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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军旅作家葛逊和作曲家赵
彤以南湖红船为意象，创作完成了一
部声乐套曲《红船啊红船》，为党的生
日献礼。

声乐套曲这种音乐形式，在我国常
用来表现重大题材，如《黄河大合唱》
《长征组歌》《西柏坡组歌》等。

《红船啊红船》套曲由四首歌组成，
作品的词环环相扣，曲层层递进，写得
精致隽秀，在历史真实中融入了浪漫情
怀。有评论说它“宛如一场绵绵的春
雨，不知不觉中把人们带到了清新美好
的听觉世界里”。

第一首，女声独唱《红船初心》。写
意的音乐前奏中，红船破浪而来，历史
画卷就此拉开。歌声迤逦而起：“百年
日出，百年沧桑，红船摇曳在烟雨楼

前。”3/4拍和 4/4拍交替的旋律，富有动
感。接下来，旋律从大调转入小调，委
婉动听，那是由衷地赞美：“坚定理想，
力挽狂澜永向前。百折不回，风吹雨打

只等闲。”再接下去，旋律巧妙地又回到
大调，歌声也昂扬起来：“永恒的精神，
一代代传承，壮丽的航程，铺展在天地

之间。”歌声中，我们仿佛回到百年前，
看到了那正喷薄欲出的朝阳。这首歌
旋律优美流畅，唱出了红船的启航之
美，也唱出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之美。

第二首，领唱合唱《大潮行舟》。大
潮行舟，用船工号子来表现再恰当不
过。在前奏波浪翻涌、风起云动的背景
下，奋力拼搏的铿锵号子响起，领唱的声
音高遏行云：“昔日乱云飞渡，遥看暗夜
无边。红船逐梦前行，走过万水千山。”

百年历程，在号子声中浮出；峥嵘岁月，
在号子声里重现。号子一路喊来，闯险
滩、过激流、战狂风、斗恶浪，艰苦卓绝，
惊心动魄。历尽千帆后，从 A调转到D

调上的号子更加粗犷豪放，高亢激越地
在天地间与听者的心间回响：“小小红
船，承载千钧光荣行，留下红飘带，美名

千古传。”最后，号子在“延伸中国梦，天
地尽开颜”的高音C上结束。整首号子，
荡气回肠，唱出了红船中流击水的壮观，
唱出了红船砥砺前行的壮阔。

第三首，男声独唱《一船红中国》。
前奏似春风荡漾，又似浪花涌动。诗情
画意中，乘着歌声的翅膀，歌词在轻轻
地发问：“问青山，问长河，为什么一船
红中国？问日月，问星辰，为什么一船

红中国？”回答也在诗情画意中展开：
“风卷一帆新，潮平两岸阔。烟雨花舫

党旗飞，丰碑铭刻新传说。”

这首歌，在套曲中处在“转”的位
置，经过前两首歌曲抒情的“启”和激情
的“承”之后，曲风也该转变一下了。这
一“转”，转出了套曲的点睛之作，转出
了温情暖意。聆听它，仿佛是在幸福梦
境中徜徉。这一曲，情深意浓，一问一

答中，红船驶入了新时代。
第四首，混声合唱《“红船精神”永

放光芒》。这首歌是套曲的“合”尾，是
全曲的高潮，选用合唱是必然的。“红船
精神”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
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
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这首
“红船精神”的合唱写得豪迈雄壮，歌声
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宣言，也有时代的召
唤。歌中唱道：“千年伟业，百年恰是风
华正茂。继续奋斗，永远在路上。未来

已来，远方不远，不忘初心，乘风破浪，

‘红船精神’永放光芒！”气势磅礴的歌
声中，“红船精神”在不断延伸。

时代呼唤好歌，好歌反映时代。声
乐套曲《红船啊红船》是红船的颂歌。
重温红船的历史沧桑，在继承和弘扬
“红船精神”中激起我们奋斗前行的力
量。在党的生日来临之际，这部声乐套
曲是献给党的歌，也是献给新时代奋斗
者的歌。

精神之美与艺术之美
——声乐套曲《红船啊红船》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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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作品拍摄的是

边防官兵在雪域高原巡

逻的场景。拍摄者巧妙

构思，采用远景拍摄手法，

将边防官兵与自然环境

有机融合在一起，把看似

普通的巡逻场景拍出了

新意。湖面上，战士与雪

山的倒影构成图片亮点，

雪山巍峨无言，默默见证

着边防军人的赤诚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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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图

镜头里，母亲搂着儿子，为远方的
丈夫加油。
“儿子，跟爸爸说几句话。”
“爸爸，你好好工作，然后早点回

家，我会好好学习的。”小男孩稚嫩的面
庞上露出笑容，对着镜头使劲儿地挥动
着小手。

镜头外，正在拍摄视频的第 80 集
团军某陆航旅上士于大双的眼眶也有
些湿润了。眼前的母子俩是飞行员胡
斌的妻子和儿子。这是于大双今天拍
摄的第四对军属。拍摄中，他越来越觉
得自己在做的这件事是有意义的。

