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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青岛大剧院音乐厅。94人的交响乐
团正在排练，指挥席上一个身影，是全场瞩目的
核心。

这是一个看上去年轻的身影，亮色休闲装，
短寸发型干净利落，背对观众席的脑壳发青。以
他手中的指挥棒为触发点，仿佛施了一场魔法，
掀动整个《武侠三部曲》乐章。

乐章中，从微曦的晨光，到热烈的篝火狂
欢，及至排山倒海的澎湃，忽然，一切归于宁
静——— 在乐团最后排的角落里，水乐器在一位女
演奏者的撩动下，传来滴落的水声，倏然滴入观
者心扉。把自然的声音融入交响乐，用西洋乐器
奏出中国民族之音，这些正是谭盾音乐作品的典
型标记。

17日，谭盾作曲并指挥的《武侠三部曲》在
青岛大剧院上演。指挥席上，他把所有的力气都
倾注到指挥棒的顶尖，伴随音乐起伏，动作时而
劲如武打，时而飘若舞姿，那种全身心的爱和专
注，唤起交响乐与所有在场者的共鸣。

武侠音画留足想象空间

《武侠三部曲》原是谭盾为李安导演的《卧
虎藏龙》、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冯小刚导演
的《夜宴》三部武侠题材的电影所做的配乐，现
在已经完全独立成章。学者于丹曾说，《武侠三
部曲》里有三把剑，谭盾的交响乐为这三把剑开
了锋刃。

17日，谭盾和青岛交响乐团在青岛大剧院的
演出，带来了《武侠三部曲》的升级版。在画面
与音乐的交相辉映中，即便一些初次接触交响乐
的观众，也能感受到古老传统在鲜活想象力下带
来的强烈冲击。

记者：《武侠三部曲》是先有电影，后有音
乐，观众脑海中的画面感很强，原来交响乐的欣
赏可以是很具象的。请您解读一下在青岛奉献的
这场演出。

谭盾：我建议，大家在听《武侠三部曲》之
前，一定要先看于丹为此写的导听《琴心剑
胆》。她说，三位导演是武侠里的三把剑，而音
乐让这三把剑闪光。在首演和录制的唱片里，也
有三把剑——— 一个是马友友的大提琴，朗朗的钢
琴，还有哈尔曼的小提琴。

这是我第一次在青岛演出《武侠三部曲》。
这个城市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中西合璧——— 无论这
里的建筑，还是人们的礼仪风俗，都特别有意
思，这里的文化底蕴是中西合璧的。而我们这次
带来的武侠音乐也是中西合璧的。在青岛这场音
乐会上，三位独奏演员吕思清、葛灏和朱琳，演
绎了青岛的三把剑——— 吕思清的小提琴是一把
剑，像古琴一样，是一把非常温柔的剑；葛灏的
钢琴是一把剑，是虚渺的剑，钢琴跟打击乐的配
合非常惊人；而朱琳小姐的大提琴是第三把剑，
那是英雄的剑。

记者：这场音乐会是《武侠三部曲》的升级
版，因为在演完《夜宴》后有一个新的篇章是
《复活》。《复活》没有先入为主的画面，要怎
么去欣赏？

谭盾：在前面三部作品中，有三位美丽的女
性为爱情、生命、武侠而牺牲，是悲剧色彩的。
所以，我一直想要她们在新的篇章中复活。这里
所说的复活，可能是三个人的复活，可能是神话
的复活，也可能是信仰的复活……

音乐会到这里的时候，我会跟观众讲，大家
随着音乐想象自己心中的复活。那可以是音乐的
复活、情绪的复活、或者梦想的复活，什么都可
以。每次，我们演出到这部分都感到特别过瘾！
因为前面部分有具体的电影影像，到了这里，观
众和演奏者心中都有自己的影像。观众也会觉得
很过瘾，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象能力，可以
自我组成一幅幅画面。

