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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苑杂谈

重温经典 感悟初心

艺 境

阅图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对这催人奋进的旋
律与歌词都不会陌生，它早已汇入中华
民族的血液、写进中华儿女的心灵。

民族危难之际响彻祖国大地

1938 年，武汉在日军轰炸中沦陷，
诗人光未然转入吕梁抗日根据地。在
陕西宜川县壶口东渡黄河时，诗人目
睹了壶口瀑布的浩大声势，聆听了船
工号子的悠扬绵长，被黄河的险流怒
涛和船夫与狂风恶浪搏斗的场面所震
撼，仅用 5天时间就完成了组诗《黄河
吟》。在 1939 年除夕的联欢会上，光
未然朗诵了《黄河吟》，作曲家冼星海
听后深受感动。他回到居住的土窑
洞，开始夜以继日地创作，仅用 6天时
间，为诗作谱了曲，《黄河大合唱》就
此诞生。

经过紧张排练，1939 年 4月 13 日，
《黄河大合唱》在陕北公学礼堂首次公
演。现场空前热烈，观众在冼星海极富
感染力的指挥下，不由自主地站起来一

同歌唱，歌声震耳欲聋。《黄河大合唱》
与当时众多抗日歌曲一起，成为中华儿
女救亡图存、奋勇抗敌的不屈战歌。周
恩来听闻《黄河大合唱》后，亲笔题词：
“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词曲浑然天成，激荡民族热血

《黄河大合唱》词作饱含民族深
情，激发着中华儿女的抗战斗志。诗
人营造了一个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
意境。作品用“黄河”象征中华儿女不
屈不挠、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以强有
力的气势号召民众奋勇反抗敌寇。作
品共八个篇章：《黄河船夫曲》《黄河
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水谣》《河边
对口曲》《黄河怨》《保卫黄河》《怒吼
吧，黄河》。它以“说白”作过渡，承前
启后衔接前后相邻的篇章，同时为歌
词增添了诗情诗意，升华了艺术感染
力。作品紧扣“保卫黄河、保卫华北、
保卫全中国”的主题，前三篇充满了对
祖国母亲河“黄河”的热爱，对中华民
族辉煌历史的赞颂；中间三篇控诉了
侵略者的罪行，表达了哀怨悲愤的情
感；后两篇宣泄了誓死保卫祖国的爱
国主义情怀，将情感推向高潮。整部
作品从“爱我河山”到“控诉日寇”再到

“保卫家园”，层次鲜明、有序推进。
谱曲方面，紧扣“黄河”主题，以朗

诵和配乐串连，极具艺术创新。各乐
章既各自独立，又衔接有序，并统一于
“抗日、斗争、爱国”这一主线，实现了
形式与内容的高度和谐。在结构设置
上，头尾合唱，中间穿插男女声独唱，
并巧妙融合朗诵、对唱等形式，使全曲
体裁布局呈现“合唱——独唱——其
他——独唱——合唱”的拱形对称美
学。其中，《黄河怨》是组曲的重要部
分，由前奏和四个分段构成。在多变
的节奏中，音乐情感不断变化、重复、
发展，富有层次地表达了哀怨、痛苦与
悲愤的感情。作品利用旋律、节拍、力
度、速度的变化，层层递进情绪，逐渐
完成了从怨到恨、从恨到愤、从愤到抗
的情绪跃升。如果说光未然的词已然
成为文学史上一把耀眼的火炬，那么
冼星海的谱曲又让其永燃不息。

经典传承，激荡民族精神

“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
声！”这既是对《黄河大合唱》的高度赞
赏，也是光未然、冼星海珠联璧合创作
的真实写照。这部作品将“黄河”化为
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塑造了中华儿

女奋勇抗击日寇的英雄群像；歌颂了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荣历史和中国
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迸发出在
民族危难之际，全民团结、共御外侮的
民族心声。郭沫若曾评价《黄河大合
唱》，“是抗战中产生的最成功的新型
歌曲。音节的雄壮而多变化，使原有
富于情感的辞句，就像风暴中的浪涛
一样震撼人心。”
《黄河大合唱》创造性地继承和发

展了民族音乐，并自诞生之初就融入了
世界。1940年，刘良模把《黄河大合唱》
乐谱带到美国。1949年，宋庆龄亲笔题
词并赠送乐谱给加拿大多伦多玛希音
乐厅。从此，《黄河大合唱》逐渐走出国
门。这部作品激荡着的雄浑悲壮的革
命情怀，也激起了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
的同情与支持。时至今日，《黄河大合
唱》虽历经时光磨砺，却依然散发着独
特的艺术魅力。2015年，在“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70周年大会”上，解放军合唱团千人
合唱《保卫黄河》，那见证战火硝烟的铿
锵旋律，在现场久久回响，也回荡在中
华儿女的心间……

