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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春阳，一级作曲。1929年出生于

辽宁丹东，1948年入伍，创作有歌剧20

余部、歌曲近千首。其中，歌剧《刘四

姐》（合作）、《江姐》（合作）都属经典之

作，唱段《红梅赞》《绣红旗》等歌曲流传

至今。他创作的《我飞在祖国的天空》

（合作）《军营男子汉》等军歌，激情昂

扬，激励着一代代官兵。《幸福在哪里》

《听，国旗的飘扬声》（合作）等歌曲充满

时代气息，真切反映人民的心声情感，

成为一个时代的音乐标记。

记者：您19岁参加解放军第四野战

军440团宣传队，那段战地文艺生活对

您的音乐创作有什么影响？

姜春阳：那时候，我们宣传队经常在
路边架起鼓动棚，先烧好开水，等部队路过
时，就一边给他们送水，一边扭秧歌、演活
报戏、演奏乐器，搞鼓动宣传。宣传队所有
人都要参加战斗。有一次我们追击敌人
到了塘沽海边，敌人在海滩上埋了地雷，正
在登船逃跑。我蹚着地雷阵，就冲上去
了。后来领导说，宣传队除了活报戏、大秧
歌，还可以整点别的。我想起过地雷阵的
经历，由此创作了我参军后的第一首歌曲，
叫《追追追》，反映我们追击敌人的战斗生
活。这是首进行曲，可以一边行军一边唱，
一下子就在部队传开了。所以说，你必须
要有这个生活、有这个感受，才能把部队的
真实情况写出来，才能受战士认可。这首
歌，影响了我一辈子的创作。

记者：您创作的歌曲《祖国，我们日

夜保卫你》，流传很广，据说成为上世纪

50年代空政文工团演出的“代表作”。

姜春阳：我第一次在机场体验生活，
看到飞机起飞，就琢磨着要写一首空军
的歌。偶然一天，我在我们演员集体宿
舍的桌上看到一篇歌词，叫作《祖国，我
们日夜保卫你》，开头便是“我飞在祖国
的天空，像白鸽一样飞翔。我飞过金黄
的大地，沿着海边去巡航”。我一看到这
篇词，脑子里就有了旋律。我大胆地把
它写成了大合唱。那时空政文工团演出
时，第一个节目一般都安排大合唱，基本
上都唱这首歌。这首歌后来还被选为世
界青年联欢节推荐歌曲。

记者：1958年，您被调到刚成立的

空政歌剧团搞创作。创作的歌剧《刘四

姐》非常成功，背后有哪些故事？

姜春阳：歌剧团组建后，我创作了
《荒原春天》《牡丹江畔》（合作）等几部
歌剧，都不成功。这对我们创作组是很
大的打击，不久就听到一个风声：歌剧
团再不出东西，就该解散了。后来我反
思自己，有极大的创作热情，无写歌剧
的艺术功力。新歌剧发展到这个时候，
从剧本到音乐都要有戏剧性。创作性
不够，肯定会被淘汰。

记者：《刘四姐》是不是就在这种充

满压力的情况下诞生的？

姜春阳：对的，作为创作员，全团都指
望着我们，确实是有压力的。就在这关键
时候，阎肃拿给我《刘四姐》剧本。这个剧
本有情节、生动感人。但这时我们还有7
天就要下部队了。我和羊鸣非常默契，就
你写一部分，我写一部分，写好了合一
起。我们下部队前，把剧本留给歌剧团。
歌剧团当即决定排练，紧接着就到各地演
出。这部剧一经开演，就受到观众热烈欢
迎。第一天演，第二天就有地方剧团要过
来学。失败是成功之母啊，没有前面的失

败，就不会有我们的冷静反思，就不会有
《刘四姐》和之后的《江姐》了。

记者：说到《江姐》，上次我们访问羊

鸣老师，他对艰辛的创作过程非常感慨。

姜春阳：的确很不容易。第一稿我
们写得高高兴兴，我和羊鸣、阎肃拿来
汇报，领导、演员、导演、乐队指挥都来
了。阎肃念剧本，我唱。唱完了满以为
是通过，结果只有第二场有一段可以保
留，其他全“毙”了，我和羊鸣都哭了。

