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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岭，一级编剧，词作家，1949

年10月出生，1969年入伍。他创作有

千余首歌曲，以及歌剧《野火春风斗古

城》《沂蒙山》（合作）、舞剧《红楼梦》、大

型声乐套曲《西柏坡组歌》、第7届世界

军人运动会主题歌《和平的薪火》等作

品。曾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解

放军文艺奖、中国音协金钟奖等奖项。

他创作的《当兵的人》《当那一天来临》

《强军战歌》《我们从古田再出发》等歌

曲，在全军广为传唱。

记者：军旅歌曲是您的主要创作方

向，像《当兵的人》《当那一天来临》《强军

战歌》《我们从古田再出发》这些歌，在部

队官兵中广为传唱，能给我们讲讲背后

的故事吗？

王晓岭：刚才你提到的这 4首歌都
在阅兵时被解放军军乐团演奏过。《当
兵的人》是在 1999年国庆阅兵、《当那一
天来临》是在 2009年国庆阅兵、《强军战
歌》《我们从古田再出发》是在 2015年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70周年阅兵和庆祝建军 90周
年沙场阅兵。

歌曲《当兵的人》原名叫《一样不一
样》。1994年，我们正在编排大型歌舞
《七彩沙盘》，总导演苏时进提出要有一
首集中反映当代军人风貌的、有分量的
压轴主题歌。因为标准高、要得急，我
想起了之前不久创作的一首歌曲《一样
不一样》。苏时进看了后对歌词比较认
同，但对曲子的抒情性写法有异议，认
为应当有大气磅礴的战斗性的进行曲
风格，建议臧云飞在原曲基础上重新创
作。臧云飞在合成器上边弹边唱，几乎
是一挥而就，把导演组听得振奋不已。
并且，臧云飞把歌名改成了《当兵的
人》。事实证明，这一改动是点睛之笔，
为歌曲找到了灵魂所在。

这首歌把队列歌曲和抒情歌曲结
合起来，歌词以鼓舞士气、振奋军威为
主，应该说开拓了军旅歌曲创作的一种
风格。

记者：《当那一天来临》这首军歌，是

2005年军队“战斗精神队列歌曲”征集评

选活动中的最佳作品之一。这首歌是上

级给的创作任务，还是您自己想写的？

王晓岭：这首歌不是上级直接给的
任务。2002年我带着原北京军区战友歌
舞团创作组的同志们到部队采风，到了
原 27集团军的“猛虎连”。这个连队正
准备进行海训。海训之前，他们在俱乐
部里举行誓师大会，全连所有官兵都在
连旗上签字。我们也要求成为“猛虎连”
的荣誉士兵，我和作曲家王路明等人也
把名字签了，很受现场气氛的感染。当
时，为迎接全军汇演，我们正准备一台大
型晚会，需要创作一批符合当代精神的
军旅歌曲。同时，全军还在征集反映战
斗精神的队列歌曲。写歌的时候，我就
回想起当时在“猛虎连”誓师大会的场
景，歌词就是反映当时的场景，比如那句
“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

记者：《强军战歌》是新时代军营的

“流行歌”，官兵人人会唱，无论在演兵

场、驻地军营，还是在文艺演出、赛歌会

上，总能听到这首激昂提气的歌曲。这

首歌是如何创作的？

王晓岭：2013年 3月，上级宣传部门
找到我和作曲家印青，希望我们在最短
时间内写出一首教育引导广大官兵牢
记强军目标、坚定强军信念、献身强军
实践的歌曲，要在全军推广传唱。我们
接到这个任务，既感到压力，更感到光
荣。我和印青反复研究商量，觉得歌词
肯定要突出“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
优良”这 3句话。第二个考虑是，歌词要
短小精悍、富有号召性，曲调要铿锵有
力、朗朗上口，便于战士演唱。一周后，
歌词创作好了，主歌强调召唤，副歌强
调将士的誓言，最后形成 8句话。初稿
歌名是《强军之歌》，宣传部门的一位同
志建议把“之”字改为“战”字。这个改
得很好，一下子提了神。歌词创作完毕
后，我交给印青谱曲。印青的作曲特别
符合我对这首歌曲调的想象，非常简
练，音域就 6度。歌曲完成后，我和印青
先到北京卫戍区一个连队教战士们学
唱，再把歌曲拿给军队专业合唱团演
唱。随后歌曲在《解放军报》发表，也被
正式录成光盘下发到部队，很快在部队
掀起学唱热潮。

