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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中奋进的共和国歌声中奋进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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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冠宇张冠宇

如果说，哪种文艺现象更能及时准确折射

出共和国所走过的不平凡历程？恐怕没有什么

能与歌曲相比——既能真实反映社会变迁，又

能紧扣时代脉搏。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中宣部近期组织专家遴选的100首优

秀歌曲，汇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恒久流淌在人

们心底的歌声，仿佛一条深情涌动的历史长河，

荡激出万千气象的时代画卷。

建设新中国的时代号角

回顾历史，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是中

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开创的惊天伟业。而唱

响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歌曲是号角、是战鼓，是

保卫新中国、建设新中国、发展生产力、凝聚全

国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

这一历史时期的音乐体裁中，进行曲是传

播最广、影响最深、最能激发全国人民爱国热情

的演唱形式。其中，最能体现中国人民精神风貌

和战斗意志的莫过于《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中

华民族在面对国家危亡迸发出的冲天呐喊和自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坚强意志的革命历史歌曲，

一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

过并定立为代《国歌》，便振聋发聩地时刻警醒

着全体中华儿女。

新中国第一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代表作当

属《歌唱祖国》，这首全面颂赞年轻社会主义祖

国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和仪式感很强的合唱歌

曲，歌词凝练、旋律沉稳，采用对比强烈的三段

体音乐结构，热情讴歌了中国人民热爱祖国的

强烈自豪感。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人民正在忘我地建

设美好家园，战火突然在中朝边境上蔓延。立

时，“雄赳赳，气昂昂”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一样，成为激发爱国

热情、壮我军威、动员全国人民投入抗美援朝的

战斗檄文与慷慨壮歌。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电影

事业的快速发展，也产生了一批歌颂党、歌颂祖

国、歌颂英雄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的电影

歌曲。如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英

雄儿女》的插曲《英雄赞歌》，《祖国的花朵》的插

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铁道游击队》的插曲《弹

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插

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英雄小八路》的插曲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此外，《祖国颂》这首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于1957年拍摄的文

献纪录片中的混声合唱，随着1958年的首次献

映，便在全国广泛流传；《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原是196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儿童故事

片《英雄小八路》的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

班人》，因其鲜明的主题和蓬勃的旋律，刻画出

中国少先队员满怀理想、坚定豪迈的形象。

1963年，体现中国人民战胜重重困难，在

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定前行的合唱歌曲《我们走

在大路上》应运而生。这首单二部曲式结构的大

调歌曲不仅歌词凝练，曲调昂扬，而且主歌部分

气势宽广，副歌部分节奏铿锵，是中国人民奋斗

精神的心理写照与形象素描，继而成为20世纪

6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划时代之作。《我为祖国

献石油》则是在全国人民开展“工业学大庆”热

潮中诞生的优秀男声独唱歌曲。与《我们走在大

路上》提振民族精神的作用异曲同工，这首颂赞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的歌曲，尽抒石油工人

革命乐观主义的豪迈气概和英雄主义情怀。尽

管从战争废墟上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腹没饱，足

未稳”，还要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和物质生活极

为匮乏的艰难局面，但是人们只要唱起这首充

满内在张力的歌曲，一种由衷的民族自豪感就

会油然而生、激情满怀。

总体说来，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歌曲创作的

鲜明特点是：题材集中、主题突出、情感激越、节

奏齐整，抒发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

当然，这些铿锵有力地唱响在各种重大活

动、公众场合的歌曲还不能完全满足人们日益

增长的丰富情感需求，一些借助电影钩沉历史、

反映现实和歌唱幸福美好新生活的抒情歌曲作

为进行曲的补充，也相继走进人们的文化生活

领域。《洪湖水，浪打浪》《珊瑚颂》《红梅赞》《让

我们荡起双桨》，以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唱支山歌给党听》《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我们的田野》《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等，成

