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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节 是 中 华 儿 女 最 为 珍 视 的 节

日。在人们心中，它不仅是一个节日，

还凝结着中华儿女浓浓的血脉亲情和

民族情怀。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春节作

为中国人庄重的文化仪式与紧密的情

感纽带始终没有改变。

春节期间，不论是在广播电视里，

还是大街小巷、城市商超、村镇集市，人

们常常会听到《春节序曲》那熟悉又动

人的旋律。这首温暖祥和的民族交响

乐作品，以厚重的传统文化为根基，运

用西方交响乐的体裁形式，生动传递出

中华文化之精彩，展现了中华儿女丰富

的情感世界和乐观的精神风貌。

《春节序曲》出自我国著名作曲家

李焕之创作的《春节组曲》第一乐章。

《春节组曲》共分四个乐章，分别是：第

一 乐 章《序 曲—— 大 秧 歌》、第 二 乐 章

《情歌》、第三乐章《盘歌》、第四乐章《灯

会》。在这部大型管弦乐组曲中，作曲

家借鉴了西方交响组曲的体裁形式，结

合我国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及民间音

乐宝藏，用鲜活生动的音乐语言展现了

中国人民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情景。

《春节组曲》富于浓郁的中国民族

音乐特色，尤其是其中的《序曲——大

秧 歌》以 陕 北 民 间 秧 歌 的 音 调 和 节 奏

为素材，旋律明快，充满活力。因这首

序曲深受群众喜爱，广为流传，后来第

一乐章就以《春节序曲》为曲名，作为

独 立 的 作 品 演 奏 。 1983 年 ，中 央 电 视

台举办首届“春节联欢晚会”，在晚会

的 开 篇 奏 响 了 这 首 喜 气 洋 洋 、民 族 韵

味十足的《春节序曲》。从此，每年春

节，这部作品就会伴随着央视“春晚”

飞进千家万户。

《春节序曲》的创作灵感源于李焕

之在延安时期丰富的生活体验和厚重

的革命情感积淀。李焕之，1919 年生于

香港，自幼天资卓越，聪颖好学。1936

年，他考进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跟

随 我 国 著 名 的 音 乐 教 育 家 萧 友 梅 学

习。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满目疮痍的

祖国、流离失所的同胞，李焕之满心惆

怅。1938 年 7 月，年仅 18 岁的他找到了

人生的理想——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

身中华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同年 11

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李

焕之考入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师从人

民音乐家冼星海学习作曲、指挥，毕业

后留校任教员。

1942 年，李焕之参加了毛泽东同志

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

岭中共中央办公厅那间会议室里，大家

围绕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工作者的

立场、态度、工作对象等重要问题，各抒

己见、热烈讨论。会后，在《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广大

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积极向民间艺术

汲取创作灵感。1943 年春节，鲁艺师生

掀起了大规模的新秧歌运动。这一切，

对李焕之在艺术观念和创作风格上产

生了巨大影响，也为他后来创作《春节

组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李焕之曾撰文《在毛泽东文艺思想

的教导下》，详细讲述了他从 1943 年到

1953 年的生活和对民间音乐素材的积

累，以及后来创作《春节组曲》的过程，

记述了他和同辈作曲家们在延安新秧

歌运动后，在音乐创作中的探索实践。

谈 到 创 作《春 节 组 曲》，李 焕 之 深

情回忆起当年在延安过春节时热闹欢

腾 的 场 景 。 艰 苦 卓 绝 的 革 命 岁 月 里 ，

革 命 根 据 地 的 人 民 群 众 热 情 欢 庆 春

节，锣鼓喧天、载歌载舞，充分展现了

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和对革命必胜的

坚定信念。《春节序曲》正是以火热的

生 活 体 验 为 基 础 ，汲 取 陕 北 传 统 的 秧

歌 音 调 和 陕 北 民 歌 为 素 材 谱 写 而 成 。

作 品 开 篇 ，管 弦 乐 队 以 强 烈 的 节 奏 律

动 、粗 犷 豪 放 又 亲 切 质 朴 的 陕 北 特 色

曲调拉开序幕。伴随着热烈奔放的旋

律 ，作 曲 家 仿 佛 带 领 着 欣 赏 者 走 入 了

厚重深沉的陕北高原。

秧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

代表，许多地区都有富于特色的秧歌形

式。在陕北地区，秧歌的表演形式通常

分为“过街”“大场”和“小场”三部分。

“过街”是秧歌队在街上行进时，按音乐

节奏表演的一些简单舞蹈动作。“大场”

