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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自我儿时起便已耳熟能详，然
而对这首歌曲印象最深的记忆是四
次“演唱”她的经历，且每次都有
着截然不同的感悟。

第一次大约是上个世纪80年代
初期——在江苏省读小学四年级
时，我当时所在的学校为了迎接党
的“十二大”胜利召开，组织了一
次全校的歌咏比赛。作为班里的文
娱委员，我义不容辞担任了本班合
唱的指挥任务。现在还依稀记得同
学们在舞台上唱得不遗余力、满脸
通红的样子，虽然演唱水平并不专
业，表演也很稚嫩，但是大家怀揣
着对党的赤子之心，齐心协力完成
了这首歌曲的表演，心里甭提多高
兴啦。

第二次是 2018年 3月，我接到
了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北京
市委党史研究室与北京市文联的邀
请——参与北京“红色文化丛书”之
一《北京红色文艺》的撰写工作。按
照分工，我负责第四章“北京红色音
乐”的撰写，其中就包括《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长征组歌》《江
姐》等13部 （首） 重要作品。虽然
自己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现当代音

乐史研究，这却是我第一次以学理
的目光审视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这首歌曲是一个由 10
个乐句组成的单乐段，颇有北方民
间音乐句句双的特征。前两句开门
见山、直奔主题——唱出全曲的主
旨，通过歌词的反复加以强调，显得
直白而质朴。从第 7句起，作曲家通
过一系列的排比句，以连珠炮式的
短句，逐步将全曲推向高潮，好似一
个人掰着手指头列举事实，给人以
理直气壮、毋庸置疑之感。歌曲以
铿锵有力的节奏和坚定不移的语
调，反映出解放区的民众对中国共
产党的热爱与拥护之情。

第三次是 2021 年 4 月中下旬，
我应邀担任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和旅
游局拍摄的海淀区音乐党课系列首
讲——《人间正道之歌》的主讲嘉
宾。在该讲音乐党课中，我重点讲
授了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 和合唱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
领南京》（毛泽东词，沈亚威曲）。
当时拍摄现场是在香山革命纪念
地，站在这片红色土地上，我对两
首歌曲的深刻寓意和音乐创作成就
进行了解读。在我看来，《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结尾的两

句，以“动力再现”的方式与开头
的两句遥相呼应，强有力地烘托了
主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是时，结合百年来中国共产党
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伟大历程，这
首歌曲中所描绘的中国共产党的崇
高、伟大之“灯塔”“舵手”形象，变得
愈发的具象、清晰、夺目。

第四次是2021年6月25日，在
国家体育场，我作为文化和旅游部

“评论小组”的成员，现场观赏了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
演出 《伟大征程》。在演出进行至
第四篇章“锦绣前程”后的“领
航”部分时，现场观众席上的 2万
名观众 （包括由北京地区的大、中
学生代表组成的合唱团） 与舞台上
6000名演员全体起立，同唱这首歌
曲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伴随着腾空而起的漫天绚烂烟花，
整个鸟巢燃爆了、沸腾了，几万人
唱同一首歌的歌声汇成了音乐的海
洋——响彻云霄，令现场的每一位
观众、演员都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

的精神洗礼。在那一瞬间，我情不
自禁地想到了有位诗人说过的一句
话：“凡是能开的花，全在开放，
凡是能唱的鸟，全在歌唱。”

四次“演唱”歌曲《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 的经历，看似
非常偶然的“一瞬间”，却是我对
这首歌曲及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认
知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历程。
这首歌曲自诞生之日起，伴随着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
立等时代的步伐，早已成为一曲
永恒的时代强音。

（作者系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

我参演的电影 《我的父亲焦裕
禄》 公映了。从 2009 年主演电视剧

《江姐》 开始到今天的十多年时间
里，我演过许多角色如江姐、杨开
慧、贺子珍、汪霞、龚全珍、高君曼
到徐俊雅等，涉及到革命历史题材和
现实题材中的许多英雄和杰出人物，
似乎可以说对于这些红色题材中英雄
人物、杰出人物都有过具体的演绎体
会，禁不住要问自己，作为一个演
员，自己是否真正懂得并准确诠释了
英雄人物的境界？是否在这十多年的
实践中有了一些关于革命现实主义题
材和红色戏剧美学的心得？

我 首 先 想 到 的 是 2009 年 主 演
《江姐》 时的体会。当时接到本子
后，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去采风、体验
生活、研究如何把握角色，其中要解
决的核心问题是读懂江姐的内心世
界，从表演的角度看，就是表演的心
理依据和动机。