就在这时，周总理提到在艺术创作
上要“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一下给
我们点亮了方向。我们第二次写《江
姐》，四川音调由后加入的金砂写，他是
四川人，其他的我和羊鸣写。为了搞好
这个戏，我们俩把能走的戏曲单位，都
走了个遍。中国戏曲的表现手法太丰
富了，有慢板、快板、轻板、流水板等
等。我们将这个板腔体运用在了歌剧
中，比如江姐“看长江”一出场，未见人
先闻声，民族戏曲的魅力就在这儿了。

歌曲原来的主题曲不是《红梅赞》，
是“行程长江上，哪怕风和浪”。刘亚楼
司令员提出，主题曲应该围绕女主人公
江姐来升华主题。我们便又重新写了
主题曲。《江姐》的成功，有乐队、作者的
作用，但也不要忘记刘亚楼司令员、文
工团全团，包括炊事员、清洁员的功劳，
它是全员团结的产物。

记者：艰辛的创作换来艺术的成

功。《江姐》1964年在全国公演后，引起

巨大反响，一年间上演286场，成为民族

歌剧不朽的经典。您觉得《江姐》为什

么能经久不衰？魅力在哪里？

姜春阳：这部剧的创作、演出当然都
是非常优秀的，它充满艺术感染力。但
我认为它最大的魅力在于“江姐”这个形
象的伟大。她用生命为祖国奉献，她代

表着无数为国牺牲的烈士。那如何将江
姐的英雄形象塑造得形象鲜明、个性突
出？我们坚持到生活中去寻觅作品的生
命。下江南、入蜀道，看《红岩》小说，走
访江姐生前战友，搜集音乐素材……就
是为了对江姐精神面貌深入挖掘，就是
不想把人物搞得“表面化”“脸谱化”了。
江姐的形象是高大的，也是普通的。我
们想着重刻画江姐那“一片丹心向阳开”
的革命热情，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革命
精神，以及从容不迫、外柔内刚的个性特
点。当我们动笔为江姐写唱腔时，总觉
得有责任赋予她一些亲切、动听、优美的
音调，使人一听或唱起江姐的歌曲来，便
能引起共鸣。因此，在音乐造型上，我们
赋予了江姐抒情性的唱腔。

记者：1984年央视春节晚会上，歌

曲《幸福在哪里》由殷秀梅老师演唱，红

遍全国。您怎么想到创作这样一首歌

颂劳动者的歌的？

姜春阳：写了《江姐》以后，很多词作
者给我寄歌词。一天我收到了一首词，
是湖南邵阳歌剧团的戴富荣同志写的
《幸福在哪里》。那时候改革开放了，我
感到国家开始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
化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我也一直想写一
首歌颂劳动者的歌，可是怎么都出不来
旋律。就在这时，音乐家协会组织驻京
词曲作家到北京大学体验生活，为青年
写歌曲，我就去了。有一天，中韩两国男
子排球比赛，学生们在广场看电视。中
国队赢了，大家欢呼雀跃，学生们拿出脸
盆当锣敲，有的拿出小号吹起了国歌，还
有一个同学大喊一句“振兴中华”。我从
旧社会一路走来，过去外国人说我们是
“东亚病夫”，现在我们赢了。就在这瞬
间，我突然感到旋律有了。后来在全国
青年歌曲征歌投票中，这首歌以 64万票
获奖，还上了中学生的教科书。

