作。雖
時隔多年，《西遊記》中台詞仍由他信手拈
來，他引用《西遊記》中一句台詞孫悟空的
台詞：「師父，天和地本來就是不全的，經
卷哪來齊全之理。」告誡小朋友，取經九九
八十一難，必須要學會堅持，雖然不是努力
了就一定能取得成功，但是不努力一定不能
取得成功。
在現場小調查裡，沒有看過86版《西遊

記》的竟不出意外地無一人。六小
齡童也激動地說：「有時候會感覺
自己可能是全中國，甚至是全世界
最幸福的人，有那麼多看過我的戲
的人。」的確，六小齡童扮演的孫
悟空已經成為幾代人心中的經典。
有人說經典是用來超越的，在六小
齡童看來，我們所應做的是不要害
怕被別人超越，而是把自己做大做
強。對待專業，他說就是要做到「
人無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絕，
人絕我化」。他還寄語現場的小朋
友以後在自己的工作中也一定要做精做深，
不要貪多求快。
活動中間，六小齡童邀請幾位小朋友現場

展示猴王經典動作並做指導。一段親自上陣
的棍棒雜耍更是讓觀眾彷彿又看到了那個

「猴裡猴氣」的孫悟空，引得叫好鼓掌聲一
片。在他看來，演好孫悟空最重要的就是要
演出吳承恩老先生筆下孫悟空的魂，他主張
只要魂不變，風格可以百花齊放。「我總跟
他們說不要學我的風格，要學裡面的精神，

比如豫劇《三打白骨精》裡面也有孫悟空的
形象，風格可以多種多樣，這就像取經磕磕
絆絆，但是方向不變。」
面對質疑和誤解，他說需要去溝通和交

流，但不要放棄自己的夢想，「有夢才有好

夢，去追夢才能實現夢。」年近花甲，他表
示不想安享晚年，相反地他仍要繼續奮鬥下
去。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
通訊員谷素梅鄭州報道

「「美猴王美猴王」」六小齡童做客河南六小齡童做客河南
現場指導小朋友耍金箍現場指導小朋友耍金箍

編鐘音樂必須走向世界！這樣的雄心壯志面臨的是
一個尷尬的現實，不到湖北、不到武漢，就沒有

編鐘，即便有好的作曲家也無法寫出編鐘音樂作品，再
好的作品也無法演奏。李幼平感歎，這樣的編鐘永遠就
只是一個地方性的文化符號，成不了中國的和世界的。
編鐘必須要有音樂，才能還原它的本質。李幼平舉了
個有趣的例子，用編鐘演奏貝多芬的《歡樂頌》，一個
德國人聽了淚流滿面，「兩千五百年歷史的編鐘，居然
可以演奏貝多芬的《歡樂頌》，多麼偉大！」然而另一
個德國人卻當場抗議，覺得音調非常不準，貝多芬的音
樂不是這樣的，這就像是用蹩腳的英語去朗誦席勒的詩
詞。
他解釋說，編鐘演奏的是古代音樂，講的是文言文，
要一個講文言文的人把貝多芬的歌唱好，「這是不講道
理的！」古音律與現代音律猶如文言文與白話文，「翻
譯」的過程就是一種文化的轉化。為了方便今天的觀眾
欣賞，為了適應今天觀眾的耳朵，必須對古音律進行改
編。
曾侯乙編鐘出土後，專家們很快發現了它「一鐘雙
音」的絕妙設計，李幼平有幸參與了此後的複製工作，
也慢慢掌握了調整編鐘的厚薄來改變音調的方法，而這
最終形成了後來古音律與現代音律轉換的方案，一言以
蔽之，「把編鐘打磨得薄一些，音調就變低一點，厚一
點就音調就高一些。」李幼平提醒記者注意，這其中複
製品和仿製品的區別，複製品必須和原件保持一致，是
在原件基礎上翻模鑄造而來，而仿製品則是在原件基礎
上進行改進，實際上是用現代的樂理觀念來製作調試的
編鐘，它已經變成了一種現代樂器。對此李幼平的態度
非常堅定，「必須要這樣，否則編鐘音樂就永遠局限在
湖北，只能跟湖北的老鄉共鳴。」
成為現代「鐘匠」的李幼平認為，通向「環宇鳴鐘」

目標的道路依然佈滿荊棘，目前最大困難是不同領域之
間的融合協作，「做鐘的人對音樂了解太少，搞創作的
人不關心演奏，搞演奏的人不懂得創作。」編鐘音樂現
代生命的延續需要把它當做發自內心永恒追求的事業來
完成，李幼平對古代做鐘人充滿了尊敬，「古人做鐘是
事業，做鐘手藝世代相傳，他們把一輩子的心血都放在
作鐘上，這是他們生命的寄託。」