记者：大型情景声乐套曲《西柏坡

组歌——人间正道是沧桑》，自2014年

7月1日首演以来，在军内外引起了广

泛关注和好评，被称为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的生动教材和《长征组歌》

姊妹篇。这部作品为什么能够成功？

王晓岭：任何成功的创作都要有先
见之明，要有预判。军队文艺工作者一
定要有敏感性，要正确把握时代的大势、
了解人民群众真正的心声。创作反映西
柏坡革命历史音乐作品的想法，我们在
2012年夏天就有。正在酝酿的时候，党
的十八大召开了。习主席强调“党面临

的赶考远未结束”，这就使我们更加清醒
地认识到挖掘弘扬西柏坡精神的重大现
实意义。这部作品也是不断深入生活的
成果。在持续 3年的创作里，我们先后
20多次深入西柏坡和太行山区体验生
活，每次都有新的收获。这部作品凝聚
着大家的集体智慧。在修改过程中，词
曲作者互相提意见，经常讨论到深夜，也
会争论得面红耳赤。一句歌词，词作者
可以写出十几稿；一个段落，曲作者会谱
出四五首曲子，让大家选择哪个效果
好。这部剧我们创作了 1年时间，又边
排练边修改了 1年时间。第 3年参加全
军汇演拿了一等奖，回来继续改、再录
音。所以说，好的作品都是不断打磨出
来的，创作过程肯定是精益求精的过程。

记者：这部作品细节生动感人，发

报机、红线绳等都在唱段中重现。尤其

是《天下乡亲》这首歌，歌词里老区人民

生活的细节很打动人。这些细节是如

何提炼的？深入生活是如何具体影响

歌词创作的？

王晓岭：歌词中的很多细节，都是
当年生活的具体再现，我们只是如实写
来，就非常生动传神。比如《地图上的
红线绳》，是真实的故事。那时作战标
图没有红蓝铅笔，老乡们听说后送来了
红线绳，用缝衣针钉在地图上，变成了
红箭头，就是“针头线脑管大用，一草一
木皆神兵”。
《天下乡亲》这首歌，开始写了 5稿，

都不成功。记得那是我们第 6次去西柏
坡，听说山上有当年白求恩为八路军战
士做手术的医疗所，就驱车前往。下山
时走了另一条小路，路过一个小村庄。
没想到，这个小山村就是走出“平山团”
子弟兵的地方。“平山团”当年受聂荣臻

司令员嘉奖，被称为“太行山上铁的子弟
兵”。我们进村子一看，乡亲们的生活很
清苦，住的房子是那种非常破旧的老屋，
有的房顶上还长了茅草。他们看见我们
很高兴，说就像当年子弟兵回来一样，要
留我们吃饭，依然那么淳朴善良。我很
受触动，歌词也有了灵感：“风也牵挂你，
雨也惦记你，住过的小山村，我是否对得
起？你那百年的老屋，有没有挂新泥？
你吃过的粗茶饭，有没有碾成细米？”我
觉得应该把这些真实的东西写到歌里。
真实的情感，真实的思想，最能打动人。

记者：您觉得一首军歌需要有什么样

的特质，才能经久流传？对年轻的军旅歌

曲创作者来说，要做好哪些工作？

王晓岭：从音乐上讲，一首好的军歌
要实现艺术性与通俗性的统一。从歌词
内容上讲，它得是真实地反映战士心声，
不是从概念出发。再就是要跟上时代、
反映时代。军歌创作如何适应军队结构
力量的变化，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但无论怎么变，人的因素和情感温度在
歌曲中始终是第一位的，勇气和精神永
远是军歌的灵魂。我觉得，一首军歌的
真正唱响应该是在整个社会，真正好的
军旅歌曲是与社会有共鸣点的、走出军
营的。当然一首歌的流传是有很大的偶
然性的，这个要看契机。

创作的路有千万条，深入生活是第
一条。以前我们老一代艺术家到部队，
都是自己背着背包、带着粮票，和战士
们同吃、同住。只有真正把自己跟大家
融合在一起，基层官兵才可能把真实想
法告诉你，你才能创作出大家真正喜欢
的作品。战士们质朴的语言是最接地
气、更能打动人心的。所以，要想文艺
作品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下，创作者就
要耐得住、蹲得下、沉得稳，不能急功近
利。年轻的创作者应该多学习民族音
乐语言。中国是民歌的海洋，成功的歌
曲里一定是有民歌影子的。当年我们
拿着录音机去录民歌，现在你只要网上
搜索就可以听了。全国的民歌浩如烟
海，如果你能都听一遍，自然很多东西
就会了。

