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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无言的诗篇，是有韵
的历史。人民音乐出版社的这套
钢琴作品选辑，反映了当代中国
社会发展的伟大历史成就，体现
了新时期人民群众健康向上的审
美情趣与追求，展现了改革开放
40多年来在不同题材、体裁、形
式方面具有原创意义的钢琴音乐
作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钢琴作
品选辑”系列图书已推出了 7
册。每册图书都有明确而独立的

主题范围，所选作品均为1979年
后创作的精品力作，适合具有一
定演奏基础的音乐专业工作者、
高等院校师生、广大钢琴学习者
练习与演奏。同时，书中附有

“音乐作品介绍”部分，涵盖了
作品的曲式结构、文本分析和演
奏要点等内容，非常适合音乐类
各专业学习者作为重要的参考资
料加以研究和使用。关于该“选
辑”，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其
中收录的许多作品，都是经作曲

家本人授权确认的权威版本，读
者在使用上能最大限度地还原作
曲家意图。

该系列图书也是人民音乐
出版社助力进一步开拓中国钢
琴音乐在创作、演奏、研究和
教学领域思路的作品，希望以
此增加大家对中国钢琴音乐的
关注，促进大家对中华优秀传
统 文 化 产 生 更 深 的 理 解 和 体
悟，增强民族自信、振奋民族
精神。

为纪念指挥家、音乐教育
家杨鸿年 90 周年诞辰，人民音
乐出版社结集出版了“杨鸿年
教学艺术书系”，其中包括 《北
京 爱 乐 合 唱 团 演 唱 作 品 精 选
集》（上、下册）。这部精选集
的出版，不仅是对杨鸿年教授
艺术成就的肯定，也是对北京

爱乐合唱团多年来艺术追求的
总结和展示。

《北京爱乐合唱团演唱作品
精选集》 收录了 58 首作品，涵
盖中外经典合唱曲目、民族音乐
改编及原创作品，包括《槟榔树
下摇网床》《撒尼少年跳月来》

《茉莉花》《翠谷双回声》《赶摆

路上》《渴望春天》《致音乐》
《鳟鱼》《歌声在水面上飘荡》
《摇篮曲》 等。这些作品艺术性
强，风格多样，适合童声合唱训
练、音乐会、合唱比赛及综合性
文艺演出。

精选集中的所有曲目均由杨
鸿年教授改编或创作。杨鸿年
教授作为北京爱乐合唱团的创
始人，对童声合唱有着深厚的
造诣和独到的见解，他的改编
和创作使得这些作品在保留原
作精髓的基础上，更加适合童
声合唱的演绎，展现了极高的
专业性和艺术性。

《北京爱乐合唱团演唱精选
集》的问世，承载了杨鸿年在童
声合唱艺术领域多年辛勤耕耘的
成果，也寄托着多方人士对他的
崇高敬意和无限怀念。

作为中国当代音乐发展的重
要参与者与见证人，樊祖荫先生
的音乐人生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声
音，展现了中国音乐的深度和
广度。2025 年 1 月，人民音乐出
版社出版《我的音乐人生——樊
祖荫口述》一书。

他深入民间，倾听那些被岁
月遗忘的歌声，记录下珍贵的音
乐瑰宝，不仅拯救了这些诉说着
中华民族情感的民歌，更唤醒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记忆。

他俯身课堂，既坚守传统
的根基，又勇于融合开拓，在
思想碰撞与教学相长中，培养
了一代又一代具有创新精神的音
乐人才，照亮了中国音乐未来的
道路。

他潜心创作，作曲之路见证
了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赞美，
尽管留有遗憾，但如同生命中的

磨砺，让他更加坚韧不拔，不断
追求音乐的更高境界。

他扎实研究，作为《中国音
乐》的主编，亲手搭建起一座连
接学术与实践的桥梁。在他的努
力下，更多的学者与音乐爱好者
得以深入了解中国音乐的魅力，
也让世界听到了来自东方的独特
声音。

他关注教育，七十载的音乐
探索，使得他深刻洞察中华文化
母语音乐教育以及建立属于自己
的音乐理论体系的重要性。这一
观点，不仅为中国音乐教育的改
革指明了方向，更彰显了文化自
信与民族精神的力量。

让我们打开 《我的音乐人
生——樊祖荫口述》，追随樊先
生的脚步，怀揣对音乐的热爱与
敬畏，勇敢在人生道路上书写属
于自己的辉煌。

传承专业出版文脉 弘扬中华音乐文化

知古不知今，谓之落沉。知今
不知古，谓之盲瞽。

河北梆子于2006年入选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
我国北方重要的戏曲剧种。它雅俗
共赏，既可以放华彩于豪华殿堂之
上，又可以接民间地气于百姓之
中，深受民众的喜爱。它不仅擅于
表现历史题材，而且与时俱进反映
现实生活，注重褒扬家国情怀、善
良人性、优秀品格，生动传递中华
民族积极的价值追求。