管風琴被奉為西方樂器之王，內地
很多的音樂廳都會陳列擺放一套管風
琴。內地的中央音樂學院、中國音樂學
院、武漢音樂學院等院校，都設有編鐘
陳列館或編鐘樂器陳列室。儘管編鐘已
經成為音樂類博物館的鎮館藏品，但編
鐘能像管風琴那樣，被擺進音樂廳成為
真正的中國樂器之王，成為李幼平的一
大夙願，「有沒有可能舞台上既放管風
琴，也放一套編鐘，中西方的樂器之王
並駕齊驅為什麼不可以？」
1991年武漢音樂學院修建了一個音

樂廳，後改名為「編鐘音樂廳」，音樂
廳裡擺放了一套編鐘，它就是「中國樂
器之王」。李幼平表示，管風琴是西方
樂器之王這是大家都認可的，現在人們
從觀念上認可編鐘是中國樂器之王還不
夠，編鐘需要更多參與到音樂會的演奏

中，他認為將編鐘轉換成為現代音律後
可以融入西方交響樂隊，藝術呈現的聲
音是和諧的，演奏是完美的。
他認為現在編鐘已經變成了一種現

代樂器，學習編鐘沒有什麼困難，「小
baby都可以拿着小錘子敲擊編鐘」。
現在很多中小學都有編鐘課程，與學習
鋼琴一樣，在這個過程中孩子們受到了
音樂的熏陶，感受到了音樂之美，提升
了素養。李幼平希望編鐘能在當今的音
樂文化生活中扮演一個角色，成為一種
大眾化的通用樂器，為此他還專門開發
了以曾侯乙編鐘為基礎的鍵盤編鐘，既
能保持宏大精美的傳統青銅文化特質，
又能通過類似鋼琴的通用鍵盤界面進行
演奏。
李幼平拿出一冊《天壇——「紀念

曾侯乙編鐘出土40周年」編鐘樂曲
集》，翻開《天壇》，是五線譜，這
就是使用全世界音樂家的通用語言記
錄的編鐘樂曲。他表示，編鐘交響樂
作品，融入了古譜的音素和旋律，以
五線譜記錄是讓編鐘音樂可以流傳下
去的重要保證。呈現一台外國人可以
聽得懂的音樂會，「讓他們感受到編
鐘敲出來的聲音是美的，這樣才對得
起祖宗！」

「「環宇鳴鐘環宇鳴鐘」」演繹中國聲音演繹中國聲音
曾侯乙編鐘出土曾侯乙編鐘出土4040周年周年

19781978年年，，中國兩件大事令全中國兩件大事令全

球矚目球矚目——改革開放出發和曾改革開放出發和曾

侯乙編鐘出土侯乙編鐘出土。。20182018年年，，與與

改革開放同步改革開放同步，，曾侯乙編鐘曾侯乙編鐘

走到出土走到出土4040周年的時間節點之周年的時間節點之

上上，，4040年前曾侯乙編鐘出土時年前曾侯乙編鐘出土時

曾曾「「鐘鳴環宇鐘鳴環宇」，」，舉世矚目舉世矚目。。以以

武漢音樂學院副院長李幼平為武漢音樂學院副院長李幼平為

代表的一批音樂考古專家在此代表的一批音樂考古專家在此

之後不懈努力之後不懈努力，，力圖讓編鐘力圖讓編鐘

成為現代樂器成為現代樂器，，使用全世使用全世

界通用的音樂語言來演界通用的音樂語言來演

繹 中 國 聲 音繹 中 國 聲 音 ，， 實 現實 現

「「環宇鳴鐘環宇鳴鐘」。」。他表他表

示示，，站在中國古人的肩站在中國古人的肩

膀上膀上，，面對偉大的編面對偉大的編

鐘鐘，，我們到底該我們到底該「「怎麼怎麼

辦辦」，」，始終是一個不可迴始終是一個不可迴

避的現實問題避的現實問題。。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鯤俞鯤、、

實習記者實習記者 曾媛曾媛 武漢報道武漢報道

重塑編鐘「中國樂器之王」地位

■■六小齡童現場表演金箍棒六小齡童現場表演金箍棒。。

■■六小齡童指導現場觀眾六小齡童指導現場觀眾。。

■■「「鐘匠鐘匠」」李幼平李幼平
俞鯤俞鯤攝攝

■■李幼平在測試仿製編鐘李幼平在測試仿製編鐘
的音準的音準。。 俞鯤俞鯤攝攝

■■李幼平按照宋代大晟鐘李幼平按照宋代大晟鐘
製式仿製的樂器編鐘製式仿製的樂器編鐘。。

■■以編鐘配其他民族樂器演奏更有味道以編鐘配其他民族樂器演奏更有味道。。

■■武漢音樂學院編鐘樂團曾在美國舉行編鐘武漢音樂學院編鐘樂團曾在美國舉行編鐘
專場音樂會專場音樂會。。

■■編鐘邊緣的厚薄決定了音編鐘邊緣的厚薄決定了音
調的高低調的高低

■■以五線譜記錄的編鐘樂譜以五線譜記錄的編鐘樂譜《《天壇天壇》。》。
俞鯤俞鯤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