是大型集体舞。在热闹的气氛中，舞者

走出各种复杂的队形。“小场”是两三人

表演的带有简单情节的小型舞蹈或歌

舞小戏。为了在音乐创作中充分展现

陕北秧歌的文化特色，作曲家采用了复

三部曲式结构，运用传统的中国民族五

声调式为基础，通过秧歌音调和节奏的

恰当运用，生动传神地营造出热情似火

的节日场景。

《春节序曲》的开篇就极富艺术感

染力。乐队齐奏干脆利落，旋律在高音

区 的 强 奏 ，烘 托 出 浓 郁 的 节 日 欢 快 气

氛。在这个部分，作曲家巧妙将引子部

分设计为两个主题。第一主题奠定了

全曲热烈欢快的情感基调，这部分正是

作曲家刻画秧歌中“过街”的场景。为

了体现民族音乐特色，作曲家在传统交

响乐团编制的基础上，增加了富于民族

特色的乐器——锣鼓，使乡土气息扑面

而来，质朴亲切。管弦乐队与锣鼓热烈

的演奏，营造出优美动听又活力十足的

音乐线条。此外，铜管乐器组辉煌的金

属气质，有力衬托着第一主题的热烈气

氛。引子第二部分延续了第一部分的

音乐风格，采用木管乐器组与乐队合奏

的对比形式，带来一股清新优雅的田园

风，温暖而宁静。作曲家采用了不同乐

器组合及音色与力度的对比，使得音乐

形成一问一答、一强一弱，生动对比，遥

相呼应，表现了温暖祥和的气氛。

在长达 34 小节的引子过后，乐曲

迎来了第一部分。这个部分是表现秧

歌“大场”的舞蹈，由木管组中极富艺

术表现力的长笛和双簧管演奏出第一

部分的第一主题。弦乐器拨奏的巧妙

设 计 ，突 出 了 鲜 明 的 秧 歌 舞 蹈 节 奏 。

不同乐器组之间音色的交替进行和节

奏变化，使音乐变得温暖柔和，生动地

刻 画 了 秧 歌 舞 蹈 者 的 动 人 形 象 。 随

后 ，音 乐 进 入 短 暂 而 热 烈 的 连 接 部 。

这个部分节奏紧凑、速度加快、音乐灵

动 ，一 股 难 以 遏 制 的 火 热 激 情 伴 随 着

乐 队 铿 锵 有 力 的 演 奏 倾 泻 而 出 ，将 作

品 推 向 高 潮 。 随 即 ，音 乐 进 入 第 二 部

分 ，这 个 段 落 可 以 说 是 整 个 作 品 的 点

睛之笔。在第一部分浓烈气氛的衬托

下，音乐趋于平静，情绪缓和，用来表

现传统秧歌中的“小场”。中部主题率

先 由 木 管 组 的 双 簧 管 吹 奏 ，大 提 琴 拨

弦，旋律富于诗情画意，甜美悠扬，一

股浓浓的思乡情和发自内心的宁静与

幸 福 感 ，伴 随 着 柔 和 亲 切 的 旋 律 缓 缓

流 过 心 田 ，好 似 久 别 重 逢 的 亲 人 终 于

团聚、互诉衷肠。这个部分，作曲家将

陕北民歌《二月里来打过春》的旋律融

入 其 中 ，充 满 了 浓 郁 的 地 域 特 色 。 随

后，乐曲进入火热的再现段，作曲家将

热 烈 的 情 感 推 向 顶 峰 ，重 新 回 到 了 开

场时秧歌“大场”的火热氛围中。乐队

全 奏 并 加 入 打 击 乐 ，在 极 其 热 烈 的 高

潮 中 结 束 全 曲 ，将 人 们 欢 欢 喜 喜 过 春

节的快乐心情表现得酣畅淋漓。

这 首 作 品 于 1956 年 首 演 后 经 久

不 衰 ，不 仅 奏 响 在 中 华 大 地 上 ，也 演

奏在世界音乐舞台上。它温暖动人的

旋 律 里 ，凝 结 着 中 华 儿 女 共 同 的 情

感 。 许 多 身 在 海 外 的 华 人 华 侨 ，只 要

听 到《春 节 序 曲》那 浓 郁 民 族 风 韵 的

曲 调 ，总 会 情 不 自 禁 地 唤 起 对 故 土 的