我们现在正在全球征集微电影作品，很多人
参与到了这个活动中。这种现象更加鼓励和说服
了我们，先把音乐做好，然后电影来配音乐，这
也是很有效的传播思想的方法。

记者：在青岛大剧院排练，有什么新的发现
和感悟？

谭盾：这次排练，我用具有禅意的指法来指
挥。我发现，磅礴而飘逸的武侠音乐，用这样的
指法来指挥，厚重中有清澈，深邃中有飘逸，六
个小时下来，一点都不觉得累。

我跟青岛音乐家的合作特别好。这是一支非
常优秀的以8 0后为主的交响乐团。今天排练下
来，我告诉他们，我每次跟交响乐团的第一次排
练，特别像一对情人初次见面。我们之间非常紧
张又非常渴望、害羞，我们之间非常互动又非常
敏感。这种感觉特别好。

其实，每次跟新的交响乐团合作，对于一个
指挥来说，乐团就像是一个幼稚园，我就是一个

幼儿教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过程需要精力非
常集中，潜移默化地用幽默、有趣的方式去引导
幼稚园的小朋友。乐团的乐手精力也非常集中，
我跟他们合作，把他们带到一个十分纯粹的世界
里去。我们有一些灵魂层次上的沟通，能体会到
灵魂之间的互相按摩。

“传”和“承”各有分工

谭盾出生于湖南，曾在农村劳动，如今坐拥
格莱美大奖、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等，堪称世
界闻名。在排练过程中，他对细节精益求精，显
现出科学家一般的严谨态度。

“人们对我有一个几十年的误会。他们一直
觉得，谭盾是标新立异的典范。其实，我不是标
新立异的，我的作品也不是标新立异的，每一部
都非常贴近生活。现在我每部新作品的诞生都和
一种传统文化捆绑在一起。”

谭盾对音乐的理解和创作打破了旧有藩篱，
独创性地将自然界的原声引入到音乐中，形成了
独树一帜的“有机音乐”。看似反传统的技巧背
后，谭盾音乐所关注的内核，却是最民族、最传
统不过的——— 《地图》讲石头音乐的消亡，《女
书》讲女书文化的消亡。

记者：在您的作品中，用西洋交响乐来承载
中国传统，中西的交融和对话非常明显和直接。
可能有人会问，这不矛盾吗？不冲突吗？

谭盾：我认为，艺术的创造不在于东方或西
方，没有地域和时间的限制，而是打破边界永恒
存在的。西方音乐的和声、旋律、配器，与中国
音乐的点、线、面，一个是几何数学量变，有种
精确的稳定感，一个是天地人的哲学，讲究大自
然变幻。这两种气息在艺术上都是一种完美的气
息。

我没有刻意去强调，西方一定要凌驾于东方
之上，或者东方一定要凌驾于西方之上。我只是
觉得，我生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艺术家来
说，我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把我最熟悉的文化，
把这块土地上的风土人情，融入到世界里去，融
入到我的艺术里面去。否则，我觉得我的存在没
有任何意义。

记者：这是一种天然的使命感吗？
谭盾：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艺术家，我个人

认为，我还是蛮有使命感的。我觉得，既然要做
艺术，我就要把养我育我的土地，把我自己熟悉
的生活表现出来，并且希望借此能改变艺术的现

状。
我经常感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

改变，是为了参与，并不只是为了到这个世界上
来生存，吃一口饭！吃完五十年的饭或者一百年
的饭，我就走了，等到来生，再来吃一次饭，是
这样吗？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应是这样的。

记者：从上世纪80年代的那部《离骚》开
始，您就在交响乐中注入中国传统的主题和灵
魂，为什么在音乐的道路上始终坚持这点？

谭盾：我觉得，交响乐是一个世界的品牌。
通过交响乐，我们知道了莎士比亚、席勒、歌德
等等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物以及文化。在这个世
界品牌上面，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年代的东西，
都可以在那里保存并流传。

