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有两首作品入选第九批“中国梦”

主题新创作歌曲。

歌曲《坚守》致敬“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时代楷模张富清。这首歌应中国音乐

家协会和湖北省文联之约而作，在此之

前，我已经在媒体上看到张富清的事迹，

很受感动。介绍他事迹的专题片，我是边

看边流泪。能为这样的英雄写一首歌，我

深感荣幸。我到湖北恩施张富清老人家

里探望时，老人对我说：“我活着就已经够

本儿了，当年大家一起去当兵，那么多战

友牺牲在战场上，应该多宣传他们。”当时

我就在想，这首歌不仅要宣扬英雄事迹，

更要对得起那些烈士。“想想我那牺牲的

战友，还有什么荣耀说得出口，摸摸我这

褪 色 的 军 装 ，咱 军 人 本 色 又 怎 么 能 丢

……”一拿到歌词，旋律就浮现在我脑海

里。词作者陈道斌说，张富清老人的本色

感动了他，歌词贴近老人质朴的风格。我

写的音乐也是平静平淡的风格。

歌曲《陕北绿了 百姓笑了》是一次采

风后完成的。以前一说到陕北，首先想到

黄土高原，我去采风时却看到一片生机盎

然的绿色。写作时，我借鉴了陕北民歌的

风格调式，用音乐传达人们的幸福感。

歌曲要被广为传唱，一定要贴近生

活。我以前的歌曲《常回家看看》《咱老

百姓》《好运来》等，之所以能被大众喜

欢 ，就 是 因 为 写 出 了 大 众 的 生 活 和 情

感。宏大主题的歌曲创作也要采取具体

化、生活化的艺术表达。选对了角度，歌

曲就一定会有人听。

宏大主题也要生活化表达
戚建波（歌曲《坚守》《陕北绿了 百姓笑了》曲作者）

歌曲《领航》的创作，对我而言是一

次挑战。最大难度莫过于如何在最短时

间内准确找到属于庆祝建党百年的艺术

表达方式。初看歌词，有一种澎湃、恢

弘、大气的直观感受，深入理解之后，又

看到了温暖细腻的情感表达。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乘风破浪，扬

帆 远 航 ，领 航 中 国 在 新 时 代 的 征 程 上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

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是为人民利益而

奋斗的先进政党。我一直觉得，生活在

这样一片土地上，是非常幸福且骄傲的

事情。对我而言，歌颂党、讴歌党，是发

自内心的、亲切的、真诚的，是带着满满

情意的，也应该是朴素的。在《领航》的

旋律创作上，我没有做过多设计，因为真

正从心底流淌出的声音是不需编排的。

在配器方面，我选择用管弦乐队去体现

这种恢弘且深沉、含蓄且深情的歌颂。

在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中，歌曲

《领航》是近 8000人的大合唱，完美演绎出

恢弘气势。我心里有种无法形容的感动，

光荣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这一刻，我深

深体会到，创作者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从心底流淌出的声音不需编排

亢竹青（歌曲《领航》曲作者）

《亲戚》是应 2021 年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央视春晚导演组的邀请所写，要求