（李 建、卫 枫整理）

耐得住 蹲得下 沉得稳
—访词作家王晓岭

■本报记者 袁丽萍

1987年，王晓岭（左一）在边境作战前线与战士们座谈。 王晓岭提供

王晓岭近照。 王晨光摄

近日，中部战区空军某部携手驻地
“红色朗读者”团队，开展主题演诵活动，
让官兵聆听、感悟革命先辈的初心故事，
起到直抵人心、春风化雨的教育效果。
“我为国牺牲，死一百次也不推

辞……”朗诵《与妻书》，淋漓尽致展
现革命烈士林觉民对祖国深沉的爱，

情真意切，令人荡气回肠，感染着现
场官兵；“夜长天色怎难明，无奈披衣
起坐薄寒中……”朗读者哽咽动情地
朗诵《杨开慧家书》，让大家感受到杨
开慧的细腻坚强；“你走上天安门城
楼，是为了高呼人民万岁……”“红色
朗读者”们朗诵的《人民万岁》，掷地
有声、穿透心灵。

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有深度和力
度，也要有温度和质感。此次主题演诵
活动，将思想政治教育与朗诵艺术相结

合，形式生动，触动人心。《心中的英雄
我的爱人》生动刻画出月光下等待军人
丈夫归来的军嫂形象；《信念永恒》带领
官兵跨越时空，重温那段可歌可泣的革
命史，感悟“信仰如磐”的真谛；《肉搏》
向官兵诠释何为“敢打必胜”的胜战基
因……

几十年来，该部代代官兵在一个个
重大任务和一次次使命出征中，逐渐锤
炼形成“忠于使命、敢飞敢闯、严格严
谨”的宝贵精神。朗诵《昆仑雄鹰礼赞》
配合舞台大屏幕播放的视频，将官兵矢
志打赢、砥砺前行的风貌铺陈开来：昆
仑天险敢闯无畏，科研试飞舍生忘死，
国际舞台展示担当……
“雄鹰在起飞，飞向祖国需要的地

方……”活动结束前，官兵组建的“天路
乐队”带来原创军旅歌曲《昆仑雄鹰在
起飞》，旋律铿锵有力，让人心生豪情，
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

春风化雨抵心田
■孙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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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布莱希特曾说，思考是人类

最大的乐趣。

几十年来，王晓岭一直是个乐于

思考的人。在他身上，我充分感受到

思考这座桥的力量——它让我们得以

通向新知识。

采访中，他将这些年对军歌、对军

旅音乐、对军队文艺的思考，一股脑地

掏了出来。

《强军战歌》《当那一天来临》《天

下乡亲》……他说，歌词要写到战士心

里去，主旋律主题，也要讲求艺术水准。

尽管创作了众多经典歌曲，王晓

岭对此却并不满足。他的母亲，是写

出“一天不摸枪，手里就发痒。一枪没

瞄好，睡觉也不香”的著名词作家刘

薇。他说，对当代军人的深厚情感和

洞察入微，他远不及母亲。

如何让军歌唱得响、传得远、留得

住？仍然是他思考的重要命题。

新时代的军旅文艺道路上，需要

这样的思考者，期待未来涌现更多这

样的思考者。

思考者
■袁丽萍

“我们一路高歌，向前，向前！”
前不久，武警安徽总队基层文艺汇

演优秀节目展演在该总队队歌大合唱
中画上圆满句号。但晚会导演、该总队
新闻文化工作站干事翟伟，悬着的心并
未随着大幕而落下——这场由多数“白
纸一张”的战士们撑起的晚会，能否获
得观众认可？试行了半年多的“以演代
训，以训促演”培养模式，能否成功传承
基层文艺工作的薪火？

事实上，从晚会开始到结束，互联
网同步直播的评论区一直很热闹，各方
观众的赞许纷至沓来。该总队政治工
作部主任王冲感到，这次演出让基层文
艺轻骑兵的“模样”变得愈发清晰。

一

翟伟清楚地记得，去年 9月那场颁
奖晚会结束时，舞台上很多演员的眼中
都噙着泪水。

去年初，该总队按照新编制体制运
行，那场晚会成为原政治部业余文工队
不少文艺骨干的告别演出。翟伟说，彼
时自己也曾动过离开的念头，但他曾经
作为武警部队野战文艺小分队一员参
加巡演，基层官兵眼中对军营文艺的期
盼让他一直难以忘怀。

用文学艺术作品教育官兵、活跃
基层业余文化生活，是我军从红军时
期就保持下来的传统。翟伟始终相
信，这些有笑有泪的节目，具有不一般
的力量。
“强军事业离不开强军文化的支