为那个朴素年代人们对祖国、对未来的纯真渴

望与美好向往。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和为事而作”，与充

满胜利与喜悦、战斗与建设的年代相适应，大批

歌唱党、歌唱祖国、颂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

神的歌曲，勾勒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人民

音乐生活的总体轮廓：在激扬的《国歌》声中，各

族人民和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节

拍，忘情地《歌唱祖国》；在《保卫黄河》《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人民海

军向前进》《我爱祖国的蓝天》雄壮旋律的激励

下，伴随着《英雄赞歌》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

人》的豪迈节奏，人们穿过《我们的田野》，《情深

谊长》地热情讴歌《我的祖国》《祖国颂》；以《我

们走在大路上》《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大无畏精

神，携手并肩、万众一心地建设新中国。这些歌

曲是延安精神的传承与继续，也是讴歌新时代

的强大推动力量，并成为鼓舞全国人民建设新

中国的时代号角与攻坚克难的激越战鼓。

“文革”期间，由于受极左思潮影响，出现了

极端政治化、概念化及语录歌一类的歌曲。面对

严峻形势，一些负有政治责任感又颇具艺术才

华的艺术家们在政治运动与艺术个性、概念僵

化与“百花齐放”的有限选择之间，表现出可贵

的探索精神，艰难地奉献出一批脍炙人口的精

品之作。譬如，《万泉河水清又清》《打起手鼓唱

起歌》和《北京颂歌》等格调清新、旋律优美、节

奏鲜明、特色浓郁的歌曲。此外，电影《闪闪的红

星》的主题歌《红星照我去战斗》也为极为匮乏

枯燥的文化生活注入了令人振奋的新鲜血液。

改革年代的蓬勃面貌

上世纪70年代后期，是中国当代史起承转

合的重要年代，是历经风雨终见彩虹的转折年

代，也是百端待举、激情燃烧的复兴年代。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全国人民

欢欣鼓舞，我国的歌曲创作重获生机。《祝酒

歌》这一为庆祝打倒“四人帮”而创作的新时期

发轫之作，既有新疆、西藏的民歌音调，又有江

南民歌风味；既有抒情歌曲、舞蹈音乐的风格，

又兼具进行曲的特点；尤其贯穿整曲模仿锣鼓

秧歌的喜庆节奏，活画出亿万民众获得二次解

放的欢跃心情。

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展开，八九十

年代中国歌曲的百花园呈现出姹紫嫣红的繁荣

景象，一大批歌颂祖国、歌颂党、歌颂人民美好

新生活的作品相继问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准确刻画出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与心理律