《江姐》 戏剧冲突的重心和高潮
在于，1948年6月江姐被捕之际三大
战役还没开始，到 1949 年 11 月江姐
牺牲时新中国已经建立。在这期间，
江姐和狱友们面临着生死的考验：一
方面，入狱后江姐面对着渣滓洞国民
党反动派的威逼利诱，只要交出地下
党的名单就可以获得自由；另一方
面，到最后时刻眼看着解放军就要解
放重庆，江姐会死在黎明前的黑暗
里。在共产党取胜形势并未明朗的时
候，江姐何以选择坚强不屈，忍受惨
无人道的酷刑的？我在采风和读资料
时找到了答案：其一是源自她童年的
苦难经历，8岁与母亲背井离乡，10
岁就在工厂做童工。她对国民党统治
的旧社会有切肤之痛的认识，这是情
感和立场的生发点。其二是她在学校
接受了革命的理论。据狱友回忆，她
在狱中能默写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
论》、刘少奇的 《论共产党员修养》。
她坚信《新民主主义论》里描述的社
会才是穷人翻身得解放的社会，而且
坚信这个社会很快就会来临。即使是
死在黎明前，她也不会苟且偷生，做
任何损害这个事业的事情。

重庆渣滓洞，1941年皖南事变后
关押过叶挺将军，他在那里写过著名
的狱中诗 《囚歌》，相信这首诗江姐
的原型是读过的。我在这首诗里找到
了表演的冲动和依据，完成了演江姐
的心理准备。《江姐》 这样的红色题
材，它的美学特征在于把悲壮和牺牲
寄寓到人物的命运中，人物面临着生
死的考验，做出了慷慨赴死、从容就
义的抉择，而这样的抉择根源于人物
的立场、情感和信仰，是共产党人群
体精神境界的个体表现，与一般意义

上的悲剧和殉道精神是不同的，它具
有斗争和革命的内涵。这也是中国特
色的革命现实主义题材的特点。

十多年里，我演绎了许多红色题
材作品和人物，从不同侧面感受到红
色题材作品之所以成为红色文化、红
色精神的传播者，在于它们传递了一
种坚定信念、艰苦奋斗、舍生忘死、
敢于牺牲的精神。影视人应该深入系
统思考红色题材创作中的戏剧美学特
征问题。

在演绎 《我的父亲焦裕禄》 时，
我把思考带入和平建设年代，把怎么
继承和发扬革命年代的精神作为表演
和创作中的课题。我在影片中饰演焦
裕禄的妻子徐俊雅，首先要读懂焦裕
禄。在山东、河南等地的拍摄采风，
听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和兰考百姓回
忆往事，看相关资料，我强烈地感受
到他身上具有的那股劲，正是革命战
争年代那种心中装着人民幸福和民族
解放大业，艰苦奋斗、舍生忘死、勇
于牺牲的精神，而他就是江姐们的当
代传人。

百姓说焦裕禄是好人，因为他是
以改变人民群众生活、改变兰考面貌
为宗旨的。同事们说焦裕禄好，是因
为他严于律己、平等待人。作为焦裕
禄的妻子，从不理解到理解，不仅仅
是因为对他的爱，还在于理解了他的
苦、他的乐、他异乎常人的选择。他
放弃了条件相对优越的洛阳，来到了
风沙弥漫的兰考；他说服上级让他继
续为改变兰考面貌而留在兰考工作；
他疾病缠身，仍然念念不忘治风沙治
盐碱……面对这些，我表演的内心依
据就是演出一个普通妻子的喜怒哀
乐，更演出一个杰出人物身边最亲近
人物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境界的升华。
徐俊雅的成熟与升华，更加衬托和诠
释了焦裕禄的不平凡和伟大，折射了
焦裕禄精神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焦裕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模
范，他的精神风范是共产党人代代相
传的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诠释和演
绎这种题材、刻画这种人物、传播这
种精神就是革命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
实践。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我们的
艺术创作应该更积极地去思考和创
新，以具有新时代特征的红色戏剧美
学理念来引导革命现实主义题材的表
演和创作。

上图：丁柳元在电视剧 《江姐》
中饰演江姐。

下图：丁柳元在电影 《我的父
亲焦裕禄》 中饰演焦裕禄的妻子徐
俊雅 （中）。

这两年，关于“年轻人爱追老
剧”的话题时常见诸网络，逐渐演
变成一种文化现象。如今，你只需
打开腾讯、优酷、哔哩哔哩等视
频软件，便可以搜索到 《新白娘
子传奇》《家有儿女》《亮剑》《士
兵突击》 等许多十几年前出品的
电视剧，还有央视版 《西游记》