近几年，该旅每年在外遂行任务次
数逐渐增多，时间也越来越长，执行任
务的官兵和驻地军属长期无法相聚。
有一次，于大双因为部队任务，时隔半
年才回到家。“你再不回来，都不知道家
是啥样子了！”妻子抱怨道。每当想念
于大双时，她只能拿出手机，播放之前
结婚时录制的视频。

于大双心里一阵心酸，他又何尝不
是如此呢？休息的时候，他不知道把妻
子的视频翻来覆去看了多少遍。
“何不用拍摄、制作短视频的方式

把官兵的生活记录下来？这样一来，官
兵与军属之间就多了一条沟通理解、互
相支持的纽带。”思考成熟后，于大双将
此事汇报给了该旅政治工作部领导。
很快，领导就同意了他的想法。

于是，每隔一段时间，尤其在特殊节
日来临前，于大双都会把身边战友的生活
拍摄记录下来，发给家属们看。如果他在
营区，还会到该旅家属院为军属们录制亲
情视频，传给在外执行任务的官兵。

军人的家庭总是聚少离多。在外
执行任务期间，每当有空闲时，拿出手
机看看家人的亲情寄语视频，已经成为
不少官兵的一种习惯。

任务圆满结束，还没来得及庆祝，
一个身影便焦急地奔向宿舍。这是飞
行员孙明阳。此刻，他心里装满了家中
的妻女，想要早点见到她们。“孩子出生
快一个月啦，一直还没见着呢，我这个
当爹的得赶紧回去！”对着镜头，孙明阳
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孙明阳往火车站赶，于大双就扛着
摄像机一路跟到了进站口。于大双说：
“我就想让军属尤其是小军娃们看到，他
们的爸爸是真的很忙，但他们的爸爸也
是真的很挂念他们。”

这份镜头里的暖意，架起了一座桥
梁，桥的这边是保家卫国的军人，桥的

那头是守在家中的军属。
在飞行员王海亭的眼里，妻子仿佛

是一个“超人”。去年，他在外执行阅兵任
务期间，家中老父亲生病住院，妻子一个
人承担起照顾老人和两个孩子的重担。
“你在外安心工作，照顾好自己，家

里有我，你放心！”视频里，妻子温暖的
话语给王海亭增添了无穷动力，他全身
心地投入到任务中。2019 年 10 月 1
日，当飞机飞过天安门城楼的那一刻，
那种自豪感不仅洋溢在王海亭心底，也
洋溢在家人的心底。

小小的镜头之下，记录着一个个军人
家庭的感人故事，也蕴含着牵挂与祝福。

去年“父亲节”到来前，于大双专程
到家属院录制军娃对远方军爸的心里
话。那次，面对镜头，飞行员周锐的女
儿小灵犀说，希望父亲节那天，爸爸能
陪她一起参加幼儿园举办的亲子活动。

然而当时，周锐正在外执行任务，女
儿的这一愿望注定落空。事后，周锐通
过亲情寄语视频才得知，活动当天，很多
小朋友都是由爸爸陪着去参加活动，女
儿有些不开心。当老师让小灵犀上台发
言时，她却懂事地说：“我的爸爸是个军
人，虽然他不怎么回家，但是我很爱他！”

女儿的话语，成为周锐奋发向前的
动力。

今年“父亲节”，于大双再次行动起
来。这次，他决定把任务一线父亲们的心
声和他们忙碌的状态拍摄下来。他要帮
着远方的父亲们给孩子们解释：军爸虽然
很忙，但对家庭的爱，从未减少过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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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延安》 是贺敬之先生创作于
1956 年 3 月的经典诗作，流传广泛，
影响深远。重读这首诗作，或是聆听
各个时期的朗诵版本，总能感受到作
品中激荡的情感，由此对延安精神有
了新的认知和理解，领略到诗句中焕
发的艺术之美和时代之光。

贺敬之善于以诗歌作品表现重大
主题，能够抓住题材的思想内核，以
鲜活的细节分解宏大主旨，以时代强
音为背景展开节奏明快的叙述和抒
情。《回延安》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贺敬
之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落笔如有音
乐之声，字里行间浓缩着赤子之情，
传递出的时代讯息振奋人心。

什么样的作者，在何时何地写出
什么样的作品，都暗合着生活的规
律。贺敬之创作《回延安》，与其特殊
的人生历程密不可分。从 1940年与同
学相约奔赴延安，投考鲁迅艺术学
院，他便选择了投奔理想的人生，所
以对延安的情感真挚而独特：“几回回
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