动，成为上世纪80年代年轻人蓬勃风貌的形象

写照；《我爱你，中国》《我和我的祖国》《今天是

你的生日》歌词生动，旋律优美、情感真挚，唱出

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对祖国的深深爱恋及祝愿祖

国美好富强的共同心声。《长江之歌》《我爱你，

塞北的雪》《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多情的土地》

《在中国大地上》《青藏高原》等以鲜明的风格、

浓郁的特色、深情的咏唱，从不同角度讴歌哺育

中华儿女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大好河山及各

族人民的幸福美好生活。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创作环境的进

一步优化，词曲作家们的创作手法也日趋丰富

多元、出奇创新：《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用优美

华丽的四三拍节奏加电子音乐的渲染烘托，大

胆表现出人们对生活和爱情的幸福畅想；《边疆

的泉水清又纯》用清新的旋律和清丽的节拍，不

经意间撩起人们潜伏在心底的甜蜜与喜悦。

在那个八面来风兼收并蓄的年代，渐次荟

聚出“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局面。一时间，《党啊，

亲爱的妈妈》《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

《我们是黄河泰山》《父老乡亲》唱遍大江南北；

《十五的月亮》《军港之夜》《鼓浪屿之波》《那就

是我》响彻长城内外。《在希望的田野上》是这一

时期众多歌曲中尤具民族特色的时代音乐坐

标。歌曲作者将我国南、北方民歌的风格融合在

一起，创造出朴实生动的音乐主题，真实描绘出

中国农村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出现的兴旺景象，

形象刻画出改革年代人们的蓬勃面貌和对未来

的美好憧憬。

80年代的歌曲能形成百花繁盛的局面，与

港台歌曲的不断输入也有一定关系。先是随香

港电视剧而来的《万里长城永不倒》不胫而走，

然后在1984年央视春晚亮相的《我的中国心》

风靡华夏，继而由生长在中国台湾的美籍华人

费翔演唱的《故乡的云》广泛流传，直至1997年

香港回归，《东方之珠》成为华夏儿女的热衷咏

叹。这些从港台传入而走红大陆的歌曲与内地

同类题材呼应汇成一体，完整表达了当时的社

会心态。

那时，歌坛还有两大盛事蔚为壮观：一个是

数以亿计的盒带源源不断流入寻常百姓家；一

个是中央电视台适时推出令万众瞩目的春节联

欢晚会。这分别代表民间与官方色彩的两股洪

流一经交汇，立即形成泱泱大国十几亿人颇具

时代特征的集体回忆，成为一个民族精神需求

的形象反射和引领时代的文化风向标。

90年代，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

型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年代，也是国门更加开放、

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的年代，流行其时的歌曲

仿佛一部记录社会发展变迁的编年史，反映时

代主旋律的搜索引擎：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

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当人们听到这亲切流

畅的旋律，自然联想起那些发生在改革攻坚年

代里《春天的故事》；尔后，当《走进新时代》鸣响

在耳畔之时，人们感受到的是英雄的中国人民

要把祖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坚强信

念。

应当说，祖国强、民族兴、生活好、家乡美、

人民情，是这个年代的主旋律：如《在中国大地

上》《长城长》《爱我中华》《祝福祖国》《红旗飘

飘》《五星红旗》《好日子》《为了谁》等歌曲，既为

百姓喜闻乐见，也被人们自觉传唱。与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截然不同的是：90年代歌坛的主旋律

是与反映多元化生活的歌曲相携相生、各领风

骚、共同繁荣。

民族自豪感的深切表达

跨进新世纪，跃入新千年，中国的复兴与崛

起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不争事实。一个崭新、和

谐、富强的中国正在世界东方的地平线上和平

崛起。进入21世纪，人们日益高涨的物质和精

神文化需求，越来越能得到充分的满足。在国

内，即便最偏僻的乡村，也可能亲耳聆听“心连

心”艺术团的演唱；而“同一首歌”“欢乐中国行”