春去秋来，《黄河大合唱》所体现出
的中国风格、中国气魄仍在激励着中华
儿女百折不挠、砥砺前行，“黄河”的魂
和神必将永远传唱下去。

“黄河”魅力永流传
■付镜伊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空降

兵某旅组织多路集群武装伞

降训练的场景。拍摄者使用

广角镜头，采用仰拍的方式，

将高空中的跳伞队员与绽放

的油菜花结合在一起，交相

辉映，构成了一幅别有情趣

的画面。

（点评：张朋倍）

神兵天降
■摄影 谢程宇

人 物

王强——班长 张成——战士

孙跃——战士 罗琼——孙跃女友

张平根——退伍老兵、原司务长

王强母亲

（灯亮。舞台上有一块仅容一人站

立的岩石，石上写着：此处有微弱信号）

（战士王强、张成上）

王 强：张成，来，把竹筐给我。（取

下张成背着的竹筐）

张 成：班长，我不累。

王 强：叫孙跃快点。要下雨了，

天气不好的时候，这里没信号。

张 成：（喊）孙跃，快点！

孙 跃：（应声上）来啦！班长，我

走着走着，突然想到了两句诗，你们听

听咋样？（朗诵）群峰给了我信仰的高

度，山路就像我长长的思念。

王 强：嗯，有点意思。不过现在

最要紧的不是作诗，是打电话。方圆

几十里，只有这里有手机信号，天气不

好的时候还没有。今天，我们三个人

都有亲属过生日，抓紧时间。诗人，你

先来吧。

孙 跃：不，班长，你老母亲守在电

话边呢，你先来。

张 成：是呀，班长，今天是你老母

亲的生日，你先来。

王 强：那我就不客气，上去了？

俩 人：快去吧！

王 强：（爬上岩石打电话）妈……

母 亲：（幕后）儿啊！

王 强：妈，生日快乐！

母 亲：儿啊，你在部队还好吗？

王 强：好，好得很啰。

母 亲：吃得饱吗？

王 强：饱，饱得很啰。

母 亲：睡得香吗？

王 强：香，香得很啰。

母 亲：睡觉还打呼噜吗？

王 强：妈，这毛病哪能改啊？

母 亲：妈老糊涂了，这毛病是好

不了。那可咋办？你睡得好，不是吵着

战友们吗？

王 强：吵是吵，时间一长，他们

也习惯了。我们有个司务长，睡觉听

惯了我打呼噜，后来退伍回家，晚上听

不到呼噜声，失眠，睡不着了。他写信

来，叫战友把我打呼噜的声音录下来，

给他寄去。

母 亲：哎哟，这叫什么事！强啊，

你把你打呼噜的声音也给妈寄一盘回

来——妈想你了，就听一听你打呼噜。

王 强：妈……（眼泪下来了）

（音效：一阵山风，信号没了。王强

默默地擦了擦眼睛，走下来）

张 成：班长，信号来了，继续！

王 强：（摇摇头）

张 成：孙跃，你上。

孙 跃：不，张成，还是你先来。今

天是你老父亲的生日，他呀，一定和班

长的妈妈一样，守在电话旁呢。

张 成：那我去了。（爬上岩石，有

些发呆）

孙 跃：张成，别发愣呀！（做打电

话的手势）

张 成：（拨电话）司务长……

（张成的这一声喊，让王强和孙跃

都很意外）

张平根：（幕后）张成，是你吗？

张 成：司务长，生日快乐！

张平根：谢谢。张成啊，你现在一

定是站在那块大石头上给我打电话，对

不对？

张 成：嗯，这块有信号的大石头，

还是当初你第一个发现的呢。

张平根：你们伙食怎么样？早上吃

的什么？

张 成：南瓜粥。

张平根：中午呢？

张 成：南瓜饼，南瓜汤。

张平根：晚上呢？

张 成：南瓜米饭，南瓜丝。

张平根：唉，我真想再回去给你们

做饭呦！

张 成：司务长，当年你从老家带

来的一包南瓜种子，种在这些石头缝

里，现在都已长成了，南瓜成了我们的

美食。上次有记者来采访，给我们总结

出“南瓜精神”，还在报上发表了呢。对

了，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报纸还

发表了孙跃写的诗！

张平根：孙跃写的诗发表了？好小

子，不简单。写的什么？念给我听听。

张 成：我没记住。司务长，我想

