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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祖皆，1949年出生，国家一级作

曲，曾任南京军区前线歌剧团作曲、前线

歌舞团副团长、总政歌剧团团长等。张

卓娅，1952年出生，国家一级作曲，曾任

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乐队演奏员及作

曲、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作曲等。两人并

肩携手40多年，创作有歌剧和音乐剧

《芳草心》《党的女儿》《野火春风斗古城》

《永不消逝的电波》《玉鸟“兵站”》、舞剧

《繁漪》、合唱套曲《南方有这样一片森

林》、影视音乐《周恩来在上海》《省委书

记》《苍天在上》等众多精品佳作，其作品

多次获文化部“文华大奖”、中宣部“五个

一工程奖”、广电部“金钟奖”、解放军文

艺奖等。《小草》《两地书·母子情》《我心

永爱》等歌曲家喻户晓，广泛流传。

记者：您二位是军队文艺界有名的

“伉俪作曲家”，当年是怎样走上创作道

路的？

王祖皆：卓娅成长在一个部队文艺
工作者家庭，她十几岁时就有作品，创
作的歌曲《加快步伐朝前走》被灌录成
密纹唱片在全国发行。1969年，她考入
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我也是那一年
考上了空军原第四集团军的演出队，开
始学习作曲创作。1973年，我俩成了上
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同窗。我们读书
时便约定好：毕业后一定要合作一些有
分量的音乐作品。1977年毕业后，我选
择二次入伍来到前线歌剧团担任作曲。

记者：歌曲《小草》从上世纪八十年代

流传至今，它为什么能被几代人所喜爱？

王祖皆：这首歌是歌剧《芳草心》
的主题歌，创作于 1983 年，由编剧向
彤、何兆华作词，我们俩作曲。这首
歌，展现的是普通民众热爱生活、甘于
平凡、乐于奉献的精神境界和上世纪
八十年代青年人的乐观豁达，歌词朴
素中见真谛，旋律婉转中蕴藏力量，听
起来就像一个好友在娓娓道来。其创
作风格，与当时大部分的歌曲形成了
对比。歌曲一经面世，就受到听众尤
其是年轻听众的喜爱。1985 年央视春
晚，在《芳草心》中饰演女主角芳芳的
歌唱演员房新华，演唱了《小草》，让这
首歌一下传唱开了。后来有歌唱家在
老山前线演唱了《小草》，歌曲里蕴含
的奉献精神与前线战士顽强勇敢、不
畏牺牲的英雄精神产生了共鸣，歌曲
被融入浓浓的战士情怀，这首歌也非
常受部队官兵的喜爱。

张卓娅：战斗英雄史光柱、残疾青
年张海迪、数学家陈景润等人都把自己
比作“小草”。2008 年，《小草》被评为
“改革开放 30年全国流行金曲”，评委会
给的评语是：作品独特的视角和民谣体
旋律的结合，不仅表达了普通士兵的情
怀，更代表着平凡大众的朴素情怀，是
公益流行歌曲的开拓性代表作。