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他把延安比作母亲，这是因为延安完
全称得上是他灵魂的重生之地，他在
这里找到了救国之路。只有了解诗人
这段特殊的人生历程，才能理解作品
中蕴藏的热情和光亮。
《回延安》在艺术形式上汲取了陕

北民歌“信天游”的营养，具有质朴
纯真、热烈奔放等特质。贺敬之运用
民歌中的比、兴等手法，以糜子、谷

子、红旗、书、土炕、窑洞、窗花等
营造意象，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还原出过往年代的延安生活场景。“信
天游”的可贵之处便在于自由和率
真。《回延安》展示的就是这种生命的
真情实感，写了回到延安、追忆往
事、故交欢聚、时代变迁、展望未来
等内容，每一节娓娓道来，貌似寻
常，实则妙处无心：“心口呀莫要这么
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

/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

上。”质朴的语言饱含深情，读来朗朗
上口，令人心弦颤动。面对前来迎接
的故交亲朋，贺敬之难抑激动的心
情，他这样写道：“白羊肚手巾红腰
带/亲人们迎过延河来/满心话登时说

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阔别十
年，贺敬之在诗中写下的不仅仅是一
种情感，更是对时代变迁的观察，对
于人生的思考。在延安的人生历程，
尤其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对贺敬之文学观的形成至关
重要。文学与生活都是选择的艺术。
当人们向着新社会张开怀抱时，其实
也是在做着一种选择。延安啊，是改
变诗人命运的地方，也是改变中国革
命进程的圣地。

重读《回延安》，能够感受到诗人
的心灵与国家的命运同频共振，诗人
的笔触与时代的变迁相呼应。在《回
延安》 中，贺敬之写下了对新生活、
新时代的礼赞。重回延安，一切都已
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贺敬之在诗中
发出欣喜的咏叹：“头顶着蓝天大明
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

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

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

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

衣。”这是经历过战争年代后，迎来社
会主义建设高潮的革命圣地，一切都
洋溢着新鲜气息，春风正在涤荡着黄
土高原。重返革命圣地的贺敬之追昔
抚今，心头涌动着对于时代发展的感
慨和思考。他通过诗作对时代进行礼
赞和歌颂，同时将敏锐的观察隐藏在
细腻的笔触之中。因此，他在《回延
安》中写下的也是“新人”对时代的
观感和认识。革命圣地延安的变迁在
本质上是一个缩影，具有强烈的象征
意味。而贺敬之深谙象征手法的运
用，他在赞颂延安的同时赞颂了一个
崭新的时代。延安换上了新衣，证明
了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没有被后人遗
忘，证明了延安精神依然深刻影响着
这片热土。

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
民抒怀，这是永不过时的创作法则。
《回延安》的诗行间跳动着赤子之心，
而这一颗赤子之心因为追求真理和光
明，而在人群之中拥有了回声，这也
是作品广为流传的原因。文学创作离
开人民群众，离开火热的生活，就会
沦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延安是中
国革命的摇篮，从这里出发的中华儿
女，踏上的救国之路永远值得后人铭
记。诗人以“信天游”的形式，实现
了文本与思想、形式与内容的融合：
“树梢树枝树根根/亲山亲水有亲人/羊

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

大/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

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

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

天南海北想着你……”起兴之处，韵
脚联动，神思所致，意象奇崛。重回

延安，已是革命成功，新社会人民当
家作了主，贺敬之敏锐感受到这种时
代背景下的重大命题。他在延安看到
的不仅仅是中国革命走过的道路，也
包括自己走过的道路。能够把青春和
生命投入到壮丽的事业之中，这是多
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啊。
《回延安》也让人们对政治抒情诗

有了新的认识。那就是政治抒情诗并
非标语、口号的“串烧”，而是有情
感、有温度、有立场的艺术表达。贺
敬之的诗歌作品，情真意切，打动人
心，立场分明，常常以文学方式观照
感性认知和思想洞见。甚至，还可以
在其作品中探寻到一条隐秘的内心之
路，沿着这条小路往返逡巡，就能直
抵灵魂的花园。在《回延安》中，贺
敬之写下时代赞歌的同时，对未来满
怀希望和信心：“枣园的灯光照人心/
延河滚滚喊‘前进’/赤卫军，青年

团，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

/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延河

还要在前头/身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

延安看母亲！”这是对美好生活的展
望，更是对新时代的祝福。作品中感
人肺腑的抒情，归根结底是对信仰和
岁月的致敬。

今天，重读《回延安》更深层次
的意义，便是对延安精神的传承和弘
扬，让信仰的火炬继续熊熊燃烧，照
亮优秀中华儿女的奋进之路。当我们
一次次回望延安，读懂这片土地上发
生的故事，就能更加理解我们民族的
昨天，并且信念坚定、义无反顾地奔
向我们心中的梦想。

题图设计：孙 鑫

延安精神的时代赞歌
■陈海强

重温经典·感悟初心

新歌推介

火红的朝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