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我都会接受传统，
坚持传统，这是一个选择。作为艺术家来说，你
要面临走哪条路的选择。我的选择，就是想用交
响乐这个世界的品牌，去上传中国的文化。这个
过程非常艰巨，但是也非常有效。现在，我创作
和创新的每一步，都跟正在消失的传统有关，把
创造、再生、复活、消亡，结合在一起。这就是
我一直在做和想做的事情。

记者：像女书等正在消亡的传统文化，通过
音乐就可以传承吗？生命力来自哪里？

谭盾：选择民族传统去进行音乐创作，跟我
自己的创作观念有关。我认为，要继承民族传统
中优秀的东西，其实创新更重要。我们一直说传
承，但传和承其实是不一样的。文化的传承要分
两部分：传，是去保护；承，是要创新。

中国的文化遗产传到我们手里，如果仅仅是
传，那是让我们做保管的工作，要一代一代的传
下去。但保管、保护的目的是要发扬光大，要有
新的东西出现，这就是承。我觉得，我们所有人
都可以做传的部分，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承的部
分。传，要有很好的保护措施，像博物馆的工
作。承却是要发扬、创造。

举例来说，大家看到微电影交响诗《女书》
的巡演，会感到这是一部很现代的作品。是的，
我寻觅女书，寻觅一个妈妈的起源，寻觅女性吟
唱的根源，并不是去复制过去。虽然这个东西消
失了，但是我们可以从科学的角度、从人类学的
角度去寻找机缘，而这个机缘会刺激你的想象
力，从而引发未来女书的发明和创造。女书从过
去走到现在，并不是目的，只是经过现在而已，
它要去的地方是未来。创造才是目的，一切的追
寻和回顾都是在训练我们的想象力。

从上世纪20年代到今天，我们回顾过去的这
近一百年，这段历史有多少新的东西出现？现在
早已进入21世纪，总要有21世纪的新的创造。我
是一个职业的作曲家，就要用职业化的创作去传
承民族文化，要有自己的新的角度去看待她，要
用与众不同的方式去扶植她、传承她。

信仰在音乐中流淌

谭盾喜欢吃山东菜，和青岛啤酒“最熟
悉”。时隔21年，再次来到山东，谭盾忆起与这
里有关的青春和友情。

他说：“我特别喜欢听山东话，我觉得有一
种憨厚直爽的质感在里面，节奏非常非常的明
朗。方言里面当然有音乐！”

记者：您第一次来青岛是1983年，当时还在
读大学，当时的情景还有印象吗？

谭盾：非常有印象。我第一次来青岛的时
候，被抓起来过一次。

那时候，我来青岛采集这里的民间音乐，我
去了蓬莱，也去了崂山。在崂山，我一直想采集
流水的声音。我跟几个朋友到了崂山，听水听得
如痴如醉，结果听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泉水声，循
着泉声找到一个池塘，那水实在是太清了，太美
了！我们情不自禁就跳下去洗了个澡。结果刚下
去两分钟，管理人员来了，他说：你们有没有看
到这上面写的字吗？我这才抬头看到，有个牌子
写着“崂山矿泉水，原汁原池”。

我当时真的感到非常对不起！我和同学马上
就上来了，胳膊上还有气泡，因为矿泉水是泡泡
水。我当时就觉得，怪了，为什么下去的时候浮
力那么好，原来那是含有气泡的矿泉水！（笑）

那时，我刚刚读大学。我一直想回青岛，因
为我觉得这里很美。

记者：是什么促成了今天这场演出？这里有
没有让您眷恋的人和事？

谭盾：青岛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是我的朋
友。另外，我特别要提到，在读书的时候，和我
关系最要好的同学就是青岛人，他是青岛很有名
的作曲家。后来我去美国留学，他去悉尼留学。
我读书的时候，他一直跟我介绍谁是巴赫——— 那
时我们刚入学，都还不懂，这个巴赫到底是谁！
他告诉我，巴赫，就是古典音乐之父，在他的音
符里流着整个人类的信仰。