记者：1984年，歌剧《芳草心》赴北

京参加“全国现代题材戏曲、话剧、歌剧

观摩演出”，荣获了包括音乐创作一等

奖在内的9项大奖，全国有几十个专业

演出团体相继排演了该剧。这部剧是

如何创作的？

王祖皆：1982年底，我们回上海音乐

学院参加校庆活动，碰到前线歌剧团的
老同志、演员黄晓苏老师。她说，最近上
海人艺正在演一部根据同名评弹改编的
都市生活题材话剧《真情假意》，非常受
欢迎。我们当即就请她帮忙找票，去观
看了这部话剧。我们看完后很兴奋，觉
得此剧在戏剧性、音乐性方面，为改编成
歌剧提供了极佳基础。前线歌剧团很快
便组成了由编导室主任俞频牵头，由向
彤、何兆华编剧，我和张卓娅作曲，苏驼
任导演的创作组。我们取“十步之泽、必
有芳草”的寓意，由俞频提议把剧名改成
了《芳草心》。由此，我们找到了深化主
题的契机：芳芳，芳草，芳草一样的平凡，
芳草一样的无私，芳草一样的真诚，芳草
一样的给予……这部剧反映的是上世纪
八十年代城市青年的现实生活，它的格
调应该是清新、淡雅的。为此，我们选用
了以节歌式的抒情唱段为主体，间以戏
剧性的对唱、重唱、合唱这样一种音乐结
构形式，使用了民歌、苏州评弹与沪剧等
音乐素材。我和卓娅在求新（追求作品
的时代感）、求变（追求作品的多样性）、
求美（追求作品的艺术性）的创作观念指
引下，创作出了《芳草心》。

记者：一说起改革开放后的战地歌

曲，我们总会想到那首《两地书·母子

情》。浓郁的情感、悠扬的旋律加之深

邃的思想内涵，让这首歌充满艺术感染

力。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哪？

王祖皆：这首歌曲是合唱套曲《南
方有这样一片森林》的其中一首。生活
是创作的源泉，创作的灵感只能到生活
中去寻找。创作前，我们去采访从前线
撤回的参战部队官兵。战士们告诉我
们，在前线，最难过的不是打冲锋，而是
蹲在猫耳洞里待命。整夜，每个人都会
像过电影一样，把一生中的大小事情想
个遍，可是想得最多的还是妈妈。在家
乡的妈妈呢，她们最牵挂的也莫过于在
前线作战的孩子。“等到凯旋回家乡，欢
欢喜喜在一起”，正是千千万万母子的
共同心愿。受此启发，我们创作出这首
歌。它的音乐语言很新，但同时又是充
满民族性的。它采用男、女对唱加混声
伴唱的形式，旨在变一对母子关系为千
万对母子关系，变母子关系为前方与后
方的关系、祖国与战士的关系，从而拓
展了它的思想和艺术内涵。

张卓娅：后来，一位去过前线的歌
唱演员告诉我们，参加过这场战争的战
士们把他们十分喜爱的《小草》和《两地
书·母子情》的歌谱，镌刻在老山前线主
峰石碑上。作为军旅作曲家，我们为此
感受到的那种欣慰、那种幸福感和成就
感，让人难忘。

记者：合唱套曲《南方有这样一片

森林》的创作历程是怎样的？

王祖皆：继《芳草心》后，我和卓娅
想试验着创作一批通俗风格的部队歌
曲，那时年轻战士们都特别喜欢通俗歌
曲。正在这时，有一位朋友从前线带回
一张照片，是 16位勇士冲锋前的合影。
他们是那样的年轻，可就是这场冲锋以
后，一个人都没能回来。当时，前线英
模报告团的报告也在全国引起了巨大
反响。我们俩坐不住了，深切感到有责
任和义务去描写他们、歌颂他们。

张卓娅：由于当时南京军区参战部
队已调防、从前线撤回，所以我们要求去
战斗一线生活的请求未获批准，只能改

去杭州采访已撤回的参战部队。我们采
访了突击队员、军工战士、学生军官、战
斗英雄以及伤病员和来队家属，看到许
多动人的情景，听到许多动人的故事。

王祖皆：创作是一个艰辛的过程，
免不了搜肠刮肚地上下求索，免不了彻
夜难眠地苦思冥想，我和卓娅是饱受这
次创作的折磨和煎熬的。我俩的忘年
交、词作家向彤，身患癌症，在动完手术
后，冒着酷暑、放弃休假，到杭州与我们
共同奋斗。我们每天在一起边碰撞、边
构思。经过一段时间后，形象慢慢具体
了，感情慢慢凝聚了：无数在战斗中牺
牲的战士，他们的鲜血滋润着大地，他
们的身躯化作了森林，像一座绿色的长
城，抵御着寒流风沙的侵袭，护卫着祖
国和人民的安宁。有了这一意象后，我
们用《南来的孩子，北来的少年》《军工
路》《两地书·母子情》《哩啰哩》《假如》
《壮士一去头不回》《摇篮》《大森林》8首
曲子，加上贺东久为每首曲子撰写的朗
诵词，一起结构成了合唱套曲《南方有
这样一片森林》。