记者：“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想

去打仗，只是因为时代的需要，我们才

扛起了枪……”这首《军营男子汉》充溢

着军人的自豪、自信、自强，现在依然能

引起广大官兵的共鸣。

姜春阳：这首歌诞生于驻大连的一
个飞行师。1987年，原空政文化部组织
全空军的词曲作者到那里体验生活。
部队正在搞得失教育，我们听到有些官
兵发牢骚：“现在社会上总叫我们‘傻大
兵’，我们保家卫国怎么就傻了？”这很
触动我们。有一天深夜 11点半了，阎肃
忽然来敲我房门，说：“我写了个歌，你
看看！”好家伙，《军营男子汉》！阎肃就
是紧贴当时的得失教育和官兵心理写
的这首歌，我看过歌词后，也挺激动，就
开始跟他研究歌词。后来决定他回去
再修改第二、三段的歌词，我根据他的
第一段词连夜谱曲。天亮了，他又来敲
门说：“改出来了。”我一看词写得非常
好，这首歌就成了。

第二天，我们就把他们师的文艺骨
干集合在一起。我说：同志们，我们写了
首歌叫《军营男子汉》，我唱给大家听听，
请你们提提意见。他们原本很严肃拘
谨，我一唱完，哗地一下就沸腾了，把我
团团围住。那一瞬间的场景，我现在还
记得，这对一个作者来说是莫大的鼓
励。后来，这首歌在《解放军报》《人民日
报》和《解放军歌曲》上发表了，很快在全
军唱响了。这首歌抒发的是部队官兵鲜
活的思想感情，所以受到官兵欢迎，当然
这也得益于我们长期积累的生活感受。

记者：您今年已经90岁了，为什么

还在坚持创作？

姜春阳：我是一名文艺老兵，用我
的旋律歌唱时代、弘扬优良传统是职责
所在。我始终有一种使命感，所以我的
笔停不下来，只要身体允许，我还要坚
持写下去。

记者：对年轻的音乐创作者，您能

给他们一些建议吗？

姜春阳：要为部队服务、为人民服务，
这是宗旨。在创作路上要做到“少多
少”。一个作者，刚开始写东西时，不知道
写什么，写得很少。只要能把这个“少”突
破了，就像闸门被打开，慢慢就“多”了。
这个时候就要警醒自己写得还是“少”。
这个“少”已不再是单纯数量的多少，而是
要“精”。你已经爬到一个山顶了，但抬头
看，上面还有山峰。这个山峰就是，你写
了多少东西，有没有代表作，有没有能够
代表时代、代表人们情感和声音的作品。