眷 念 之 情 。 2007 年 ，《春 节 序 曲》“ 搭

乘”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

进入太空。那熟悉的旋律回荡在宇宙

空 间 ，向 世 界 展 示 了 中 华 音 乐 文 化 的

艺术魅力。

具有浓郁民族风韵的旋律
——管弦乐作品《春节序曲》赏析

■林国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

符。”王安石诗中的“新桃”“旧符”即为

“桃符”，后来演化为春联，传承至今。

那 一 抹 抹 代 表 着 欢 乐 喜 庆 、吉 祥 如 意

的中国红，如同一束束火焰，让城乡的

面 颊 鲜 亮 起 来 ，让 清 凛 凛 的 寒 冬 泛 出

暖意。于是，有了悠悠乡情，有了浓浓

年味。

我属于怀旧之人，总觉得春联承载

了太多传统文化，应当手书。那些从印

刷机器中“走出来”的春联，虽然黑字金

字、楷书行书，形式多样，色彩艳丽，印

刷精美，但是没了沁人心脾的墨香，少

了边写边念的兴致，淡了纯真朴素的味

道，缺了温馨如初的感觉。手书春联，

其实是将心底里最美好的愿望抒发呈

现出来。因此，每年我都自己写春联。

“虎岁欢歌除旧疫，兔年喜庆迎新

春。”墨香弥漫，笔下生风，我一气呵成写

出了第一副春联。自我欣赏一番，不由

得沾沾自喜，也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记忆中，小时候，老家的小村子里

几十户人家，只有一位退役军人会写春

联。母亲告诉我，这位军人叔叔在部队

是做宣传工作的，不但字写得好，画也

画得好。临近除夕前几天，乡亲们拿着

红纸到他家排队写春联。我到了军人

叔叔家，看到屋内铺满写好的春联，字

迹未干，散发着淡淡墨香。轮到我时，

告知有几扇对开门、几扇单幅门，便和

叔叔一道裁纸。根据字的多少，叔叔比

划着折一下纸格，随即悬腕提笔，如行

云 流 水 般 ，一 句 句 祝 福 的 话 语 跃 然 纸

上。每写好一副春联，我就小心地捧起

放在一边摊开，待墨迹干后才卷起来。

军 人 叔 叔 的 字 潇 潇 洒 洒 、自 由 奔

放、力透纸背。当时我就暗下决心，要

好好读书，长大后也要写一手好字，尤

其是毛笔字。

后来，我考取了师范专业，成为一

名准老师。学校每天安排 20 分钟练字，

毛 笔 字 、钢 笔 字 、粉 笔 字 都 要 考 试 过

关。毛笔字练习的范本，是柳公权《玄

秘塔碑》。时间长了，我的字渐渐有了

那种“筋骨”。

自打师范毕业进城工作后，我就告

别了毛笔。近几年，我又重新拿起毛笔

练字，一改过去练的楷书，开始临摹王羲

之行书，并跟着本地一位老师学书法，有

了些长进，觉得可以自己写春联了。

社区领导知道我会书法，请我为军

属和退役军人家庭义务写春联，我欣然

答应。根据每户的情况我一一去写，先

为几位军属家庭送上了“军属院中盈瑞

气，光荣牌上满春风”“保家卫国英雄门

第，立业建功幸福人家”等春联。有位

退役军人刚乔迁新居，我送上“喜居宝

地千年旺，福照家门万事兴”。有位退

役军人正自己创业，我送上“从军勇做

昂头虎，创业甘当俯首牛”。有位军属

喜添贵子，我写了“春到风光美，家兴喜

事多”。有位军属要贴在乡下老家大门

上，说村里人还是喜欢方方正正的字。

于是，我一笔一划用楷书写了“家过小

康欢乐日，春回大地艳阳天”。还有几

位军属是外地人，想把春联寄回家，向

父母和亲人们表达新春祝愿。我写下

“春风送暖家业兴，兔年吉祥人安康”