记者：为建党70周年献礼的民族歌

剧《党的女儿》在军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获得了“文华大奖”等很多个奖项，并在

全国巡演了几百场，实现了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的双赢。

王祖皆：这部剧当时调集了全军的
优秀创作力量，担任作曲的，除了我和张
卓娅以外，还有印青、王锡仁、季承、方天
行。我们以饱满的热情，以 3天完成一
场戏的速度，18天完成了全剧的文本和
音乐创作，这在歌剧创作史上是空前
的。在这部剧之前，中国早已涌现出《白
毛女》《小二黑结婚》《江姐》《红珊瑚》等
很有影响力的民族歌剧。我们如何实现
突围、创新，是最大问题。考虑到该剧故
事发生在江西苏区，我们本想用当地的
兴国山歌和采茶戏为音乐素材，但山歌
音调简单，其风格、分量、难度都无法支
撑一部大戏，也难以达到板腔体应有的
戏剧张力。从哪里找素材？我们苦苦思
索。有一天，卓娅偶然间在电视上看到
山西运城蒲剧团武俊英演唱的《苏三起
解》片段，曲调高亢激昂，正是我们想要
的素材，我们对此进行了学习和分析，由
此建立了“坐北朝南”的音乐架构。剧中
的主角田玉梅音乐形象是壮美的，为她
选定以刚健、细腻、适合人物激情奔放发
挥的蒲剧音乐素材为主打造主题。剧中
的桂英音乐形象是柔弱的，为她选定具
有赣南采茶系、兴国山歌、情歌等特点的
音乐素材来打造主题。看来这样的选择
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记者：2011年，为庆祝建党90周年

而创作的歌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被人

们称为我国第一部红色谍战题材歌

剧。您当时是原总政歌剧团的团长，是

该剧的组织者和主要创作者，能否介绍

一下这部剧及创作经历？

王祖皆：为创作好这部剧，原总政
歌剧团组织主创人员三赴上海，到剧中
原型李白的故居、上海历史博物馆和剧
中人物工作战斗过的地方采风体验，还
承蒙李白之子李恒胜先生提供了其父
许多当年生活、工作的宝贵资料和真实
事迹，为成功改编打下了厚实的生活基
础。这部剧在艺术构思上紧紧围绕
“情”“真”“新”3个方面。歌剧重在抒
情，这部剧在生动感人的情感冲突中，

讴歌了共产党人的大情大爱和浩然正
气；在构架跌宕起伏的情节同时追求细
节的真实可信，力求做到无论主角配
角，都有血有肉、真实细腻；用新的视
角、新的人物关系、新的冲突构置、新的
叙述方式和表现手段，实现了对红色经
典作品的创新，表现了“追寻永不消逝，
信仰永不消逝”的时代主题。

记者：这部剧实现了现代性与民族

性的融合，在创作中是如何体现其音乐

特点的？

张卓娅：在音乐的处理上，我们以
上海、江苏地区的戏曲、曲艺、民歌为主
要素材，融入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
于上海地区的音乐元素。在音乐创作
上，我们首先力求准确，既要符合故事
发生的时代和地域，又要符合人物的个
性和戏剧的规定情景。其次是力求动
听，既要有优美的旋律，又要有丰富的
形式，唱法上也是民族、美声、通俗兼
容。再次是力求时尚，既要适合今天观
众的审美需求，又要带有“海派”文化的
特质。我们还在这部剧中尝试了中国
式的宣叙调写法，使其既适合歌剧的需
要，又适应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