《中国河北梆子》作者姬君超
历经10余年，先后到天津、山东、
河北等地查阅资料、走访老艺人，
搜集并整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
料，系统梳理了河北梆子的历史脉
络、艺术体系与社会意义。《中国河
北梆子》不仅是一部剧种史，更是
一场关于河北梆子文化基因的深
度解剖——它以河北梆子为棱镜，
折射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在
时代浪潮中完成自我革新与传承。

作者对河北梆子历史的钩沉，
清晰展现了外来艺术与地域文明
的交融轨迹。书中特别着墨于两次
重大转折——清中后期女演员群
体打破男性垄断以及抗战时期边
区的戏剧活动，前者标志着艺术传
播模式的革新，后者则体现了民间
艺术介入社会动员的能力。历史浮
沉中体现的“变”与“不变”，恰恰体现
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的生存智慧。

在谈到音乐时，作者通过300
多页的篇幅构建起完整的声腔体
系档案。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附录《锣
鼓汉字拟音字谱说明》，以汉字拟音
记录传统锣鼓谱，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活态传承提供了可操作的范
式，兼具学术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

在谈到表演时，作者深度解码

了河北梆子的程式语言系统。作者
将表演程式归纳为“自然现象”“人
类生活”“动物世界”“未知时空”四
大起源，暗合中国传统文化“观物
取象”的创作思维。书中对“手眼身
发步”五法的专项解析，揭示了戏
曲表演“形神兼备”的美学追求。

在谈到戏装时，作者从物质文
化层面印证了这种美学体系的完
整性。大衣箱、旗包箱的严格分类，
脸谱“红忠紫孝”的色彩符号，都在
构建虚实相生的舞台时空。书中提
到梆子班社对戏服的态度，恰是程
式美学的伦理化体现——戏服不仅
是视觉符号，更是文化秩序的载体。

在看似传统的艺术形式中，作
者敏锐捕捉到诸多现代社会可资
借鉴的智慧。音乐章节揭示的“一
曲多变”创作思维——同一曲牌通
过节奏调整（安板与快板）、调式转
换（正调与反调）实现情感适配，与
现代音乐制作中的编曲理念不谋
而合。书中记载的“搭调”技法，演
员可即兴加入语气助词衔接唱念，
这种既严谨又灵活的创作机制，恰
是传统文化保持活力的密码。

真正有生命力的传统艺术，从

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能够与
现实对话的文化载体。正如梆子音
乐中的“悲调”既可抒闺怨，亦可泣
国殇，这种情感表达的通用性，正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传承和
发展的关键。

透过这本书严谨的结构编排，
我们得以窥见作者的深意：河北梆
子不仅是燕赵文化的音乐注脚，更
是中华文明演进的历史切片。当有
些戏曲研究者感叹“非遗保护陷入
博物馆化困境”时，这本书给出了
另一种答案——在“表演技法”与

“戏装管理”之间，“锣鼓经”与战时
新编的“抗战戏”之间，河北梆子始
终在寻找与时代的对话方式。这种
既守护本体又拥抱革新的精神，或
许正是河北梆子历经沉浮仍活跃
于舞台的根本原因。

文化的恒常价值常常是渗透
于文化多样性之中的，河北梆子没
有淹没于现代化、工业化以及物质
极大丰富的浪潮中，反而在时代的
激流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它既保
留了传统艺术的精髓，又不断创
新，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桥
梁。这部著作的价值已超越剧种本
身，成为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和发展的重要参照，也是更好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贯彻落实习近平文
化思想的生动实践。2024年，《中国
河北梆子》成功入选中华民族音乐
传承出版工程精品出版项目。

出版不是终点，而是唤醒的开
始，是作者埋进纸页的种子。当梆
子声穿透纸页，我们终于听懂——
那些在光阴里固执坚守的人，都是
文明的“守夜人”。

（作者单位：方圆电子音像出
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笔墨传声
——写在《中国河北梆子》出版之际

□宋秀芳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
腹地，燕山南麓的灵秀与京津
走廊的繁华在此交织，一座被
誉为“京津走廊明珠”的城
市——廊坊，正以其独特的历
史文化魅力，诉说着跨越千年
的故事。当指尖轻触《吕端带
你学非遗——传统手工艺篇》，
仿佛推开了一扇穿越时空的雕
花窗棂，琳琅满目的非遗珍宝
与鲜活生动的文化记忆，正透
过书页扑面而来。