当时这位同学教了我很多。他非常善良，处
事永远是为别人着想。但是很不幸，有一次他在
高速公路上开车，前面有一群野牛，挡住了高速
公路。他自己险些撞了车，就想下车把野牛赶
走，结果他一出去，另外一辆车跟过来撞上他，
他就永远地离开了。所以，我一直想有机会可以
在这里看看他的爸爸妈妈。

记者：山东是中国礼乐传统的发源地，有丰
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亲
善大使，是不是到过山东其他地方采风？

谭盾：我曾经去过曲阜，山东的文化非常了
不起。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更多地来山东，通过我
的作品的构思、创造，体现一点这里的文化底蕴，或
者来讲一些传承的东西，做一些关于想象力的训
练，跟当地的艺术家、教育家切磋。尤其要跟山东的
民间文化嫁接上，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

记者：中国佛教音乐梵呗的发源地就在山东
东阿，您可以去那里看看。

谭盾：哦，梵呗，我知道。
其实，我现在每一个新的创造，都跟民族文

化的某一个方面有关。我觉得中华民族现在最缺
的是信仰，传统的信仰丢掉了，是目前的一个现
实。

接下来，我想做丝绸之路的音乐，通过丝绸
之路文化，把我们的信仰找回来。我觉得这是一
个值得去做的事情。在敦煌，传到今天的不仅仅
是古老的壁画，那里面保存了很多和信仰有关的
内容。

来青岛之前，我在敦煌，参观过一些目前尚
未对外开放的洞窟。洞里面竟然有白骨——— 那些
人就在那里等待梦想，一直等到成为白骨。我在
敦煌四天，感觉好像重新活了一回。在莫高窟的
几百个洞里，有4世纪至14世纪的千年真迹，更有
中国人的信仰珍藏。人们从遥远的地方赶来，找
到那片沙漠时，常常已经有人病死了。找到那个
地方以后，先要凿洞，又一代人没有了。到了第
三代人说，我的爷爷凿了这个洞，我就要开始画
画了。画完，又一代人没有了。下一代人说，我
的祖先留下了这些宝贝，我们要在这里守着它。
于是子子孙孙都守着它。这是一个家园梦。

在敦煌的石窟里，我感觉到了过去人的信
仰，看见了过去人的梦，当时音乐就出来了。

记者：信仰也可以用音乐来传递吗？
谭盾：音乐总是在注视灵魂，注视道德，注

视社会，注视人类。我觉得什么都可以用音乐来
传递，这是我非常个人化的观点。

国庆黄金周将至，一些旅游景区
又在忙着涨价。“浓绿万枝红一
点”，日前，吉林长白山等三家5A
景区承诺国庆假期门票不涨价。（见
9月21日新华网）

这是利好消息，国庆去长白山游
玩不用多掏银子了。透过这个喜讯，
人们也不禁担心，那些没作承诺的景
区，是不是准备再涨门票利用长假大
捞一笔？

如此想来，喜讯中未免让人感觉
苦涩。节假日景点门票不乱涨价是旅
游部门的责任和必须做到的诚信经
营，还需要承诺吗？不涨价成了“表
扬”与“自我表扬”的“夸口”，景
点门票涨价反倒成了“正常”，这种
反常现象说明旅游业违规涨价成常
态，哪个景区宣布不涨价反倒使消费
者“受宠若惊”，纵观近年来，逢节
必涨成了许多景区的“怪圈”和习
惯。