（整理：谭卓廷、易 之）

到生活中寻觅作品的生命
—访作曲家姜春阳

■本报记者 袁丽萍

初冬的丹东小城，依然能感受到

“小江南”的丝丝温暖。小城外的鸭绿

江畔，并排矗立着两座神似老虎耳朵的

山峰，人称虎耳山，亦叫虎山。虎山之

巅，江风萧萧、寒气袭人，一段修复的明

长城，将人带入到那硝烟弥漫的烽火岁

月中。

虎山历来都是兵家争斗之地。公

元1469年，为防御建州女真人的侵扰，

明朝组织民众在虎山上修建了长城墙

体、烽火台、护城河、拦马墙等军事设

施，构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防御体系。

康熙年间，清廷为保住其“龙兴之

地”，不仅颁布了法令严禁山海关以内

的人到关外来，关内的人也不许在满人

发祥地范围内耕种、狩猎，还专门下令

修筑标示禁区的绿色篱笆，并拆除了虎

山长城在内的大部分辽东长城。现在

看到的虎山长城，是当代人为了保护古

代先人创建的军事文化遗产，1992年

在明长城遗址上重建的。登虎山长城，

我们拾级而上，一路走走停停，重建的

长城尽管少了些战火烧灼的痕迹，但仍

能感受到曾经的风雨沧桑、嗅出当年的

战火硝烟。

置身其中，回望历史的天空，烽火

台上狼烟四起，虎山对面的女真人骑着

战马、带着剑戟的寒气向虎山袭来，虎

山上的守军倚仗长城庇护，居高临下万

箭齐发，打退了来犯之敌的一次又一次

袭击……厮杀的吼声渐渐远去，陈兵对

垒的历史依然在周期性轮回。不仅中

日战争的战火曾在这里点燃，新中国刚

成立不久的抗美援朝战争更是让人记

忆犹新。

站在虎山长城俯瞰山下，鸭绿江断

桥十分扎眼，尽管硝烟早已散尽，但敌

机轰炸大桥的场景仍历历在目——在

多批次高强度的轰炸中，大桥被拦腰炸

断，3座桥墩被炸塌，朝方一侧钢梁落

入水中。敌人尽管炸断了我军抗美援

朝的交通大动脉，但并没能阻挡我国军

民抗美援朝的决心意志。我们创造了

打不烂的运输线，源源不断地将战备物

资运往前线，将伤病员运到虎山内侧的

志愿军总医院紧急救治。当时的院区

是一栋栋红色砖瓦结构的平房。战争

打响之后，聚集在这里的军队医护人

员，每天都要在防空警报和炸弹爆炸声

中救治从战场转运下来的志愿军伤员。

历史的车轮滚滚而过，几度风雨、

几多磨难，几经战火、几番修建。如今，

站在虎山长城极目远望，江河如带，蜿

蜒天际，平原沃野，鸡犬相闻，巨龙翘

首，雄关如铁，让人豪气顿生。城下的

“一步跨”，是中朝水路边界距离最近的

地方。而远眺虎山，它好像一位仰卧的

睡美人，由西向东，身形婀娜，栩栩如

生。长城的军事战略作用虽然已为现

代国防科技所替代，但它丰富的文化内

涵和象征精神却可以超越千古，成为我

们民族奋进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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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说起过地雷阵牺牲的那些战友，90

岁的姜春阳忽然就落泪了。

他抬手擦擦泪，说：很久不提这些事

了，但一直在心里扎着。

在亲朋看来，姜春阳很刚强很乐观。

经历战火洗礼，两次抗癌成功，这位老兵犹

如一棵挺立的长青树。

今年夏天，他重病初愈，刚从医院出

来，就埋头创作《党啊，听我为你唱支歌》。

耄耋之年，满腔热忱，只为一首新曲献给党。

一聊创作，一说新歌，他眼睛都亮

了。坐在他对面的我，能真切感受到他

内心的那份热爱。

是啊，一个能如此敏感捕捉人们和

时代情感乐符的人，怎能不是感情充沛

饱满的人呢？

老兵至刚。老兵至柔。

老兵的刚与柔
■袁丽萍

1982年，作曲家姜春阳（前右三）、作曲家瞿希贤（前右二）到北京大学

体验生活。这是他们与学生们一起唱《大学生之歌》。 资料图片

2010年7月，作曲家姜春阳（左）与词作家阎肃同台演唱《军营男子

汉》。 资料图片

交响组歌《天职》成功首演
■庆 阳

拥抱新时代，青春献国防。10月中
旬，反映大学生参军报国题材的原创交
响组歌《天职》，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成
功首演。《天职》由湖南省文联牵头主
办，王晓岭、臧云飞等知名词曲作家参
与创作。组歌中的《天地英雄》《向祖国
敬礼》《又唱小白杨》《集合在新时代阳
光下》等歌曲，贴近当今大学校园生活、
贴近军营特点。主题歌《天职》被作为
湖南省大学生征兵形象歌曲之一，激发
学子报国热情。

革命圣地感悟光辉历程
■吴炜毅

近日，陆军步兵学院组织学员到井
冈山参观见学。年轻的军校学子瞻仰
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聆听先烈革命
故事，重走挑粮小道，感悟人民军队的
峥嵘岁月和光辉历程，从中获得努力奋
斗的力量。

“犁铧行”砥砺使命担当
■姜 凯

连日来，联勤保障部队某部盘活
红色文化资源，借助老辈军垦人开荒
使用的犁铧，围绕“坚守初心、扎根黑
土、赓续血脉、屯垦戍边”特色精神传

承组织“犁铧行”活动，受到官兵欢
迎。他们组织“犁铧行”主题文艺晚
会，开展文艺节目巡演；制作具有农垦
特色的模型，组建“犁铧宣讲队”，引导
官兵追忆军垦历史、感悟厚重传统、传
承军垦精神。他们还邀请老典型、老
职工来队讲述老一辈艰苦创业的故
事，进一步砥砺官兵的使命担当。