“中华情”“星光大道”等知名电视文艺栏目也常

令中国的听众沉醉其中。

2000年，一首四三拍、节奏轻快的《举杯吧

朋友》，首先以热情奔放的旋律敲开了新千年的

大门：“举杯吧朋友，在这千载难逢的时候，先为

祖国祝寿，再送世纪远走”，显然，歌者是与朋友

们齐声共祝祖国母亲在新世纪将要迎来的繁盛

与好运；2004年，《江山》一经面世，便立刻触动

老百姓的心弦：“打天下，坐江山，一心为了老百

姓的苦辣酸甜”；“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海，老

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这些平实质朴的歌

词伴合着同样优美质朴的音调在当年的央视春

晚和其后众多重要场合反复出现后，自然流淌

并浸入在亿万老百姓的心田。

创作于2001年、经2005年央视春晚唱红

全国的《天路》，以浓郁鲜明的民族特色、清新流

畅的旋律、荡气回肠的演唱，引吭高歌“一条条

巨龙翻山越岭，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的世纪壮

举——青藏铁路工程，不仅真实再现了藏族儿

女的由衷喜悦，也深切表达出全体中华儿女的

民族自豪感。

在不平凡的2008年，《祖国不会忘记》是志

愿者甘于奉献的深情告白；而在北京奥运会开

幕式上唱响的《我和你》，则完美体现出当代中

国的和谐氛围与人文气质，展示了华夏儿女热

拥世界的博大胸怀。

今日中国的大胸怀与大格局

歌曲是时代的产物，时代是歌曲的摇篮；更

加伟大的时代呼唤更加优秀的作品，更加优秀

的作品讴歌更加伟大的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当时光的隧道

穿越至新千年第二个10年之际，中国的歌曲创

作再次呈现出繁花似锦、争奇斗艳的局面。

《不忘初心》是选自电视专题片《永远的长

征》中的优秀代表作，这首气势宏大的歌曲借助

满怀真情、荡气回肠的演唱，道出党和人民的关

系犹如“树高千尺，根深在沃土”的真谛，宣示了

我们党“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的初衷，更加坚

定了“无惧风雨，迎来新日出”的道路自信。

如果说《不忘初心》揭示的是我们从哪里

来，那么，《我们从古田再出发》《乘风破浪再出

发》《走在小康路上》和《美丽中国走起来》，则以

高度凝练和艺术化的词曲回答了我们要到哪里

去的历史命题，同时展示出今日中国“风景这边

独好”和今日中国的大胸怀与大格局。

《千年之约》是一首颂赞“一带一路”并充满

异域风情的独唱歌曲，情意满怀地讴歌在浩瀚

大漠、宽广大海、丝绸商旅的映衬下，“从阳关到

沧海的千年之约”。当清越悠远、颇具异域风的

旋律将丝绸之路的艰辛与辉煌融为一体的时

候，的确使人振奋、令人遐想，情不自禁激起作

为东方大国国民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

2014年央视春晚首次推出的内敛沉实、庄

重恢弘的合唱歌曲《天耀中华》，以深沉凝重的

祈愿与内在张力，道出歌者对祖国、对民族未来

最深沉的表达：“天耀中华，风雨压不垮，苦难中

开花”“愿你平安昌盛生生不息啊”令所有的歌

者和听者无不为之动容，也是近年来将个人情

感自然融入家国情怀一个难得的成功范例。

这一时期歌曲创作比较突出的特点是丰

富、多元，既有民族和地域特色鲜明且非常好听

的歌曲如：《站在草原望北京》《看山看水看中

国》《新的天地》《我们都是追梦人》，也有反映新

时代强军目标的《强军战歌》；既有展现坚定信

念、勇往直前的歌曲如《信仰》，也有唤起人们对

家乡思念之情的歌曲如《乡愁》。

当然，纵观新时代诞生的声乐作品，或许由

于经过历史积淀的时间还较短、总体质量有待

于进一步提高，加之还有群众不够熟悉及宣传

力度等原因，相信笔者尚未提及的某些作品在

更大范围还会受到更多关注和更多受众的喜

爱。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共和国在大踏步

走向未来的进程中，还会有更多无愧历史的时

代歌曲将诞生、在鸣响。

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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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评剧院日前上演的评剧2019版《藏地