记者：在改编红色经典剧目时，要

注意哪些问题？您对今天年轻的文艺

工作者们有何建议？

王祖皆：我觉得必须充分理解和尊
重原著，必须坚守住原著所传递出来的
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内
涵。索洛维约夫·谢多伊说，“时髦的东
西瞬息即逝，而民族的传统却世代相
传”，民族歌剧创作要回归民族歌剧本
体，保持民族歌剧特质，继承民族歌剧
传统。我们要多学习《白毛女》《洪湖赤
卫队》《江姐》等优秀民族歌剧的成功经
验，以戏剧为基础、以人物为核心、以音
乐为主导，解决好音乐的戏剧性和戏剧
的音乐性这一主要矛盾，用歌剧的特殊
方式去寻求主题的深化。

对年轻的文艺工作者而言，还是要
深入生活、肯下苦功。希望大家在继承
发扬民族音乐传统的同时，多一些创新、
多一些变化，创作出让自己满意、人民满
意的精品佳作，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庆 阳、汪 锋整理）

让民族性与时代感交相辉映
——访作曲家王祖皆、张卓娅

■本报记者 袁丽萍

每到春来，闽西松毛岭山上山下的

映山红，总是开得格外耀眼。来到松毛

岭下，流连于那些肃穆古朴的建筑，徜

徉在杜鹃红遍的山腰溪畔，追寻历史的

跫音，触目所及的是亮丽的红艳，心扉

上拓印的是悲壮的故事，耳边回荡的是

撼人魂魄的声声军号。

松毛岭，是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东

大门，位于福建省长汀县与连城县的交

界处，由南至北蜿蜒80多华里，从东至

西宽30多华里，森林茂密，山峰耸立，

山路崎岖陡峭。主峰金华山，海拔955

米，地势险要，当地一直有“宁走鬼门

关，莫上金华山”之说。以前，松毛岭一

带没有公路，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展开

第五次“围剿”后，国民党东路军为了推

行“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为了

方便部队的调遣和军用物资的运输，在

松毛岭开了一条公路。这条公路，东往

连城、上杭、龙岩（今新罗区），西接长

汀、瑞金，堪称战略要道。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闽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踊跃

