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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洛阳
谱进曲里

9月16日（本周六），上阳琴院
将在洛阳隋唐大运河博物馆举办
中国传统礼仪文化交流学习活动，
欢迎您参与。

活动地址：九都东路171号（八
路军驻洛办事处纪念馆对面）

■活动预告

“你只有热爱这片土地，对它的
历史文化熟知于心，才能创作出独
具魅力的本土音乐。”那时，洛阳缺
少属于自己的歌曲，王文堂试着填
补这片空白。

他的书柜里摆放着一排排讲述
河洛历史文化的书，几十年来，他不
间断地学习。“作曲家不仅要懂乐理
知识，还要懂当地的历史文化。歌
曲只有融入文化精髓，才更令人回
味。”他说，正如众人熟知的河南民
歌《编花篮》，它的歌词简单易记，曲
调活泼，让人一听就能感受到浓浓
的河南味。

2004年左右，王文堂迎来了作
曲事业的小高峰。他和洛阳文化学
者联手，“他们作词，我作曲，一起创作
了《白马寺》《关帝颂》《巍巍龙门石
窟》等一系列歌唱洛阳文化遗迹的歌
曲。每次合作，我还会和作词者讨论
歌词内容，对不妥之处进行修改，有

时会和作词者争论得面红耳赤”。
歌咏历史文化的歌曲，不能平

铺直叙，要给听众营造美的意境。
拿到《巍巍龙门石窟》的歌词后，王
文堂认为上来就赞颂龙门石窟不太
妥，于是就在开头加了大段哼唱，用
声音的婉转起伏，带领听众领略龙
门石窟之美。

“我临近退休时，洛阳正在积极
向世界宣传其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东
方起点，我觉得自己应该为家乡写
首歌，鼓鼓劲儿。”很快，王文堂便创
作出歌曲《丝路悠悠》，这是他较满
意的作品之一，开头与结尾部分的
悠悠驼铃声，令人浮想联翩。该歌
曲获得了河南省第14届歌曲创作评
选一等奖。

如今，“一带一路”建设正如火
如荼地进行，有人想起王文堂的那
首《丝路悠悠》，老歌新听，不禁心潮
澎湃。

9月9日上午，空灵的古琴声飘荡在
洛阳隋唐大运河博物馆上空。这里正在
举办古琴艺术交流会，授课者是洛阳古琴
学会会长、上阳琴院院长杨璐嘉。

在座的听众都听过古琴曲，但关于古
琴的历史，多数人表示不知道。在交流会
上，杨璐嘉从古琴的历史谈起，讲述古琴
对中国人的影响和它传承了几千年的文
化内涵。

作为中国传统乐器，古琴至少有3000
年历史。2003年，古琴艺术被教科文组织
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成为东方文化的象征之一。

“有人觉得古琴与古筝相似，其实两
者根本不同。”杨璐嘉说，古筝声音立体、
清脆，而古琴音韵长，深远、雄浑，如钟磬
之声，“因为声音不同，古琴和古筝也给
听众带来不同的听觉感受——琴悦己，筝
悦人”。

“在古人看来，古琴是寄情抒怀、修身
养性之物，琴声中蕴含了许多情绪，能传递
丰富的感情。”杨璐嘉说，学弹古琴，或许一
个月即可学会，但想弹好古琴，则需要阅
历、修养和技法，三者缺一不可，需要弹奏
者用一生去感悟。

有人说，听琴的人，听的是弦外之音；
作曲的人，谱的是心中之曲。听琴，想深得
雅趣，就要让心静下来，慢慢感悟。

在交流会上，上阳琴院的学生演奏了
古琴曲，悠扬的古琴声，伴着窗外的雨声，
让听众仿佛置身于仙境。

著名文化学者于丹曾说：“如果真有一
种琴声，引领你走向心灵深处，就请跟随它
吧。不要小看了这一张琴，也许觉得琴声
入心入怀时，眼睛和心底会变得湿润，能一
瞬间洞悉生命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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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声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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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年长的洛
阳人也许还记得，
20 世纪 80 年代，曾
有一首赞美洛阳牡
丹的歌曲《十里花
路》脍 炙 人 口 ，72
岁的王文堂是这首
歌的作曲者。他创
作了百余首歌曲，
其中近一半与洛阳
有关。

从洛阳歌舞
剧院退休后，王文
堂很少再创作歌
曲，但他并未停止
与音乐“亲密接
触”，每天都要播
放音乐。

音乐无国界，
它传播面广，人们
易于接受，是城市
自我宣传的有效
载体，就像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主
题 歌《北京欢迎
你》，人们只要听到
它，就会想到北京。

作为国家一
级作曲家，王文堂
善 于 利 用 音 乐
宣传洛阳。迄今，
他已为洛阳写了
50余首歌曲，从洛
阳牡丹到洛阳历
史文化，他几乎写
了一个遍。2008
年，他将自己创作
的歌曲整理成书
出版，取名《洛水
情韵》。

说起王文堂
为洛阳创作歌曲
的故事，要从30多
年前的那首《十里
花路》讲起。

1983年，王文堂在洛阳市歌舞
团工作。他创作过歌曲，也排练过
歌剧，但作品内容缺少本土特色。
就在这一年，第一届洛阳牡丹文化
节举办，王文堂接到通知，“领导要
我为一部有关洛阳牡丹文化节的音
乐专题片配乐”。在他的记忆里，这
是他第一次为家乡创作歌曲。

“专题片的主题曲很关键，片子
播放后，全国人民都能看到，这是宣
传洛阳的好机会。因此，歌曲要凸
显洛阳特色，令大家印象深刻。”王
文堂说，他擅长创作民族音乐，是河
南地方戏的粉丝。

“河南地方戏特色鲜明，创作与
洛阳有关的歌曲，自然少不了运用
河南地方戏里的音乐元素。”他是这
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将豫剧元素
融入《十里花路》的创作。“灵感来
了，曲子是一气呵成的。”王文堂记
得，创作《十里花路》时，他一直心潮
澎湃，哼唱到高潮部分，竟激动得不
能自已。

《十里花路》很好听，与1987年
央视版《红楼梦》的插曲有几分相
似。这首歌曲一经推出，好评如
潮，曾被中国音乐学院选为教学
曲目。

用歌曲赞美洛阳

作曲加入豫剧元素

谱写家乡的旋律

如果您想听王
文堂创作的歌曲，请
扫二维码。

听众认真听讲

二胡是他的音乐伙伴

王文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