旅游部门对“黄金周”涨价总是
“理由”充足，说这是市场经济。初
听似乎有理，“黄金周”游客盈门，
需求旺盛，自然应该涨价。可细作分
析，中国旅游业从来就不是健全的市
场经济。首先，景区管理部门是地方
政府，其路径是政府管理公司化运
作，门票定价完全由政府部门说了
算。其次，景区属于高度垄断。由于
各景区的地理位置和特色不一，加之
管理权限集中于当地政府，各地景区
景点难以形成竞争态势。第三，“黄
金周”所形成的“市场经济”是一种
“伪象”。由于“黄金周”是国家统
一安排的假期，加之许多单位尚未实
行带薪休假，人们只得选择“黄金
周”出游。

如果旅游业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那就得严格依照市场规律。比如，黄
金周游客量是平时的数倍，景区接待
水平和服务质量都有下降，景点人头
攒动，观景效果大受影响，那就应该
降价而不是涨价，可许多景点门票为
何不降反升呢？再如，景区修缮期
间，游客观景受到影响，理应降低门
票，可票价却纹丝不动。

尽管“不涨价”的承诺让游客听
来带着几分苦涩，但至少也是一种信
号，一些景区已经意识到利用“黄金
周”涨票价无异于杀鸡取卵。对于一
个依赖信誉而生存的产业，旅游业更
需要那些用脚投票的游客给予最大的
支持。景区“不涨价”的承诺，无疑
是一次典型的信誉重建。信誉，不在
一朝一夕之间建成，也希望更多的景
区明白，好的信誉，万不可在一时的
利益面前毁于一旦。

旅游应该成为平民百姓的盛宴，
大众旅游是许多国家所追求的目标。
据了解，发达国家门票定价只占国民
平均工资收入的0 . 3%至0 . 5%，哪怕
乞丐都游得起。而中国旅游门票价格
则是发达国家的十多倍，与老百姓收
入水平严重背离，旅游千万不能与平
民百姓渐行渐远。

“我只是觉得，我生在这个世界上，我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把我最熟悉的文化，把这块土地上的风土人情，融

入到世界里去，融入到我的艺术里面去。”

谭盾：用交响乐上传中国文化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 周末感言

景区涨价
成“习惯”

□ 尹卫国

谭盾，湖南长沙人，中国著名作曲家、指挥家。22岁时创作了第一部交响乐作品《离骚》，因创
造性地在交响乐中使用了板鼓、箫等民族乐器而引发争议；其歌剧作品《马可·波罗》将西方歌剧与
中国京剧唱腔融合，成为1997年国际乐坛最轰动的演出，为谭盾赢得诸多国际奖项与荣誉；1999年谭
盾荣获当今世界最权威的格威文美尔作曲大奖；其为电影《卧虎藏龙》制作的原声音乐获第73届奥斯
卡最佳原创音乐奖、第44届格莱美最佳影视原创音乐专辑；2008年谭盾为奥运会、残奥会制作音乐；
2010年担任中国上海世博会全球文化大使。

印度电视台启用
首位变性人新闻主播

印度最高法院判决变
性人为男性和女性之外的
第三性别，印度一家地方
电视台打破禁忌，启用了
全国首位变性人新闻主
播。图为变性人新闻主播
普拉卡什。

越南空姐
飞机上秀比基尼

一组越南空姐身穿比基尼
拍摄的宣传照在网上疯传，引
起网友热议。据悉，该组照片
系越南第二大航空公司“越捷
航空”的广告宣传，但该公司
极力否认，称其非官方发布。

18岁希腊“公主”
奢华生活曝光

希腊公主玛利亚·奥林
匹亚现年18岁，她生活华丽
梦幻。乘坐游艇畅游地中
海，坐在秀场前排观看时尚
走 秀 ， 和 大 明 星 亲 密 接
触……玛利亚的生活大部分
时间都在度假。

立陶宛小伙伴们
恶搞小水坑

立陶宛考纳斯，一群
小伙伴们围绕一路面上的
水坑拍摄了一系列搞笑照
片：在水坑旁边洗漱等
等，目的是促使政府尽快
解决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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