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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过一幅字概括自己的一生：“七十风云见高

低，八十晨跑六公里，九十电脑写文章，百岁回望换

天地。”今年，我 101岁了，仍时常想起当年在战场上

的情景，想到那些艰苦奋斗的岁月，心中无限感慨：

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中

国人民的接续奋斗，才能有今天的“换了人间”！

1937 年，我 17 岁，被日寇强征去当脚夫。我

亲眼所见，日寇惨无人道地烧杀抢掠、肆意践踏我

的家乡，跟我一起的一位男青年因为脚力差了些，

死 在 日 寇 刺 刀 下 …… 这 一 幕 幕 对 我 的 触 动 太 大

了。“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

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可以

说，我是唱着这首《松花江上》，义无反顾地加入了

革命队伍。

1938 年 5 月，在哥哥魏麟甫的带领下，我加入

了向往已久的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那时，哥

哥已经是共产党员。同年 6 月，我也光荣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

在泰安，我看到年轻人聚在一起，高唱《松花江

上》《大刀进行曲》《五月的鲜花》《游击队之歌》，对

于当时国家的积贫积弱，对于民族的危在旦夕，他

们无比愤慨，很多人流下了泪水。那个场景、那些

歌声至今深深印刻在我脑海中。几十年过去了，我

依然能一字不落地唱出来。

当时，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青年工作团有

30 多个年轻人。大家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学唱抗

战歌曲，接受革命精神的洗礼。如歌中所唱的：“五

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

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正顽强地抗战不歇……”

1938 年 11 月，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整编

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我们的青年工作更

加活跃。部队休整时，集合到泰（安）肥（城）山区。

兄弟部队遇到一起，我们做青年工作的就领着大家

唱歌。看哪支部队歌声整齐、声音嘹亮，哪支部队

朝气蓬勃、斗志昂扬。

彼时国将不保，家又焉能存在？我的父亲、哥

哥、姐姐、嫂子等多位亲人都投身抗战。那个年代，

大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誓死不做亡国奴。国临危

难时，竭我一滴力。这样的选择，终生无悔！

我抱着这样坚定的信念，先后参加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没想到，时隔 70 多年，我又穿上了八

路军军装。

2015 年 9 月 3 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举行了盛大的阅兵

仪式。阅兵前两周，我接到通知，邀请我以八路军

老战士的身份参加阅兵盛典。

那天北京晴空万里，我们 8 点开始登车，我坐

在“抗战老兵方队”第一辆车

的第四排。鸣礼炮 70 响之后是

升国旗，军乐伴奏下，阅兵典礼开

始。向着主席台、观礼台敬礼时，

我百感交集。我们当年的大刀长矛、

土枪土炮，换成了如今的飞机、坦克、

导弹，曾经想都不敢想的梦成真了。没

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祖国的今天。时代

在变，部队装备在变，但中国军人为国为民

的气节，从来没变。作为老战士，我打心眼

里感到自豪。

2019 年 10 月 1 日，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的阅兵典礼上，我坐在“致敬”方阵的第三辆礼

宾车。我穿着为此次阅兵专门定制的八路军军

装，胸前别着“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在

这两枚勋章下方，还戴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章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

念章。礼宾车驶过天安门，我再次认认真真地行了

一个军礼，手久久没有放下。

那次参加阅兵典礼，所有人都在为国家的强盛

欢呼喝彩。在当天的日记中，我这样记录：“从城市

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地、海洋，到处是五星红旗飘

扬。”我又想起那些牺牲和离世的家人、战友们，他

们若能看到今日的中国，看到他们曾舍命守护的国

家已如此强大，该多高兴啊！

每逢重大节庆，我都会写幅字来抒发感情。今

年是建党 100 周年，我也写了幅字。祝福党，祝福

祖国！

（本报记者王明峰采访整理）

图为魏克近照。

101101岁抗战老兵魏岁抗战老兵魏克克——

““百岁百岁回望换天地回望换天地””