撑。”王冲说。但是，面对人才流失、编
制受限、场地移交等诸多困难，下一步
基层文艺的路怎么走，他也一度感到
很头疼。部队的确是需要文化生活的
地方，但不是什么节目都能看、什么人
都能演。没有在部队摸爬滚打的经历
做支撑，演出的节目便无法与官兵产
生共鸣。

文艺的灵感从基层中来，文化的滋
养才能到官兵中去。该总队党委一班
人对此深有共识，文艺工作不是中心，
却需时刻配合中心，永远不能游离中
心。新时代的军营文艺不仅要为了基
层，更要紧紧依靠基层。他们盘活基层
文艺创演力量，打造出“总队新闻文化
工作站为牵引、集训队学员为骨干、基
层‘一队一品’创演官兵为基础”的金字
塔形架构。

今年 3月 20日，作为这一架构中的
中坚力量，总队文艺骨干集训正式开训。

二

看着集训队人员花名册，作为队长
的翟伟一夜未眠——除了原业余文工
队的几名战士有一定基础外，其他学员
几乎都是“白纸”一张。正所谓台上一
分钟，台下十年功。如何让学员们迅速
成长是当务之急，也是一大难题。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

高的山。”这既是集训队教练员张剑的
一则信条，也是他在指导学员们练习
“站肩”时的一句话。作为一名已确定
自主择业的干部，他主动请缨参加集
训，就是因为还放不下仍在心里回响的
嘹亮军歌。

站肩，是音乐快板《品牌文化树新
风》里的一个动作。张剑说，大部分学员
没有舞台基础，站在空旷的台面上就紧
张，更何况是没有任何依托地站在战友
肩膀上，很多人都会重心不稳摔下来。

来自六安支队的学员潘树衡，已经
记不清自己摔了多少次、身上有多少块
淤青。他只记得，当这一动作练成的时
候，自己就像是一座山。

来自合肥支队执勤四中队的女兵
刘晓乐，从来没接触过快板。“不会打咱
就练，一千次一万次地练”，刘晓乐说，
“练得多了，手上自然会磨出泡，但过两
天就好了。”

来自淮北支队的老兵余庆天，也觉
得自己的腰“过两天就好了”，但这一过
就过到了总队医院的病床上。集训期
间，他时常觉得腰上不太得劲儿，但作
为老兵，余庆天从来没吱声。没想到，
演出当天“劲使大了”，他演完最后一个
节目就一屁股坐在地上。

临近演出的前几天，集训队常会通
宵排练到凌晨，练功房里便会弥漫着泡

面、功能饮料和汗水的气息。集训队副
队长常飞龙说，偶尔抬眼看一看窗外凌
晨 4 点的天空，觉得是种莫大的“犒
赏”——只有为梦想努力付出的人，才
能看到那般迷人的星辰。

三

“现在‘魔鬼周’正在练翻轮胎，你
演的《脱胎换骨》真带劲！”

让演员们感到最高兴的是，战友们
对他们演出内容的理解。有战士说，在
他们的节目中获得了催人奋进的精神
力量。
《战士昨夜出发》《当兵的味道》《给

青春理个短头发》……由于语言类节目
对演员功底和创作周期要求都很高，因
此这场晚会大多数节目都是以舞蹈或
表演唱的形式出现。翟伟坦言，没承想
这些节目能引起如此高的共鸣。

节目编导之一的常飞龙说，节目的
很多细节都是战士们你一言我一语讨
论出来的。淮北支队淮北中队指导员
李建军，通过视频会议系统看完晚会后
说，演出很接地气，有欢笑有泪水，有情
感有生活。
“很接地气，是因为我们从来就没

有离开过地气。”集训队学员们这样
说。只有零距离，才能心贴心；只有在
台下当好一个兵，才能在台上演好一个
兵。集训期间，学员们严格落实一日生
活制度，军容风纪严整，管理正规有
序。在基层巡演期间，学员们背着行囊
住进班排。从搬运设备装台到演完打
扫场地，他们坚持“来是什么样，走是什
么样”，只送欢笑，不添麻烦。

今年 7月，合肥支队执勤二十中队
下士郑辉煌，在参加预提指挥士官集训
期间，现场观看了文艺骨干集训队送来
的慰问演出，表演所传达的顽强拼搏的
精神让他感到“为之一振”。
“基层文艺工作的教育功效不是以

‘师’而是以‘友’的面貌呈现的。”王冲
认为，兵的味道兵知道，有兵味才能抓
兵心，才能让官兵在潜移默化中真正受
到熏陶、提振军心士气。

下图为舞蹈《脱胎换骨》。

曹 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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