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立平（右）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大道——人文大家融媒
报道”采访团采访。 吴德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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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王立平调到北京
电影乐团（今中国电影乐团）从
事影视音乐创作。当时中央电
视台刚拍摄完纪录片《哈尔滨的
夏天》，准备在国庆节当晚播放，
但到9月下旬，音乐还没做好。
音乐编辑找王立平“救火”，请他
一天之内写出《太阳岛上》和《浪
花里飞出欢乐的歌》两首插曲。
王立平告诉家人，一天给他送三
顿饭就行，不要打扰他。他用一
天多的时间完成了作品。这两
首歌一经播出便风靡全国，坐落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花江北
岸的太阳岛也成为全国年轻人
向往的爱情胜地。

这次成功为王立平开启了
为影视剧作曲的康庄大道。

1982年夏的一天，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音乐编辑王芝芙找
到王立平，透露央视正在筹拍电
视剧《红楼梦》，她的爱人王扶林
担任导演，问王立平是否有兴趣
为《红楼梦》作曲。王立平当即

表示：“不但有兴趣，而且极有兴
趣。”

之后在跟央视相关领导、
“红学家”、编剧等十多个人交流
中，王立平分享了他对《红楼梦》
原著的认知和对《红楼梦》音乐
的构想，并总结《红楼梦》的音乐
基调应该遵循八字方针：“满腔
惆怅，无限感慨。”他的诠释得到
众人肯定。几天后，王立平被导
演邀请加盟《红楼梦》电视剧创
作团队，成为进组第一人。

《红楼梦》作为一部文学名
著，肯定会被不断重拍，也会有
作者重新创作红楼梦音乐。对
此，王立平表示：“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使命、辉煌和局限，所有
的事只能空前不能绝后，总会
有人超越前人……我们这一代
人的责任，就是用我们的心血、
智慧、勤奋筑起一道高墙，让后
代即便不会望而生畏，也应该
让他们感到，想要超越没有那
么容易。”

雪，在《红楼梦》中独具意
象，有风雅生活，有不二景致，有
人名隐喻，也有气象万千……

2023年岁末，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大道——人文大家
融媒报道”采访团在北京西山
曹雪芹纪念馆见到87版电视剧

《红楼梦》作曲王立平老师时，
也是在京城的一场大雪之后。
听王立平畅聊一段段创作往
事，徘徊在曹雪芹纪念馆旁的
皑皑白雪间，在“红楼梦精雅生
活”搜罗各色文创，在“红楼梦
邮局”给远方的友人寄一张红
楼梦明信片，酣畅淋漓地做了
一回“红楼梦中人”。

这是记者第二次见到王立
平老师。第一次是在20多年
前，王立平在成都举办“红楼梦
音乐会”。

谈到《红楼梦》的音乐创作
秘诀，王立平说自己也不知道，
谦称自己“才智中等”，“最重要
的东西常常是说不清的，我自己
很难说，也可能我生来就是这块

料。怎么就是这块料？问爹问
妈不如问我，问我不如问天。”他
只知道，经历过很长的跋涉探
索，有一天终于“悟”了，“像吃馒
头一样，一个没饱，两个饱，突然
有一天吃饱了。”

87版电视剧《红楼梦》，每
一个角色的塑造都似浑然天
成，王立平的音乐创作更为其
注入灵魂，堪称“前无古人，后
无来者”。王立平老师说与《红
楼梦》结缘后，便没有结束，一生
一世，都会与《红楼梦》为相伴。

王立平的作品不止《红楼
梦》，他还是《少林，少林》《牧羊
曲》《大海啊故乡》《太阳岛上》

《驼铃》的词曲作者，词与曲完美
结合，传唱至今，这其中都体现
了他的文学素养、艺术崇尚、艺
术感觉与追求。对他而言，创作
高峰似乎永远是下一个。

当生活被碎片化解构着，被
庸常的俗事裹挟着，读读《红楼
梦》，听听《枉凝眉》，重拾往昔，你
会发现，我们同为“红楼梦中人”。

记者：您为《红楼梦》创作的音乐作品
超越时代，现在网络上也经常有人感叹，
像您创作的这样有生命力的音乐作品似
乎变少了。您当时是怎样创作出这些作
品的？能否谈一下最难忘的创作感受？