参加革命，松毛岭一带，风展红旗如

画。“新做红旗角叉叉，正月十四打桥

下，活捉恶霸李七孜，将他打到泥底

下”，这首山歌风靡松毛岭一带山村。

主力红军多次进驻松毛岭下的桥下村，

朱德、刘少奇、彭德怀、聂荣臻、叶剑英、

左权、罗炳辉、张鼎丞、滕代远、萧劲光、

刘亚楼、杨成武、耿飚等革命家在这里

留下革命足迹。在桥下村，有一座革命

烈士纪念碑，上面镌刻着28位桥下烈

士的姓名、职务及牺牲时间和地点。而

相当多的烈士，已湮没在岁月的长河

里，连姓名都没留下。

松毛岭下的钟屋村观寿公祠，是松

毛岭战役的红军总指挥部。钟屋村辟

有松毛岭战役纪念馆，村中流传着一门

七烈士的悲壮故事。初春时节，松毛岭

上的映山红红得是那么引人注目，走进

观寿公祠，当年的烽火硝烟穿越时空，

通过墙壁上陈列的照片和史料，再现在

我的眼前——

1933年 7月底，彭德怀指挥红军

东方军在松毛岭下的朋口，全歼国民党

军十九路军主力区寿年师的两个主力

团。蔡廷锴、蒋光鼐醒悟到内战没有出

路，随后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十九路军联

共反蒋的“福建事变”，推动了中华民族

抗战的历史进程。战役打响之前，寻淮

洲、萧劲光率红十九师集结在桥下村，

全村群众对外严格保守秘密，热情接待

红军队伍，安排红军住宿，送菜送柴，给

红军缝洗衣服。战役打响时，桥下群众

给红十九师带路、送弹药、补给养、抬担

架，全力支援红军作战。战役结束后，

桥下村被县苏维埃政府命名为“支前模

范乡”。

松毛岭战役的序曲是温坊战役。

1934年8月，朱德抓住稍纵即逝的战

机，部署温坊战役。8月31日晚，温坊

战役打响，由林彪、聂荣臻直接指挥，红

一军团、红九军团、红二十四师协同作

战，在两三天内全歼敌第三师第八旅及

援敌一个团，毙敌2000余人，俘敌2400

余人，缴获一大批枪支弹药。温坊战

役，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取

得的一次大捷，极大地震惊了步步为

营、节节推进的国民党军。邓小平主编

的《红星报》在第64期第三版以《温坊

战斗的胜利》为题，以整版篇幅集中报

道温坊大捷。

但是，温坊战役的大捷，改变不了

中央苏区岌岌可危的局势，接踵而来

的，是惨烈而悲壮的松毛岭战役。

保卫松毛岭，就是保卫福建省苏维

埃政府所在地汀州（即长汀县城，古代

州府治所），就是保卫红都瑞金！红九

军团、红二十四师及福建军区地方武装

坚守松毛岭，与配有飞机大炮的10万

敌军展开了连续七天七夜的浴血鏖

战。上万红军将士在松毛岭战役中流

尽了最后一滴血，当地群众也在这场战

役中付出巨大牺牲，为迟滞敌军向中央

苏区核心区域的推进，为中共中央和中

央红军主力的战略大转移赢得了宝贵

的时间。

巍巍松毛岭，当年鏖战激，红军烈

士的鲜血染红了满山的红杜鹃。以前，

有人说“松毛岭战役是一次失败的战

役”，而今，世人皆知，松毛岭战役是闽

西苏区参战军民严格服从中央命令指

示、全然不计局部重大牺牲、发动一切

力量共同作战、最终成功达成战役目的

的一次以弱御强、以少胜多的成功战

役。这一共识的达成，是对松毛岭战役

参战军民的政治褒奖，也是对在松毛岭

战役中牺牲英烈的在天之灵的慰藉。

进入新时代，当地加大了抢救挖掘

松毛岭战役亲历者史料的力度，开始了

对松毛岭战役遗址公园的建设和红色

教育基地的打造，加大反映松毛岭战役

文艺作品的创作力度，开展松毛岭战役

战史专题研究……这些“养料”将让松

毛岭的映山红开得更红更艳。

铁血松毛岭，浩气壮山河。松毛

岭，我向你致敬！

铁
血
松
毛
岭

■
唐
宝
洪

这是一次不太一样的采访。采访

赶上疫情，只能通过电话、邮件进行。

采访时间与方式的改变，让这场“对

话”进行得更加沉静，也让我更清晰地感

受到“伉俪作曲家”的真诚谦逊。

采 访 前 ，我 听 了 几 遍《我 心 永

爱》——歌剧《玉鸟“兵站”》中女主角阿朵

所唱的咏叹调。这部剧中对藏族、白族、

纳西族等民间音乐素材的完美使用，让

人赞叹。两位作曲家在这次创作中不知

要付出多少上下求索的苦功，才能实现

旋律中对民族性和时代感的和谐交织。

他们的创作座右铭是“绝不走老

路”，执着于追求“新”和“美”。但同时，

他们又一直坚持“回归民族歌剧的本

体”，在传承、发扬民族传统的道路上，

是当之无愧的身体力行者。

他们说，“音乐是第二生命”。几十

年来，他们艰辛登攀，才有了艺术生命

的长青。

的确，艺术的别名，是执着。

而执着的背后，是从不曾改变的热

爱与日积月累的苦功。

执着·苦功
■袁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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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歌剧《芳草心》期间，王祖皆（右二）、张卓娅（右一）、向彤（左二）、何兆华（左一）4位作者在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