红色印记激发练兵热情
■许一帆

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近期开
展“谈家乡红色印记”活动，动员官兵
利用探亲休假契机，寻访搜集家乡红
色故事，归队后以“红色故事会”的形
式在单位宣讲。该活动充分发挥官兵
主体作用，引导官兵在寻、讲、悟红色

故事的过程中，赓续红色血脉、争当红
色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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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初，中部战区空军某场站举
行“传承基因守初心，赓续血脉献使命”
纪念建站 45周年主题歌咏比赛。比赛
现场，一曲曲军歌被唱响，或激情昂扬，
或悠扬绵长，官兵的掌声一浪高过一
浪。近年来，这座空军场站在文化建设
中汲取丰富元素，构建起一道道动人的
文化风景线。

1974年 6月，场站组建。第一代场
站官兵，用激情燃烧的青春，战天斗地，
挥洒汗水，3年时间在荒芜之地建成面
积 1.62平方公里的机场。45年砥砺奋
斗，一代代场站人艰苦创业、埋头苦干，
凝聚形成了“老实、扎实、踏实、务实”的
“四实”精神。

挖掘红色基因，续写精神“家谱”。
今年以来，他们派出多路人马，遍访场
站老前辈，追寻场站根脉源头。他们集
中力量，将场站英模事迹和光辉历史汇
编整理成册、请“老场站”回部队讲传
统、修建场站军史文化长廊、拍摄教育
专题片……在红色文化的熏陶下，场站
官兵干事创业的动力更足。“老实、扎
实、踏实、务实”，成为场站官兵的精神
底色。

该场站驻地偏远且小散远单位多，
他们注重结合任务实际，营造军事文化
氛围，连队品牌文化建设精彩纷呈。

进入导航连营区，“北有瑶光，护飞
远航”8个大字引人注目。战士们自己
打造的微型景观别致美丽。营门正上
方，五角星组成北斗七星的形状，代表
着导航连“北斗星”文化主题。南侧墙
壁主题漫画墙，展示官兵手绘的连队生
活，趣味盎然。

夜幕降临，场务连营区灯光璀璨。
官兵自发利用废弃助航灯外壳，制作
“初心”“使命”等彩灯。从营门外向里
望去，楼前道路就像一条小型机场跑
道。

国庆节期间，场站主题文艺晚会闪
亮开演。官兵自编自演，其乐融融。场
务连将养场、驱鸟等动作搬上舞台，编
排节目《新时代的场务兵》，演绎一曲场
务兵独有的奋进旋律；导航连创作小品
《我的导航梦》，展现原汁原味的场站生
活，引来阵阵欢笑……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该场
站驻守在中原大地，开展军营文化建
设有着身处文化沃土的“地利”。在丰
厚的文化滋养下，几十年来，场站培养
出一批“战士作家”“战地诗人”“战士
艺术家”。

场站驻地革命旧址众多，他们充分
利用这一优势，多次组织场站官兵到革
命旧址参观见学。官兵走在这片烈士
鲜血浸染的红色土地上，时时受到红色
文化和英雄文化的熏染。在中共中央
中原局扩大会议旧址，官兵重温毛主席
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彭
雪枫将军纪念馆，官兵感悟硝烟战史，
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在淮海战
役陈官庄烈士陵园，官兵缅怀先烈，举
起右拳庄严宣誓：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
牺牲一切……

与此同时，他们因地制宜，利用周
末假日组织官兵游览驻地古文化遗址，
感受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国庆节期
间，场站官兵与驻地相关部门联合举办
联欢晚会，军民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
国》，悠扬的旋律久久飘扬……

上图：该场站组织群众性文艺汇

演。 作者提供

文化沃土展新绿
■刘艺爽

基层文化景观

文化山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