主题是“亲情”。最终，我选择通过人物

的散点、场景的聚焦和时间的呼应，讲述

中国人最熟悉的“走亲戚”的故事。

创作歌曲，需要深入生活现场，去提

炼细微又充满温度的主题。《亲戚》是一

首很平静的歌，小姨、姑妈、舅舅、外婆、

表妹和表哥等，每个人都在各自的生命

里安顿着各自的生活。在填词时，我放

弃使用生活中戏剧性的变化，从平淡生

活、岁月静好中寻找力量。

对创作者而言，讲好自己的故事就

是讲好中国故事。那些动人的作品里，

一定有生动的故事、真诚的语言、澄澈的

心灵，让宏大主题回到平凡的人，从一个

“我”写出一群“我们”，从一个“你”写出

一群“你们”。我和你，我们和你们，就是

这个国家，就是这个时代。这要求创作

者在自己的故事里，提炼出共性命题。

只有具备这种开阔的视野和追求，才能

让流行歌词超越年龄、性别、身份、地域，

具有普遍性和跨越时空的持久性。

一首能流传的歌曲，往往是准确找

到了大众情感的最大公约数，也就是找

到共识、共情、共鸣。创作者要具备敏锐

的洞察力、强大的共情力，善于捕捉、发

现、感受那些高频率发生的内心情感涌

动，并通过我们独特的创造力，形成作

品，从而抵达人心。

找到共识、共情、共鸣

董玉方（歌曲《亲戚》词作者）

重走长征路的过程中，我去过一些

革命老区，参观过不少革命纪念馆，有一

样东西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马灯。站

在深圳灯火辉煌的街头，不由想起举着

火把、提着马灯的革命者，我的灵感被触

动了——不少创作者写灿烂阳光下的壮

美山河，我何不写写夜色中的美丽中国？

选择灯火这个意象，也因为它贴近

百姓。街巷社区，欢乐祥和，暖暖的灯

火，寓意当下中国百姓的美好生活。远

山的火苗，寓意摆脱贫困奔向小康的希

望。航船掠过灯塔，寓意中国与世界的

对话交流。广场庆典的焰火，寓意建党

百年的辉煌。灯火的改变，能够诉说一

个时代的伟大，描摹一个时代的巍峨。

从事主旋律歌曲创作几十年，什么

作品能让年轻人喜欢，一直是我思考的

问题。我有两点心得。首先要写真实的

生活，有时创作无需借助想象，按照生活

本来的丰富姿态真实记录下来，就已足

够生动美好。其次，歌曲一定要叙事，有

叙事，就会有结构、细节、场景，有叙事就

有了文学性，会增加作品的内涵和魅力。

歌曲《灯火里的中国》受到大众喜

爱，几个月内网络点击量达到数亿次，在

各大音乐学院被传唱，还成为一些地方

的广场舞音乐。这说明，歌曲唱出了百

姓心声，唱出了人们内心对党和国家、对

这个时代的感情。当然，这首歌的成功

同样离不开作曲家舒楠，旋律美妙而深

情、时尚而青春，这也是他在主旋律歌曲

创作上的突破。

以叙事增强歌曲的文学性
田 地（歌曲《灯火里的中国》词作者）

国家级重点文化工程、备受瞩目

的“京剧电影工程”，继 2017 年推出第

一 批 10 部 影 坛 佳 作 后 ，近 期 又 有《红

鬃烈马》《九江口》等新成果精彩亮相，

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当代京剧艺术和

电影艺术的完美结合，为京剧艺术“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有益启

示。“京剧电影工程”当初确立的“通过

舞台精致演出和电影精心拍摄两个环

节，将当代最优秀的京剧艺术家、音乐

家对国粹京剧艺术的优质传承和艺术

风采广泛传播，永远留存”的目标，正

一步步实现。

形成锤炼精品的共识与合力

京剧电影是京剧和电影两种艺术

形式的结合，两者相互依存、互相适应，

又有主次之分。在某种意义上，京剧电

影是对京剧艺术的银幕再加工，是以电

影艺术的表现手段，力求充分发挥京剧

艺术特点，展示戏曲魅力。对京剧艺术

的优质传承，决定着它必然是精品工

程，而“永远留存”则要保持经典品格，

真正经得起岁月检验。

2011 年，“京剧电影工程”在大力

弘扬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

背景下启动，体现出强烈的精品意识

和对京剧经典的敬畏之情、珍惜之心。

“京剧电影工程”领导小组和由资

深京剧表演艺术家、剧作家、戏剧理论

家、电影导演组成的艺术指导小组，以

“弘扬正能量，故事性强，好听、好看”

为标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

一，兼顾深受观众喜爱的传统骨子老

戏、重要艺术流派代表作和新中国成立

以来创作的优秀新编剧目，并联系当前

京剧传承的实际状况综合考量，反复挑

选，多次论证，精选拍摄剧目。剧目和

主要演员阵容确定后，坚持“一戏三评”