大 家 常 问 我 是 如 何 演 绎《松 花 江 上》这 首 歌

的。我回答：“没有演绎，《松花江上》唱的就是我自

己，是从心底自然流淌出来的。”

我的童年是在日寇铁蹄下度过的。常听闻亲

戚朋友家十几岁的孩子，突然间就不见了，被日寇

抓去做苦工，再没回来。每天胆战心惊，常年挨饿

受冻，唱歌成了我儿时唯一快乐的事。我从小便会

唱《松花江上》，一开始并不懂它的深意。有年冬

天，我在上学路上看到几辆简陋的木板车，拉着冻

死的同胞，那残酷的场景深深刺痛了我的心。1945
年，抗战取得全面胜利，父亲带着我上街，我指着地

摊问他：“那些白珠子是什么呀？”父亲告诉我，那就

是大米。当年已经 16 岁的我，才第一次知道大米

为何物。一切所见所闻，潜移默化地融进了我的

歌声。

每当我唱起《松花江上》，往日山河破碎的场景

与悲愤便会涌上心头，演唱时泪水常模糊了双眼。

1936 年，在东北军中开展抗日宣传工作的张寒

晖，目睹西安街头东北军民无家可归的流浪与彷

徨，谱写出了《松花江上》。“西安事变”前夕，这首歌

从西安一所中学唱响，其后迅速传遍全国。

我最难忘的是 1964 年参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的过程。我在第四章《抗日烽火》中演绎这

首歌。周恩来同志亲自提出歌词的修改意见。对我

而言，那次演出是艺术熏陶，也是思想教育。

“心声岂止三千万，一曲哀歌动地天。”一曲《松

花江上》，唱出的何止是三千万东北同胞的心声？

它是亿万中华儿女悲愤交加、要求还我山河的呼

声！它使人泪下，又催人奋起。我不应把它仅仅理

解为是满怀离乡之思、国难之痛的悲歌，它已经成

为亿万人高唱的战歌。无数人闻曲悲叹，燃起革命

热情！无数青年高歌前进，奔赴抗日战场！

一同参演《东方红》、曾在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歌

唱家王昆告诉我，她与抗日前线的战士合唱过《松

花江上》，边唱边流泪，越唱越激昂。她说：“是革命

给了歌曲百倍的豪情和万千的气象。歌唱是艺术，

更是革命的号角、尖兵和鼓点。”这句话对我影响很

大，从此让我对这首歌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歌者用声音塑造形象、传递情感，应该努力让

听众体会歌曲的弦外之音、味外之味。《松花江上》

的动人，在于丰富的层次和意蕴。旋律上，这首歌

以环回萦绕、反复咏唱的方式展开，倾诉性的音调

贯穿全曲。歌词上，它以“怀故、漂泊、呼唤”的感情

脉络递进式地深入人心。以“森林煤矿”“大豆高

粱”“同胞”“衰老的爹娘”开篇，诉说家乡的美丽富

饶。之后，诉说丧家的哀痛、逃亡的惨境，控诉日本

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歌曲最后，用

饱含感慨的发问，唱出声声呼唤。“什么时候，才能

欢聚一堂？”将全曲推向高潮，蕴藏着抗争的力量。

张寒晖当年噙着眼泪写出的歌，一次次流进我

心，我又将这种深切的感受传递给观众。因为《松

花江上》，我被不少观众评价为“听他唱歌让人直掉

泪的演员”。我想，只有这样深耕时代、心系人民的

音乐作品，才能迸发出如此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我今年 92 岁了，很少再登台演出。但我坚