王立平：为《红楼梦》作曲，哪怕是天
才，也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经过长期
打磨。像我这样才华中等偏上一点的
人，更得要付出加倍努力才能写好。《红
楼梦》里所有人物形象、服饰家具、诗词
歌赋都在曹雪芹笔下描述得很清楚，唯
独没有提到音乐。要作曲就需要“无中
生有”创造一种全新的、能够反映《红楼
梦》史诗性宏大叙事、表现曹雪芹对社会
文化独特思考的音乐语汇。可以说，给

《红楼梦》作曲是我一生花的力气最多、
费的功夫最多、动感情最多、写得最苦最
累的一次。创作的四年半，我一天好日
子都没过过，但是也是写得最过瘾的一
次。《红楼梦》的谱子写好记下来后，就再
也没改过一个音。

记者：在《红楼梦》组曲中，《葬花吟》
尤其流传广泛、深入人心。当时创作这
首曲子是怎样的情况？

王立平：在《红楼梦》组曲创作中，
《葬花吟》是费时最多的，一共花了21个
月才做好，可以说是流着汗、流着血、流
着泪写出来的。我把《葬花吟》的歌词摆
在桌上，反复读了一年多，有一天突然发
现，“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这哪是低头
葬花啊？这分明是林黛玉这个弱女子在
昂首向天讨公平。因为那一刻我想起屈
原在《离骚》中的“天问”，于是我把编剧
和专家请到家里，现场给他们演奏，请教
他们能不能将《葬花吟》的高峰部分写成

“天问”的形式，大家觉得很好。
记者：在互联网上，只要跟《红楼梦》

相关的话题总会迅速成为热搜。您觉
得，现代技术手段会不会让《红楼梦》的
传播更为广泛？

王立平：我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
《红楼梦》的生命力还会不断延展，它似
乎能自己“寻找”，并通过一切可能的方
式来表达自己。只要有了渠道，它都会
沿着渠道去延伸，去发展，跟老百姓更密
切地贴合。

记者：现在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很受
重视。《红楼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
百科全书，您觉得在当代，它在传统文化
传承方面所能起到的独特作用是什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吴德玉荀超 周彬

王立平：
汲取古典底蕴
运用现代语言

民族音乐如何走向世界？

位于北京香山脚下国家植物园内的
曹雪芹纪念馆。 北京曹雪芹学会供图

王立平为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大
道——人文大家融媒报道”采访团签名留
念。 吴德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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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这三个字似乎自带“热搜”体
质：不管是改编成电视剧成功吸引粉丝数
十年念念不忘，互联网时代成为高考作文
大题目引发刷屏，还是出版市场、视频平台
上名目繁多但一直不缺人气的各类名家讲
解红楼梦。《红楼梦》从诞生至今，从未淡出
过中国人的视野。

如今，距离87版电视剧《红楼梦》首次
开播轰动全国已过去37年，但只要有《枉凝
眉》《葬花吟》《红豆曲》这些优美低缓、哀婉
动人的经典旋律响起，总会瞬间戳中听众
的心窝，带人恍如置身红楼的“元宇宙”
里。一首首旋律优美、委婉动人、风格各异
而又主题鲜明的插曲，已沉淀为超越时代
的传世经典。

2024年元旦节前夕，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大道——人文大家融媒报道”采访团
来到位于北京西郊香山脚下国家植物园内
的曹雪芹纪念馆、曹雪芹文化中心，在北京
曹雪芹学会秘书长、《曹雪芹研究》副主编
位灵芝的引荐下，专访了87版电视剧《红楼
梦》作曲王立平先生。谈红楼，说经典，年
逾八旬的王老面色红润、腰板挺直，中气十
足。“《红楼梦》是说不完道不尽的，作为一
个艺术家，跟《红楼梦》结缘是没有结束的，
我愿意与它终身相伴，一生一世贴近《红楼
梦》，表达我们对《红楼梦》的憧憬和热爱。”
他说。

从小立志
当音乐家

救火写出《太阳岛上》

王立平是满族人，1941年8月生于吉林
省长春市。在擅长吹乐器的父亲影响下，
他幼年就表现出极高的音乐天赋。

1954年，中国少先队在全国选拔10名
代表到匈牙利参加国际夏令营，13岁的王
立平被选中。回国途中路过莫斯科，他和
其他小伙伴相约去听克林姆林宫夜里的钟
声。伴着钟声，每个人都说出了自己的愿
望，同伴们说想当教师、工程师，王立平的
心愿则是当音乐家。