的原则，即在剧本修订、舞台试演和样

片 审 看 3 个 环 节 ，先 后 召 开 研 讨 会 评

议，专家和相关院团、摄制单位坦诚交

流，集中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形成锤炼

艺术精品的共识与合力。

在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推动

下，在中宣部和国家相关部委以及京津

沪闽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京剧界、电

影界全程参与，从 2011 年开始，历经 10
年，拍摄京剧电影 21 部。其中《龙凤呈

祥》《霸王别姬》《状元媒》《秦香莲》《萧

何月下追韩信》《穆桂英挂帅》《谢瑶环》

《勘玉钏》《乾坤福寿镜》《赵氏孤儿》《大

闹天宫》《贞观盛事》《四郎探母》《红楼

二尤》《群英会·借东风》《文姬归汉》《捉

放曹》《红鬃烈马》《九江口》《满江红》已

拍摄完成，《锁麟囊》正在拍摄中。

重视剧本修订及艺术传承

“京剧电影工程”非常重视“一剧之

本”的修订。传统名剧历经几代大师、艺

术家的传承演绎，堪称经典，却也因风格

和某些细节的个性化处理，形成多个版

本，拍摄电影“永远留存”，就需再作比

较、有取舍，力求做到优中选优。京剧流

派代表作，普遍在演唱艺术方面具有很

高的欣赏流传价值，但一些剧目故事性

和戏剧冲突偏弱，尚待加强，部分新编剧

目仍有加工空间。从舞台到银幕还需适

应电影要求，因而剧本修订成为“京剧电

影工程”起步阶段的重要一环。针对不

同剧目，或小组攻关，或一人执笔、集体

讨论，有的戏反复修改了多稿。

修订经典，特别是传统名剧，也是

学习、参悟的过程。如《群英会·借东

风》，现在仅“京剧音配像”剧目中就有

7 个版本。此剧历史悠久，取材于三国

时期的赤壁之战，戏曲舞台从明清传奇

到京剧前身之一的汉调，都有相关剧

目。京剧形成以后，几经改编，第一代

京 剧 艺 人 卢 胜 奎 编 撰 的 36 本《三 国

志》，其中包含 8 本《赤壁鏖兵》，但传到

后来的整理者萧长华手中，不仅不够完

整，而且残缺不全。据萧长华后来追

忆，他遵效卢胜奎的做法，以《三国演

义》为依据，将旧本子拼凑在一起，一场

一场攒起来，然后参看书文，逐字逐句

地核对订正，填残补缺……由此留下了

“午夜挑灯修史剧”的梨园佳话。

戏曲界历来崇尚老一辈艺术家言

传身教、后人虚心向学的优良传统。“京

剧电影工程”的入选剧目，除少数由老

艺术家领衔担纲外，大多由实力强劲的

中青年演员组成，在舞台展演和影片拍

摄阶段，他们得到了老艺术家们的热情

关心和指导。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

带病出席研讨会，针对梅派名剧《穆桂

英挂帅》一剧的表演，叮嘱青年演员：

“电影和台上还是不一样，一定控制好

表演的力度，不比在台上，别太狠劲了，

稍微收敛一些，提高内在力量而不形于

外。”梅葆玖对父亲梅兰芳在台上印象

最深的是：“一出台，没什么动作，也未

看台下，到听说番邦犯境——啊？一拧

腰、瞪眼，就是穆桂英了。刚出台时是

贤妻良母样儿，一瞪眼，就是女将穆桂

英……含蓄还要放开，放开还要贴合角

色身份……”梅葆玖这段舞台记忆的追

述，把电影与舞台表演差异，艺术家把

握角色和瞬间的微妙变化，栩栩如生地

描述了出来，饱含艺术哲理和指导意

义。程派名家李世济和创演《谢瑶环》

一剧的杜近芳等老师当时年事已高，仍

坚持与艺术指导小组的专家们一起，就

“京剧电影工程”的相关剧目发表真知

灼见，涉及自己的代表作，更是精心授

课授艺，做出了宝贵贡献。

新技术与“四功五法”巧妙结合

“京剧电影工程”好戏连台，其中唯

一的武戏《大闹天宫》引人注目。武戏

历来被视作京剧的半边天，在世界剧坛

别具一格。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和亦

庄亦谐的形式风格，主人公孙悟空嫉恶

如仇、神通广大而又质朴风趣的艺术形

象，深受中外观众喜爱。上世纪 50 年

代，中国京剧团赴国外巡演，李少春等

艺 术 家 演 出 的 京 剧《闹 天 宫》载 誉 归

来。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在《闹天宫》

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思想内容，经剧作

家翁偶虹扩编、李少春进一步丰富舞台

呈现，京剧《大闹天宫》呈现在舞台。

日前，京剧《大闹天宫》拍摄成电

影，被视为提振武戏雄风的重要机遇。

“京剧电影工程”高度重视，将其列为

“重中之重”剧目。排练、拍摄的基地选

定在福建京剧院和福建电影制片厂，同

时针对该剧内容体量大、角色众多特别

是武戏部分繁难，组织各地京剧界力

量，与 10 余家京剧院团协作，剧组演职

人员达 165 名，仅演员就有 81 人，其中

40 名武戏演员来自兄弟院团，主角孙

悟空由精选的 4 位青年武生新锐共同

饰演。导演组实力雄厚。导演程箓是

京剧武戏演员出身，有多年影视剧从业

经验，此外又特聘 3 位资深的武戏老艺

术家辅导排练，“京剧电影工程”艺术指

导小组 6 位专家直接参与了编导工作。

京剧《大闹天宫》为运用电影新技

术提供了广阔空间。如，影片首次出现

花果山的画面，通过电脑特效，“种”出

漫山遍野的小猴，“闹”出熙熙攘攘的气

氛。“凯旋图”中，通过电影特技“种”出

密密麻麻的天兵天将。用 CG（电脑动

画制作）制作丹炉的内外透视，表现孙

悟空和太上老君隔着丹炉斗法，从电影

镜头可以看到孙悟空在炉内被烈焰烧

得由黄变红，翻出一串“小翻”，最后一

声巨响破炉翻出，营造震撼的视觉效

果。电影新技术和京剧的“四功五法”