“ 和 顺 一 门 添 百 福 ，平 安 二 字 值 千

金”……大家手捧鲜艳的春联，念着充

满新年祈望和美好祝福的字句，个个喜

笑颜开。我仿佛看到他们的日子如红

艳艳的春联，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喜庆，

越来越祥和。

今天的幸福生活离不开钢铁卫士

的守护，我为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写了

一副春联“高歌家国迎春曲，喜颂军民

鱼水情”。我们的幸福生活源于国家繁

荣昌盛，以后的日子会更加美好。我饱

蘸浓墨，为居委会写了一副春联，抒发

我们共同的心声：“峥嵘岁月辉煌创，盛

世年华伟业兴。”横批：“国泰民安！”

我为军人家庭写春联
■唐红生

一
我是从远古吹来的风，亲吻过西周

青铜何尊的容颜。铭文最早出现了母

亲的称谓，她豁亮的名字叫中国，她将

华夏文明播撒人间。

我的母亲在中国风的吹拂下，美

丽的名字一长串：华夏、中华、九州、神

州……可爱的中国，一出世就气象万

千，每个闪光的名字都动人心弦。

我遇见了微笑的历史老人，老人家

亲切地告诉我，中国的源头非常遥远，

东风浩浩吹拂了五千年。

伏羲乘风牵来彩霞神游，女娲踏云

捧出五色石补天。河姆渡文化扬起长

江狂波，半坡文明卷起黄河巨澜。

我是八面劲吹的中国风，呼啦啦飞

扬彩云旌旗展。仰韶彩陶与殷墟甲骨

文携手，良渚玉鸟与红山玉龙比肩。物

华天宝的大中国啊，东风浩浩升腾九州

方圆，好一幅秀美的万里河山。

二
我是从昆仑吹来的风，犹如鲲鹏直

上九万里云天，飞掠了嘉峪关、山海关、

居庸关。她巍然的名字叫中国，她将神

州锦绣铺满江川峰巅。我的母亲在中国

风簇拥下，尽显古刹山岚的广漠辽远，黄

山、庐山、泰山……还有那世界最高峰珠

穆朗玛，每座山都象征着华夏的伟岸。

我跟随母亲博大的身影，风拨琴

弦高山流水浪飞溅，望桂林漓江群峰

倒影山浮水，观杭州西湖望湖楼下水

如天。

看不够莫高窟云楼横架碧空，数不

清兵马俑陶土辉映骊山，听不完京剧国

粹做打唱念。

我是八面劲吹的中国风，呼啦啦越

过九州万重山。巴山蜀水烟波浩渺，青藏

高原巍峨蜿蜒，塞北江南绿野仙踪，南沙

海疆渔歌唱晚，好一派湖光山色美无限。

三
我是从南湖吹来的风，扬起了东方

欲晓的征帆。红旗漫卷，看狂飙尽吹万

山红遍，中国风掀开共和国的新纪元。

吹醒卢沟桥一轮晓月，吹红井冈山

漫山杜鹃，吹皱富春江一江春水，吹绿

南泥湾千顷桑田，中国风让每一寸沃土

换新颜。

我行走在最美长安街上，天安门红

灯映衬故宫红墙，大会堂金壁辉照北海

金檐，中南海惠风沐浴中华烂漫。

望不断嫦娥探月五星红旗耀寰宇，

说不完复兴号世界屋脊穿云天，笑不够

绿水青山如诗如画万家欢。

我是八面劲吹的中国风，呼啦啦虎

跃龙腾春满园。中国风吹得千山万壑

黛如墨，中国风吹得江河湖泊绿如蓝，

中国风吹得田园牧场高天阔，中国风吹

得万家灯火大团圆，好一派大美江山千

里莺啼声声唤。

中 国 风
■剑 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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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元旦一早，我翻看手机微信朋