你了。

张平根：我也想你们，做梦都想再给

你们做顿饭。代我向班长和战友们问好。

张 成：嗯，司务长，再见！（走下岩

石）司务长向你们问好。

王 强：张成，今天不是司务长的

生日啊，是你父亲的生日，你还没往家

里打电话呢。

张 成：不用了。我爸他，一个星

期前就走了……

（短时间静场）

王 强：（王强替张成擦去泪水）兄

弟，对着岩壁喊几声吧，心里的悲痛会

减轻些。

张 成：喊过了，那天，我一个人喊

了100多声呢。

（三个战友拥抱在一起）

王 强：孙跃，该你了。

孙 跃：算了，班长，我不打了。

王 强：怎么了？

孙 跃：没什么，手机坏了。

王 强：知道了，是不是和女朋友

闹矛盾啦？

张 成：那更得打呀，今天是她的

生日，女孩要哄的，快打！

孙 跃：真的是手机坏了，你们看，

昨天巡逻跌了一跤，摔的。

王 强：（把自己的手机递给孙跃）

拿着，快去！

（孙跃接过手机，爬到岩石上）

孙 跃：罗琼，我不会再说想你了，

说了你也不会接受。我只想对你说，既

然我承诺了要在这里坚守，那就绝不会

食言。我来这里才3年，我们的排长在

这大山里已经守了整整14年了。寂寞

的时候，我就写诗，已经写了100多首。

遗憾的是，你不想读到它们……不说了，

祝你幸福！（默默走下岩石，把手机还给

王强）

王 强：（看了看手机）孙跃，你刚才

一个人演“独角戏”给我们看呢——这手

机根本没拨号。

孙 跃：吹了，打了她也不会接。

（幕后传来罗琼的喊声：“喂，孙

跃——”）

张 成：（指着幕后）孙跃，你看，谁

来了？

孙 跃：（十分意外）罗琼？（大声

喊）罗琼！

（身穿红裙子的罗琼跑上）

孙 跃：罗琼，你怎么来了？

罗 琼：我来看看你呀，不行吗？

王 强：行，太行啦！

罗 琼：孙跃，对不起，我不该跟你

说分手。其实，上次给你写了那封信，

我就后悔了。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你写

的诗，还有那些介绍你们的文章，才知

道你们这里的真实情况。我问你，你为

什么总是不跟我说实话？

孙 跃：我是怕说了，让你不放心。

（罗琼扑向孙跃，二人拥抱。王强

和张成拿出手机拍照）

歌声响起：“什么也不说，祖国知

道我。一颗博大的心啊，愿天下都快

乐……”

大 山 深 处 （情景剧）

■代江涛 解剑鹏

我喜欢读散文，偶尔也写散文。某
日，有人问我，散文中最能打动人的内核
是什么？我笑了。实际上，他已经做出
了回答。但凡能打动人的散文，自然就
靠散文中的情了。散文是情感的结晶，
以情动人，是散文写作者不二的选择。

在我眼里，散文是最大众化的文体，
也是最难写好的文体。说其大众化，是
因写散文的门槛极低，几乎每个人都可
以动笔；说其最难写，是因写散文最易流
于形式，堆砌辞藻，以至空泛苍白。所
以，一个作者对写作散文要有敬畏之心，
须倾情而写，切不可敷衍了事。

散文看起来多为作者在书写不经意
间发生的小事或感受，像是在搜罗人生
之路上散落的花瓣，但却充溢着巨大的
文学魅力和感染力。散文应该是作家为
自己灵魂放飞的白鸽，无论是叙事散文、
抒情散文，还是议论散文，都离不开“情”
的翅膀。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
书屋》是一篇叙事散文，我很早以前就读
过，印象至深，以至若干年后，我来到了
浙江绍兴的鲁迅故居，站在百草园里，仍
能回味出先生童年记忆中的那份真情。
他将情感融入到文中，将儿时的天真、幼
稚、欢乐的心理都尽情释放出来。

但凡流露真情的散文，读起来，我都
有种发自肺腑的共鸣。像朱自清的《背
影》，文字虽然是淡淡的，但父子至情却
是深深的；像林语堂的《秋天的况味》，将
秋天的色彩与人生的秋天熔于一炉，可
谓意味深长；像史铁生的《想念地坛》，将
安静的地坛与轮椅中的他相映成趣，书
写了一道笑傲人生的风景。