回到北京不久，王立平参加中央音乐
学院少年班（后来的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选
拔，并选择作曲专业。理由是因作曲可以
自由发挥，把内心的想法和情绪通过音符
诠释出来，那种“无中生有”的感觉特别
好。就这样，王立平成为中央音乐学院这
一届少年班第24名成员，同学里有盛中国、
殷承宗等后来中国音乐界的重量级人物。

1960年，19岁的王立平考入中央音乐
学院作曲系。学校高手如云，他发现，在作
曲这门专业里要出作品、出成绩很难。他
开始深入琢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创作路
子。逐渐，他观察到，当时音乐界有一个现
象：音乐学院很少出现唱响全国的歌曲，受
到专业训练的作曲家作品大多曲高和寡。
而当时广为传唱的《歌唱二郎山》《我们走
在大路上》《众手浇开幸福花》等歌曲的作
者，并没有受过专业系统的音乐教育，却能
写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促使他逐
渐领悟到：作曲家应深入现实生活，好作品
要以表达跟老百姓共同的情感为基础，如
果脱离时代和群众，闭门造车是写不出好
作品的。于是，他下决心用自己的悟性和
对生活的理解为创作指路。

同为红楼梦中人

王立平，吉林省长春人，1941年出生，
国家一级作曲家，词作家。1954年进
入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1965年毕业
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现任中央文
史研究馆馆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
终身名誉主席、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
席。主要作品包括：纪录片音乐《潜海
姑娘》等；电影故事片音乐《少林寺》
等；电视连续剧音乐《红楼梦》等。尤
其是《太阳岛上》《少林，少林》《牧羊
曲》《大海啊故乡》《驼铃》《枉凝眉》等
作品广为人知，深受大众喜爱。

2024年元旦节前夕，在北京曹雪芹
学会的办公室，面对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大道——人文大家融媒报道”采访团
的采访，国家一级作曲家、87版电视剧
《红楼梦》作曲王立平坦言，他非常喜欢
北京香山，“这个地方很特殊。因为这可
是曹雪芹生活过的地方，想到此我都觉
得激动。走在路上，我似乎能呼吸到曹
公曾经呼吸过的空气，感觉离他更近了，
有一种跨越时空的共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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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平：作为一个文化从业者，始终
要抓住传统文化的经典精髓，与广大群
众沟通，通过为大家服务，提高整个民族
的文化素质。对于《红楼梦》的学习和认
知，会随着社会发展、生活进步不断提出
新的标准和要求。我的体会是，《红楼
梦》是极有凝聚力的。通过《红楼梦》这
个题材，团结了一帮有志于研究传统文
化的人，有了一个共同的追求。像87版
电视剧《红楼梦》，包括导演、演员、作曲，
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品。大家都念
念不忘。这就跟《红楼梦》自身魅力分不
开。我们当时每一个人都非常珍惜自己
有机会深入接触到它，而且觉得我们有
责任把这部作品经过我们的努力，让更
多的人了解、热爱它。

记者：四川与87版电视剧《红楼梦》
有深厚的情缘。除了多位主演是四川人
之外，新都桂湖、崇州罨画池、都江堰、青
城山、眉山三苏祠等都曾入镜《红楼梦》，
您也曾在成都开过专场音乐会，能谈一
下您对成都的印象吗？

王立平：我觉得成都观众是有《红楼
梦》情结的，是最棒的。四川人很豪爽。
我没想到，豪爽的四川人遇到《红楼梦》，
会表现出那种细腻。在《葬花吟》到高潮
时，之前都没有掌声，只有到最后一丝声
音消停了一会儿，才有雷鸣般的掌声，极
具水准。这样的表现让我觉得和他们息
息相通。最感动的是，现场三分之二的
观众都在流泪，这是我一生难忘的，成都
观众是我真正的知音。

记者：让民族音乐走向世界，王老师
您做得非常好。您的作品中既有传统的
魅力，又有现代的传播度和接受度，这其
中有什么秘诀吗？

王立平：既要有古典的韵味、古典的
深厚，还要有今天人们的语言感受。如果
完全是古典的，就会与今天的时代有距
离，从而影响人们的接受。但如果太现代
了，没有古典因素，作品则会缺乏厚实，缺
乏重量。所以我觉得就是两个方面——
既要汲取传统精髓，又要运用现代语言，
以人们能接受的方式让普通大众喜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张杰 吴德玉荀超周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