巧妙结合，拓展了舞台表现的边界，也

显示了京剧武戏的优势和潜力。

《大闹天宫》一剧，延伸的不仅是精

彩的舞台效果。该剧舞台版的排练、打

磨，用了将近 1 年的时间，电视播出后获

得好评，电影拍摄完成又反复论证，经过

了 2次较大的调整和完善。这一过程，体

现出“京剧电影工程”对传统经典坚持高

水平传承、再造精品的执着追求。

奋进不息、精益求精的艺术精神，

将伴随“京剧电影工程”的每一部作品，

给观众带来更多精彩和感动。

图①：京剧电影《霸王别姬》海报。

图②：京剧电影《龙凤呈祥》海报。

制图：赵偲汝

用电影留存京用电影留存京剧经典剧经典
刘连群刘连群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中央

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等单位联

合出品，人民日报数字传播有限公司等

单位联合摄制的百集微纪录片《百年求

索》，近期在央视频、学习强国、新华影

像、人民数字等平台播出，引发观众的

关注和点赞。

《百 年 求 索》集 中 反 映 了 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领 导 下 ，中 华 儿 女 壮 怀 激

烈、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奋斗历程，

用影像语言讲述党的不懈奋斗史、不

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

自身建设史，集中反映建党百年的伟

大历程、伟大成就、伟大精神，浓墨重

彩弘扬了伟大建党精神。该片定位准

确 、脉 络 清 晰 、叙 议 自 然 ，见 史 实 、见

人物、见道理。

在主题表达上，《百年求索》准确

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

本质，以百年来的重大历史事件、重大

方针政策、重要会议和重要人物为切

入点，通过一个个铭刻着光荣印记的

历史瞬间，串联起中国共产党百年的

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该

片用影像生动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一经

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 族 谋 复 兴 确 立 为 自 己 的 初 心 和 使

命。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

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就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尤为可贵的

是，该片对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

议、重要人物做到了正确认识和科学

评价，实事求是地看待党史中的一些

重大问题，既不因为成就而回避失误

和曲折，也不因为探索中的失误和曲

折而否定成就。

在阐释方式上，《百年求索》以鲜

活的历史人物、感人的历史细节为依

托 ，从 理 论 逻 辑 、实 践 逻 辑 和 历 史 逻

辑 3 个 层 面 ，立 体 呈 现 中 国 人 民 近 代

以来 180 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 100
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 72 年发展

史 、改 革 开 放 40 多 年 实 践 史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取 得 的 历 史 性 成

就 、发 生 的 历 史 性 变 革 。 通 过 生 动 、

深 入 、具 体 的 纵 横 比 较 ，把 基 本 史 实

讲 得 明 白 、基 本 脉 络 讲 得 清 晰 、基 本

道理讲得透彻，很好地回答了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等重大问题。

在视觉呈现上，《百年求索》的创作

者致力于讲好党史故事、彰显信仰伟

力，结合影像、配乐和剪辑等多种手段

打造富有新意的视听感受，有机融合了

纪录片的生动性、大众性和感染力，生

动展现了百年历史进程中国家、民族、

个人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有利于世界了

解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中

国微纪录片创作和推广模式的一次有

益尝试。

《百年求索》致力于讲好中国共产

党的故事，大力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

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

民好的时代主旋律，更加坚定受众的

“四个自信”。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踏

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

之路，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

奋进路。《百年求索》片尾以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为背景影像，展

现了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不可阻挡

的坚定步伐。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

究院）

百集微纪录片《百年求索》

讲好党史故事 彰显信仰伟力
班永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

中指出中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把人生追求把人生追求、、艺艺

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以文弘业以文弘业、、以文培以文培

元元，，以文立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以文铸魂，，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写在人民奋斗

的征程中的征程中。”。”日前日前，，由中宣部等组织开展的第九批由中宣部等组织开展的第九批““中国梦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主题新创作歌曲

遴选工作完成遴选工作完成，，2424 首歌曲脱颖而出首歌曲脱颖而出。。本版邀请其中本版邀请其中 44 位词曲作者位词曲作者，，分享创作分享创作

体悟体悟。。文章由本报记者周飞亚采访整理文章由本报记者周飞亚采访整理。。 ——编编 者者

“京剧电影工程”在
大力弘扬与传播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
下启动，体现出强烈的精
品意识和对京剧经典的
敬畏之情、珍惜之心

“京剧电影工程”当
初确立的“通过舞台精致
演出和电影精心拍摄两
个环节，将当代最优秀的
京剧艺术家、音乐家对国
粹京剧艺术的优质传承
和艺术风采广泛传播，永
远留存”的目标，正一步
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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