友圈，已收到很多新年祝福，还有一些

自制或是网络下载的电子贺卡。随着

手机的普及和功能的不断优化，以往常

见的各式新年贺卡，现在已鲜见踪影。

回想那些年，我在元旦、春节期间收到

的各式明信片、贺卡可谓不计其数。其

中，有一枚手工制作的贺卡，虽然有几

分土气，却让我记忆犹新。因为这枚贺

卡上凝聚着一股浓浓的情意，每次看到

它，我便会回想起那次特别的生日，想

起那位可敬可亲的新兵班长……

那是 1991 年冬。当时的我，正在

苏北一座小城的军营里过着紧张的新

兵生活。班长是位湖南大个子，尤其一

双手出奇地大。他平日言语不多，人很

憨厚。

离春节还有 10 天，那天天空飘着

大雪，气温特别低。晚饭后，班长将我

们 9 个新兵喊到一起。只见他像变戏

法似的从床头柜中拿出了 18 个小鸡蛋

糕，依次排列成一枚五角星，接着又在

中间摆上了一小截蜡烛。然后，便让我

们拿来各自的牙缸，一一倒上水。大家

正纳闷时，班长拿出一枚卡片，双手递

给我说：“今天是你 18 岁生日。我了解

过了，新兵连期间，你是我们班上唯一

过生日的。春节后不久，你们新兵训练

结束就要分配下连了……”顿了顿，班

长又略带歉意地说：“本想买个生日蛋

糕和贺卡的，但团里服务社没有。训练

太忙走不开，也没法到县城去，只好拿

这些代替了。”我接过卡片。这是一枚

自制的生日贺卡，是用硬纸板糊上彩纸

做成的。封面上用钢笔细细地画着一

枚军徽，军徽下，两只雄鹰展翅翱翔在

朵朵白云上。打开一看，“刻苦训练 军

营成才——祝生日快乐！”13 个美术字

映入眼帘。

望着这枚手工制作略显粗糙的生日

贺卡，我一时竟说不出话了。我真不知

它是如何出自班长那双大手的。哦，18

岁生日！在这紧张的训练中，我自己都

几乎忘却，而班长竟会记得！霎时，我只

觉浑身的血液似乎一下沸腾了，一股暖

流涌遍全身，两行泪珠不知不觉间滑落

下来……

“嗨！你这是干啥！”班长急了，忙

说 ：“ 来 来 来 ，大 家 关 灯 ，点 上 生 日 蜡

烛！”灯灭了，那截小蜡烛也同时点燃

了，照耀着那个由小蛋糕组成的五角

星。烛光摇曳，照亮了房间，也温暖着

我的心房。我俯下身，噙着泪，庄重地

在心中许愿。接着，一口吹灭了蜡烛。

“好！”班长带头鼓起掌，“来，大家

举杯，我们以水代酒，为 18 岁干杯！”班

长端起了牙缸。

“ 铛 ——”，10 只 缸 子 碰 在 了 一

起。一口饮完“酒”，我们 9 个新兵不约

而同地抱在一起哭了。这泪水中，包含

着对家乡的思念，对亲人的眷恋，也凝

聚着对这温暖军营大家庭的热爱。

那晚，我躺在床上，捧着那枚手工

贺卡，第一次失眠了。室外，雪花仍纷

纷扬扬漫天飞舞，而室内却显得那样暖

意融融。

一晃 30 多年过去。当年的新兵班

长早已退伍返乡，杳无音讯。那枚手工

生日贺卡依旧陪伴着我，时时向我叙说

着那段往事，让我想起那位知兵爱兵的

新兵班长，忆起那个温暖如春的生日之

夜……

一
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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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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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作品拍摄的

是阿里军分区某边防

团官兵战术演练时的

场景。我采用高速快

门、仰拍方式定格了

官兵通过“染毒”地带

的瞬间，并利用景深

的控制使构图饱满，

主体更加突出。浓烟

滚滚，官兵勇往直前、

迅速出击，展现了敢

打敢拼的战斗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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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 锋
■图/文 刘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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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新风

七 彩 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