信，歌唱本身，也是一种责任、一方课堂。我有

义务将这样的歌曲和歌曲中的历史传承给今

天的年轻人。

几年前，我曾受邀给中央音乐学院声

乐系的学生们教学《松花江上》。我告诉

这些“90 后”年轻人，声音等于零。因为

如果只追求吐字发音，过度偏重技法，忽略情感表

达、生活体验，将“声乐艺术”变成了“声音艺术”，艺

术效果便等于零。鉴古知今，才是歌者的真正“底

气”。我希望年轻人提升对历史的理解力，在歌曲

中感悟人间正道与生活真谛，创造有生命力与感染

力的音响。艺术在感染他人的同时，也在实现歌者

自身的生命价值。

我还告诉这些年轻人，当年奔赴抗日一线的战

士们，那时的他们也正青春。那些意气风发的中国

少年，甘将热血沃中华，用无数生命之光点亮了一

个民族的光明，让子孙后代享受着他们披荆斩棘

换来的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他

们，才是真正的中国青年偶像！

不忘曾经烽烟起，心中长鸣警钟声。品

味《松花江上》，它悲怆的旋律，激荡于中华

民族的心灵史上，成为那段血与火岁月的

印记，使我们激愤，使我们清醒，更激励我

们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本报记者王瑨采访整理）

左 上 图 为 1964 年 李 光 羲 参 演

《东方红》时演唱《松花江上》剧照。

图①：人 民 英 雄 纪 念 碑 的

“抗日游击战争”浮雕（部分）。

图②：歌曲《松花江上》张

寒晖手稿，河北博物院藏。

图③：沈阳市“九一

八”历史博物馆纪念碑。

制图：蔡华伟、

赵偲汝

歌唱家李光羲谈歌曲歌唱家李光羲谈歌曲《《松花江上松花江上》》——

““心声岂止三千万心声岂止三千万””

前不久，反映精准扶贫历程的

《大地颂歌》在湖南卫视播出，引发

观众好评。去年，我曾在剧场现场

观看这部大型歌舞剧。如今回想

起来，感动依然。

《大地颂歌》以饱满的艺术激

情，讴歌了脱贫攻坚战中在一线奋

斗的时代楷模，赞美用奋斗改变贫

困命运的普通人。该剧直接反映当

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深入挖掘贫困

表象背后的原因，彰显时代气象。

剧中人物各有特点，具有典型

性。该剧用了很大篇幅描写主角

龙书记。他重感情，讲情义，一心

一意为人民群众服务。他一出场，

就碰到外出打工者故土难离、亲情

难舍的告别场面。面对困难重重的

扶贫工作，他唱出了豪迈情怀：“我

要努力改变这里，我要改变贫穷往

昔！”情感真挚朴素，人物表演处理

得真实可信。《大地颂歌》中，田二

毛不思进取，因懒惰致贫，与扶贫工

作队特别是龙书记构成了鲜明的

戏剧冲突。龙书记忘我牺牲、敢于

担责的优秀品质，如一面镜子，反

衬了碌碌无为、贪图小利的懒汉相

貌；又似一记响锤，敲击了村中奋

起的大锣，让不思进取者猛醒！

该剧以情写人，充分调动和运

用歌舞的艺术特点，细腻刻画扶贫

路上奋进者丰富饱满的情感世界，

动人心弦，感人至深。

“大地赤子”一幕是全剧情感

与故事的爆发点。演员张凯丽饰

演为脱贫攻坚献出生命的湖南炎

陵县委原书记黄诗燕的妻子彭建

兰。她深情的演唱，让观众深深地

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感伤之中。演

员万茜饰演扶贫英雄王新法的女

儿王婷。她一句撕心裂肺的“爸

爸，你为什么对自己这么狠心”，将

情感浓度推向极致。

《浏 阳 河》《共 产 党 人 好 比 种

子》等耳熟能详的旋律恰如其分地

嵌入了全剧，起到了抒情作用。用

饱蘸情感力量的歌舞集中塑造可

亲可爱可信的剧中人，是该剧的艺

术魅力所在。

该剧有一个贯穿性的道具，即

龙书记的红色日记本。扶贫日记

记录着个人的心路历程，全剧也因

此具有心理叙事色彩。剧中六幕

场景，都可以看作是龙书记的“内

心视像”，它们又引发其他人的内

心呼应，视像叠加，层层递进，相互

呼应，剧情因此展开。每一层视

像，依据心理逻辑和感情力量而呈

现，也由此完成了全剧审美意象的

表达。“风起十八洞”里的“共产党

人好比种子”之唱段，“一步千年”

