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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琴，两根弦，世人绝唱传千年。
对于民乐人张强而言，二胡有这样的魅力，让他沉醉其中四十载。
1月5日19:30，张强筹备3年之久的大型二胡独奏音乐会拉开帷幕。

近两个小时的音乐会，他用手中二胡将听众带入了民乐音乐的殿堂。
“这次音乐会是对我40年艺术成果的一个‘总结’。”张强说，拉了大半辈子

二胡，能在演奏黄金期举办一场个人独奏音乐会，算是为自己的音乐生涯添上
了一个完美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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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三年 《巴渠叙事》礼赞新时代
——张强二胡独奏音乐会圆满落幕

结缘二胡
4岁开始学民乐

20世纪 70年代末，农民大都还过着“地
里刨食”的艰苦日子，音乐对于张强而言十
分遥远。

转机发生在他 4 岁那年。“我的姑父是
重庆来的知青，他就是拉二胡的，家里人就
让我跟他学习。”张强回忆说，当年大批知青
下乡建设农村，不少人留在了当地，姑父也
在达州成家立业，自己方才有机会通过过他接
触二胡，学习民乐。“那时候小，对二胡谈不
上喜爱，都是家里人逼着学。”张强的父母有
一种执念，认为只有学精一门手艺才能“饿
不死”。

在姑父的精心指导和父母的监督下，张
强的二胡技艺渐渐娴熟。1993 年 12 月，张
强被特招进入武警四川总队政治部文工团，
从事二胡演奏。在这里他得到了系统性的
专业学习，二胡演奏水平直线上升，“以前学
习的二胡知识很零散，我对二胡也没有太多
感情。进入部队后，我对二胡有了深入了
解，渐渐爱上了这门乐器，开始主动钻研
了。”

1996年，张强从部队退役，辗转来到达
川地区歌舞剧团（现达州市文化艺术中心），
此后结识了不少省市级音乐大家，并与之交
流学习，二胡演奏越发得心应手。

硕果累累
从爱好者变为传承者

在达州市文化艺术中心工作期间，张强
对待工作积极热情，是单位的业务骨干。除
了完成单位各项业务工作外，还参加达州市
举办的大型文艺演出及公益活动的宣传演
出，不断锤炼自己的二胡演奏技艺，获得了
业界同仁的认可和好评。2019年5月，在“好
一新”达城之春音乐会上，张强自创的二胡独

奏曲《巴渠叙事》获“器乐类铜奖”；2015年12
月，大型方言话剧《村官杨帮武》获四川省首
届艺术节四川文华奖剧目类“优秀剧目奖”，
张强担任剧中音乐《杨帮武内心独白戏》二胡
独奏演奏录制；2012年，大型儿童剧《温暖阳
光》获四川省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工程”奖，张强担任剧中音乐《一个人，一个
家》二胡独奏演奏录制；2009年 9月，张强参
加第三届达州市艺术节，其参与主奏的民乐
小合奏《春江花月夜》获声乐器乐类“表演奖
金奖”。

此外，张强还将自己多年的演奏经验总结
成论文。2022年，张强撰写的《二胡器乐演奏
表现力的提升策略探究》一文在学术性期刊《速
读》上发表，并获首届全国教育科研优秀论文

“一等奖”。
“在二胡演奏道路上走得越远，我就越

觉得自己肩负的民乐传承责任重大。”张强
说，二胡是传统民乐的代表性乐器之一，然
而达州的民乐传承出现断代现象，学习二胡
的人也更少了。作为达州市文化艺术中心
乐队的队长，张强时常指导年轻一代民乐学
习者的演奏技巧，带领年轻人积极参加民乐
演出，努力培养下一代民乐人。“希望通过我
们的努力，让更多年轻人学习民乐、学习二
胡，把这门传统艺术传承下去。”张强如此憧
憬着。

民乐独奏
展示四十年艺术成果

5日19:30，达州钢琴博物馆音乐厅座无
虚席。观众目视舞台，共同等待一场主题为

《礼赞新时代·琴音润巴渠》的视听盛宴。
一声悠长的二胡旋律响起，大厅逐渐安

静下来。只听曲声初时缓慢、沉闷，继而节
奏转快，明快的旋律让人的心情也变得明
朗。随着旋律变换，演奏者手型指法也在不
断变化，一人两弦却拉出了恢弘气势。一曲

毕，台下掌声雷鸣。
这首开场曲名叫《巴渠叙事》，是张强的

代表作品。“这是我自创的二胡叙事曲，灵感
来源于达州本土民歌《尖尖山》。”2015年，张
强前往万源市采风，偶然间听到村民传唱民
歌《尖尖山》，便来了灵感，夜晚伏案创作。
经过多次演奏、修改，2017年，一首表现改革
开放前后劳动人民生活、劳作及精神面貌变
化的叙事曲诞生了。“我喜欢用起伏的曲调
表达情绪，因此在《巴渠叙事》一曲中，改革
开放前人们生活苦闷辛酸，曲子节奏就低沉
缓慢；改革开放后，人们生活好起来了，节奏
也更明快了。”张强说，自己以《巴渠叙事》为
开场，正是想以本土民乐礼赞新时代，歌唱
新中国。

音乐会上，张强准备了不少精彩曲目。
《爱在深秋》《北京有个金太阳》《二泉映月》
《江河水》等十余首曲目被分为四个篇章进行
演奏，除了个人独奏，张强还邀请了好友、学
生助阵。整场音乐会，二胡独奏中穿插了独
唱、诗朗诵、大合奏等不同形式的表演，创意
组合形式让传统民乐焕发出新的生机。

最后一首民乐大合奏《北京喜讯传边
寨》结束，张强心中长舒了一口气。“这十几
首曲目是我40年的艺术生涯的浓缩，我就怕
出错了，全程精神紧绷。”张强说，这场二胡
独奏音乐会他准备了三年，虽然中途有过

“流产”，但他一直在坚持筹备，不仅是想展
示从艺四十年的音乐成果，更想通过个人音
乐会推动民族音乐传承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