彩虹》以北京安贞医院顾虹医生为创作原型，以

两代援藏人的故事为历史轴线，围绕汉藏一家

亲的情感线索与主旨蕴涵，在创作实践层面，为

当下戏曲现代戏的创新表达，以及国家院团剧

目建设层面的整体格局与视野，提供了有益的

参照。

注重人物与事件的不可分割

“山有多高，就有多高的经幡；水有多深，就

有多深的蓝天。当彩虹初现，那是你用生命铸就

的诺言。”千百年来，悠长回转的藏族歌曲和猎

猎飘扬的经幡，寄托着藏民随风升腾的美好憧

憬和向往。《藏地彩虹》正是在这样一种音乐与

舞台气氛中展开了叙事的书写。

女主人公方丹医生的首次亮相，出现在藏民

们面对病疾求医还是求神的争执中。她与患先心

病的藏族女孩达瓦构建起该剧第一组核心戏剧

冲突的人物关系。与达瓦同病相怜的孕妇梅朵，

拒绝了方医生终止妊娠的医学建议，宁可舍弃生

命也要保全孩子，她的选择背后隐藏着的希冀和

深情，构成了该剧第二个核心戏剧冲突。在两对

戏剧冲突背后，是饱含历史记忆的三条情感线

索：达瓦奶奶德吉与方丹父亲50多年前因为十八

军援藏修路而结成了生死友情；50年后，怀揣着

父辈一腔热血和对藏族人民深厚情感的方丹，义

无反顾地奔赴藏地实施医疗援助，献出医者的仁

心大爱；还有梅朵与第二代援藏修建铁路的汉人

青年之间坚贞不渝的夫妻情感。三条情感线索都

饱含着对生命无价的礼赞。两个戏剧性冲突和三

条情感线索，将跨越50多年的援藏历史巧妙融入

了人物前史的设置之中。由人物引出事件，以事

件造就人物。如何面对生命与死亡，在科学与信

仰之间，在命运与信任之间，人物与事件构成了

紧密相连的存在关系。

《藏地彩虹》的戏剧性冲突围绕的是信仰、

命运与科学、信任之间的关系。而化解矛盾的方

式则是用信任开启心扉，以情感架通心灵。尤其

是在当下医患关系亟待调整的社会情境下，这

种蕴含情感和爱的信任的戏剧性建构，所体现

出的恰恰是对主流价值观的弘扬。这样一种既

蕴含着浓郁地域色彩，又充满着历史情感记忆

的叙事方式，显然在整体构架层面，有别于传统

戏曲将“戏”聚焦于“角儿”的演述模式，体现出戏

曲现代戏在叙事表达层面，更加注重人物与事

件的不可分割，更加强调戏剧整体性魅力的一

种观念变化。

传统与创新的艺术融合

对于传统与创新的问题，张庚先生曾经将

传统比拟为一条河，“河总是往前流的，在流的

过程中，有许多小河汇入这条河，而这条河仍是

一条河，不是两条，也就是传统必须不断向前，

在流的中间不断增加进新的东西。”纵观《藏地

彩虹》的舞台呈现，不难发现，一些在现代戏中

常常被搁置的，甚至被认为是难以适应现代戏

舞台表达的传统艺术手段，诸如程式化的动作

形态等，都得到了有效地继承和发扬。剧中传统

戏曲的马鞭道具以及骑马的程式性动作，与扮

演“风魔雪怪”的群舞者之间相映成辉；舞台虚

拟的时空调度和写实的藏族民俗表达，虚实相

间，在传统戏曲精髓的继承与民族元素的融合

之间，获得了有效平衡。

在形式手段层面，《藏地彩虹》针对题材的

地域性特征，将评剧与藏戏两个剧种元素有针

对性的进行融合与交织。评剧基因里的慷慨激

越与烟火气息，藏戏特有的空灵深邃与神秘久

远，在同一个舞台上形成强烈的反衬，其中“说

雄”、锅庄舞等作为藏文化的符号语言，既给这

部作品带来了全新的艺术表达张力，同时又在

文化多样性的表达层面，强化了该剧极具地域

性与民族性的文化特点。

此外，戏曲音乐的创新是这部作品创新性

表达中最为耀眼的部分。随着戏曲现实题材剧

目创作的不断深入，传统戏曲音乐的表现形式

所能承载的塑造力和表现力受到了前所未有

的挑战，甚至传统剧种音乐的曲调、旋律与演

唱形式，成为束缚剧本和导演创作走向更加广

阔天地的枷锁。而在以音乐为重要表现手段的

戏曲艺术中，这已经成为一个凸显的问题。具

体到该剧，从剧目音乐的宏观构思上看，作曲

首先根据人物的民族特征，设计了评剧音

乐（即汉族音乐）和藏族音乐两大音乐主题，在

这个主题表达之上，又充分关注评剧不同流派

之间的唱腔特色，人物音乐形象塑造流派纷

呈、色彩斑斓。在演唱形式上，开场不久便出现

了方丹与德吉之间紧凑呼应的对唱，在扣人心

弦的节奏中完成了重要的剧情铺垫。“转湖”一

场充满藏族风格的三重唱，让观众对根植于藏

族人心中的信仰的力量印象深刻。最后在方丹

晕倒在手术室的场次中，父亲、加措、德吉、方

丹跨越时空的四重唱，以不同的人物关系层层

深入，刻画出主人公内心的坚定信念，从而将

戏剧情感推向高潮。在乐队编制和作曲手法

上，该剧采用了较为大型的中西混合编制，大

量使用西方音乐的和弦，营造出恢弘壮阔和气

势磅礴的音乐效果。同时加入藏戏特有的打击

乐器和鼓钹点子，在对西藏人文风俗的塑造

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评剧是中国北方广为流传的大剧种，中国

评剧院作为评剧惟一的一家国家级院团，历时5

年，多次修改，最终将2019版《藏地彩虹》呈现在

舞台上。由此，引发出我们的思考：国家级剧院

团在当下戏曲现实题材的表达，特别是现实题

材创作中，应当承担起怎样的社会责任与文化

担当？该剧中出现的民族情感、医患关系、宗教

与科学等问题，都是以往戏曲现代戏创作中鲜

有涉及的领域，该剧为这类问题的戏曲化表达、

人物形象塑造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而从观

演关系的视角来看，分析不同观众群体的欣赏

要求、因时因地为人民创作，才是不同戏曲剧团

生存与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戏曲现代转化的

又一个重要命题。

以情感架通心灵的以情感架通心灵的《《藏地彩虹藏地彩虹》》
□孔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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