里易地搬迁景象，“夜空中最亮的

星”里小雅向往的启航学校留守儿

童合唱团，“大地赤子”中张凯丽和

万茜含泪倾诉的亲人影像，都是如

此表现和表达。

全剧的舞蹈也带有鲜明的心

理意象特质。比如，剧中扶贫队员

小刘在泥石流中用手挖地寻找小

雅的舞段，由青年舞者刘迦完成，

他用富有表现力的肢体语言，张弛

有度地比拟艰难救人场景，舞蹈的

戏剧性和人物精神特质融为一体。

《大地颂歌》综合了歌舞艺术、

歌舞剧、影像等多种艺术形式，又

有生活原型的真实影像资料穿插

其中。电视播出版是从传统舞台

走上电视荧屏的全新实践。它用

影视镜头呈现人物表演，实现了舞

台艺术和影视艺术间的一次跨界。

（作者为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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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歌剧舞剧院舞剧团一

批“95后”演员主演的舞剧《到那

时》，创作历时两年，近日在国家

大剧院首演。这是迄今为止我创

排时间最长、收获最大的一部舞

剧。舞剧将改革开放以来 40 余

年的发展历程浓缩于父子两代创

业者身上，讲述了他们为建设粤

港澳大湾区而奋斗，从而实现人

生理想的故事。

如何浓墨重彩地呈现改革

开放这一历史进程？如何梳理

提炼出既承接又迭代的若干阶

段，将时代特征融入舞蹈的肢体

律动和空间调度中？我们创作

了贯穿全剧的“浪潮舞”，引出每

一幕，寓意一浪叠着一浪，时代

的大江大河奔涌向前。我们将

舞剧叙事分为改革开放初期、上

世纪 90 年代、2000 年后和当下

这 4 个时间维度。

舞剧的人物和情节的设置是

另一个考验。我们要提炼具有共

性、符合观众认知的情节。多次赴

广州市黄埔区采风后，我们选择

将焦点聚焦在有一定代表性的父

子两代创业者身上，将创业领域

锁定在通过自主创新走向科技前

沿的电子通信和生物医药行业。

父子两代的故事跌宕起伏，有着

说不尽的精彩。这份精彩，蕴藏

着不同的人生况味，不仅包含成

功的喜悦，也有创业的艰辛、挫败

的沮丧以及从头再来的坚韧。

在编舞方面，《到那时》对编导

把控能力的挑战更加直接。无论

群舞、四人舞、双人舞还是独舞，每

个舞段承担着双重功能，既要建构

叙事内在逻辑，还要通过肢体语

言塑造人物形象，从具体生活向

舞台意象延展。比如，全剧 4幕的

浪潮群舞，每一幕律动各异，但相

承递进，是代代相传的意象表达。

这段舞的编排，不仅表现出时代

发展、产业升级，更体现出主人公

从南下闯荡时的不安担忧，到如

今的从容自信，实现了精神层面

的升华。再比如，父子两代人两对

双人舞，表现两代人情感表达的差

异，舞蹈语汇值得细心品味。

我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

同步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这次创

作，让我更深刻地认识到奋斗的

荣 耀 、时 代 的 变 迁 和 祖 国 的 伟

大。记得汶川大地震后赴灾区

采风时，我曾目睹一群“80 后”

的勇敢与担当。去年，我们又被

冲 上 抗 疫 一 线 的“90 后 ”感 动

着。此时，一批“95 后”正激情

澎湃，在排练厅挥汗如雨，用真

诚创作致敬伟大时代。

（作者为中国歌剧舞剧院国

家一级编导）

图为舞剧《到那时》剧照。

用真诚创作致敬伟大时代
佟睿睿

⑨

1931年 9月 18日，侵华日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在白山黑水

间奋起抵抗。一曲《松花江上》响彻神州，唱出中华儿女悲愤不屈、奋起反抗的

共同心声。90年后，这歌声仍荡气回肠。本期，我们邀请抗战老兵魏克与歌唱

家李光羲，结合个人经历和感受谈歌声中不能忘却的历史。 ——编 者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