廊坊这片古老的幽燕之地，
自古以来就是人文荟萃之所。北
宋名相吕端便诞生于此，他“小事
糊涂，大事不糊涂”的智慧箴言，
不仅成为流传千年的佳话，更化
作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基因。如
今，以吕端为原型打造的动漫 IP
形象，化身亲切的文化使者，带领
读者踏上一场跨越古今的非遗奇
妙之旅。绘本中，Q 版吕端头戴
官帽、手持折扇，时而穿梭在古色
古香的廊坊街巷，时而驻足于非
遗匠人的工坊，用幽默风趣的语
言和生动活泼的动作，将厚重的
历史文化变得鲜活可感。

《吕端带你学非遗——传统
手工艺篇》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沉
浸式文化盛宴。创作者以史家严
谨治学的态度，历时数年走访廊
坊各地，查阅海量文献资料，确保
每一处历史细节都经得起推敲；
用画家精妙绝伦的笔触，将非遗
技艺的每道工序、每件作品的纹
理色泽都刻画得栩栩如生；更融
入动漫灵动鲜活的表现形式，让
古老的非遗文化在现代艺术的演
绎下焕发新生。

绘本全方位、深层次地展示
了廊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厚底

蕴。重点聚焦以“燕京八绝”为核
心的22种优秀地方非遗文化，每
一种技艺都配有精美的手绘插图
和详细的文字解说。璀璨夺目的
景泰蓝，历经制胎、掐丝、点蓝等
工序，在炉火淬炼中绽放出宝石
般的光泽；温润雅致的玉雕与牙
雕，匠人以刀代笔，在方寸之间雕
琢出山水花鸟、人物故事；华美大
气的雕漆，经过髹漆工序，再以精
湛的雕刻技艺勾勒出立体图案；
富丽堂皇的金漆镶嵌，将金箔、玉
石、螺钿等珍贵材料巧妙组合，呈
现出宫廷艺术的华贵气派；典雅
庄重的宫毯，以羊毛为经纬，用独
特的“八字扣”编织技艺，织出精
美的纹样；细腻精美的京绣，采用

“平、齐、和、光、顺、匀”的针法，绣
出栩栩如生的花鸟鱼虫；巧夺天
工的花丝镶嵌，将细如发丝的金
银丝经过掐、填、攒等工艺，制成
精美的首饰器物。书中从历史渊
源、技艺精髓到制作流程，用生动
有趣的文字、鲜活的画面，为读者
揭开这些非遗技艺的神秘面纱，
让人在阅读时不禁为文化的魅力
所折服。

作为廊坊非遗的重要代表，
第什里风筝承载着2000多年的风
筝文化。这里的风筝以属地性、

人文性、科学性、拟人性著称，
造型上融合了廊坊当地的民俗
风情，制作工艺上采用独特的

“扎、糊、绘、放”四艺。早在清
代乾隆年间，第什里风筝就因
其精湛工艺成为宫廷贡品。书
中不仅详细介绍了风筝的制作
过程，还详细介绍了工艺特
点。一只只风筝，不仅是传统
文化的载体，更寄托着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描绘着真实

生活的图景。
而被誉为“刀尖上的非遗”

“脆弱的艺术”的固安蛋雕，更
是令人叹为观止。匠人将民间蛋
绘与石木雕刻巧妙融合，在薄如
蝉翼的蛋壳上，运用阴刻、阳
刻、透雕等技法，雕刻出山水、
人物、花鸟等图案。为了克服蛋
壳易碎的难题，匠人们经过无数
次试验，创新出“浅平浮雕”的
技法，将前辈艺术精髓传承创
新，应用于现代雕刻创作，让一
枚枚小小的蛋壳，绽放出令人惊
叹的艺术之花。绘本中，通过细
致的插图，清晰展示了蛋雕的制
作过程，让读者直观感受到这门
技艺的精妙与难度。

如果你渴望探寻非遗文化的
魅力，感受廊坊这座城市的独特
韵味，那么《吕端带你学非遗——
传统手工艺篇》绝对不容错过！
这不仅是一本绘本，更是一把打
开传统文化宝库的钥匙，一次跨
越时空的文化对话。快来跟随吕
端的脚步，开启这场精彩绝伦的
非遗之旅吧！让我们在书页间感
受匠心传承的温度，领略千年文
脉的魅力。

（作者单位：方圆电子音像出
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穿越千年时光 邂逅廊坊非遗之美
——探秘《吕端带你学非遗——传统手工艺篇》

□高玮

《北京爱乐合唱团
演唱作品精选集》

北京爱乐合唱团 编
杨鸿年 主编

《我的音乐人生——樊祖
荫口述》

樊祖荫 口述
马学文 欧阳平方 采访、记录
樊荣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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