散文是最自由的文体，既可写人世
间的悲欢离合，也可写大自然的一草一
木，可谓嬉笑怒骂，风土人情皆成文章。
不过，写散文最忌讳矫情，尤其是那种装
腔作势的文字。这样的文字，不是空洞
无物的“假大空”，就是故弄玄虚的“文字
游戏”。这样的文章，其实不能称之为散
文，读起来让人感到不真实，甚至虚伪。
有的人以为文笔好，就能写好散文，其实
这是个误区。驾驭文字的能力对散文写
作很重要，但并不意味着就能写出优美
的散文。这个道理很简单：散文，是文学
中的一道风景，所抒发的是一种充满个
性的情感，但散文有一个宗旨，文笔一定
要流畅优美，感情一定要饱满真挚。散
文的写作，情感是不可或缺的，且始终是
最为活跃的因素。作品成章后，散文所
流露出的“自然”之情是作品的灵魂。所
以，不管文字有多么华丽，倘若缺了情韵
与情调的散文就是败笔。

在我眼里，散文的文字是有灵性
的。散文生命不竭的两大元素：一为真
实，二为真情。真实是以真情为基础的，
当然也离不开一个情字。散文应该是灵
魂的放飞与情感释放的结合体，既不像
小说可以任意虚构，漫无边际，也不像诗
歌可以天马行空，随欲跳跃。散文也可
称之为情文，是文学中抒发情感的最优
文体，因而才拥有了众多的读者。如果
散文少了情，其文学价值和所产生的情
感共鸣就要大打折扣。流淌真情的散
文，是最容易打动人心的。庐隐的《异国
秋思》，许多人读了都不禁为之喟叹动
容，就在于它不掺杂一丝假的东西，不是
为文而造情。庐隐一向以写个人心路而
著称，写游记不拘泥游记散文的套路，看
似漫不经心，却以个人的情感来推动作
品情节的进展。当她满怀凄冷，望着碧
水细流上两个少妇摇桨轻吟的情景，无

端情感凸起，喉咙哽咽，其情绪由个人往
事不堪回首转到“故国不堪回首”，抒发
了炎黄子孙的思乡忧国之情。

纵观古今中外流传下来的散文，无
一不是倾注了真实情感的纵情之作。譬
如：诸葛亮的《前出师表》、王勃的《滕王
阁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苏轼的《前
赤壁赋》、茅盾的《白杨礼赞》和魏巍的
《依依惜别的深情》、泰戈尔的《人生旅
途》、卢梭的《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
都德的《从阿尔卑斯山归来》、海明威的
《不散的筵席》等。这些散文精品无一不
渗透着作者热烈的情感和真实。散文是
自有文明以来生命力十分长久的一种文
学体裁，千百年来经久不衰，其风采与魅
力实难以一言尽叙。

在我眼里，散文虽多为短小的文字和
生活的片断，但演绎的却是人的悲喜，人
的爱恋，人的眼泪。凭借那一片片真情，
读者就会被深深感染，恰如读者的泪光可
溅落一湖，作者可让情感从水中浮起。写
散文凭的是一种心境，将情感渗透在字里
行间。出于对散文的喜欢，我写散文只为
舒展自己的思想和心灵。我的体验是，无
论写亲情、写友情、写爱情、写乡情、写往
事、写风景都是如此。散文作为主情的文
字，是一种直接表达情愫的文学样式。散
文写作是自由灵活的，且不受拘束，或触
景生情，或直抒胸臆，表现的都是触动作
者内心的感受。在散文的天地间，自有曼
妙无垠的大千世界，也有微妙莫测的心灵
原野，我会沉醉在自己的写作里，情感上
也会得到美的享受。

品读散文，我就犹如在文字的田野
里行走，有时会坐在绿荫下与文字对话，
读到情深之处，我会与作者一起心跳，一
起悲喜，一起畅想……散文有了情，就像
文字插上了翅膀，作品有了生命。情感
如云，那就会有天空一般的高远；情感如
水，那就会有飞瀑一样的奔泻。于是，我
会徜徉在散文的天地里，静静地欣赏
着。读后，或沉浸在诗情画意间，或沉醉
在激情澎湃中，或沉思在悲欢离合里，或
许这就是品读散文的惬意吧。

品
读
散
文
的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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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

当洪水来袭
■张宸硕/绘 陈登科/文

兵 漫

1.洪水来袭，子弟兵闻令而动、展开救援。 2.战士们将受困群众安全救出。

3.受困儿童被战士们转移至安全地带。 4.一名小学生为倚墙休息的战士送水。

5.风餐露宿，战友间互相关心。 6.忙碌间隙，大家席地而坐，短暂休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