《三国演义》 等播出于 20 世纪八九
十年代的四大名著系列剧集。它
们中有的被设置成专题，有的被
放在显眼位置，视频下方评论多达
数千条的比比皆是，而视频上方年
轻人用密密麻麻的弹幕表达着自己
的喜爱。

国内每年拍摄上映的影视作品
层出不穷，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

“舍近求远”，把十几年前甚至几
十年前拍摄的老剧找出来反复观
看？老剧翻红的背后，是这些年

轻人的口味偏老，还是老剧耐看？
对此，网站“知乎”上有一个用户
的答案或许道出了其中的原因：

“因为老剧有味道，老剧演员颜值
高、演技好，演员和角色贴合度
高，不会让观众出戏，很多观众有
代入感；虽然以前特效不发达，但
是演员够敬业；以前的编剧也厉
害，很多经典的剧集，剧本都写得
非常精彩，让观众一看就停不下
来，好人也会犯错，坏人也曾善良
过，角色都很丰满。”

演员好、剧本好、演技出众、
有情感共鸣，是当下许多年轻人热
衷追老剧的重要原因。中国有句古
话叫作“万变不离其宗”。对于影
视作品而言，这个“宗”就是它的
质量。诚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
们的审美会发生变化，对于好坏的
界定也会有所不同，但质量始终是

评判一个作品好与差的根本。其
实，年轻人也不是所有老剧都追，
通常他们追的都是那些经过时间淘
洗之后依然熠熠生辉的优秀作品。
这种现象与其说是一种怀旧，毋宁
说是对经典的推崇。

老剧的受追捧从某种角度来
说也为新剧的创作指引了方向。
想要创造经典，就必须剔除同质
化、批量化的生产。显然，观众
想要的不是“手撕鬼子”“手榴弹
炸 飞 机 ” 这 样 的 所 谓 “ 壮 观 场
面”，而是更多有血有肉的人物和
剧情。无论是制作方还是演职人
员 ， 在 打 造 一 部 影 视 作 品 的 时
候，要耐得住寂寞，少一些流量
的追求，多一些质量的要求，少一
些哗众取宠，多一些情怀和灵魂。
总而言之，就是要多“走心”。

年轻人喜欢追老剧，但也不排

斥新剧，尤其是那些制作技术娴
熟、质量可圈可点、内容有情怀
有灵魂的新剧。就创作而言，新
与旧不只是二元对立的关系，经
典与时尚也不是不可融合的，老
树可以发新芽，新剧也可以让老
题材重新焕发活力。譬如今年为
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推
出的 《觉醒年代》《光荣与梦想》
等电视剧就是成功的例子，虽然
都 是 老 题 材 ， 但 因 为 导 演 、 编
剧、摄像精心制作，演员用心演
绎，同样受到年轻人的喜爱。电影
方面也是如此，近年来拥有较好口
碑的作品如 《攀登者》《中国机
长》《中国医生》《烈火英雄》 等，
大多改编自真实故事，这些故事离
我们所处的年代并不遥远，甚至就
发生在我们身边，给观众强烈的代
入感。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
而作。好的影视作品要立足于时
代，为时代画像和发声，才能保持
旺盛的生命力。真正优秀的作品不
会过时，就像那些几百年甚至几千
年前的典籍，我们今天读来依然
受益匪浅。优秀的影视作品不管经
过多少年，都能被观众记住和喜爱。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国内卫视平台纷纷创作各类党史
题材作品，或以精心策划的晚会奏响
主旋律，或以影视剧、电视节目等形
式致敬百年芳华。近期，东南卫视与
福建省妇联、福建省妇儿工委合作制
作的 《悦读·家》 第三季，以“百年
奋斗路 巾帼她力量”为主题，独具
巧思地从女性视角切入，聚焦 100年
来不同时期优秀福建女性尤其是党员
先锋模范人物的奋斗故事，带领观众
在鲜活的故事中感受家国情怀，取得
了良好的口碑。

据福建省妇联主席林叶萍介绍，
新一季 《悦读·家》 是“福建省各界
妇女学党史、跟党走——党的女儿”
系列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希望从女
性视角出发，把镜头对准百年福建妇
运史中一个个闪光的名字，用更细腻
的情感、更丰富的细节，讲述她们在
党的领导下，走出小家庭，融入大时
代，顽强拼搏、忘我奉献的生动事
迹，引导广大妇女和家庭知史爱党、
知史爱国，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赓
续革命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
新时代的精气神。

在呈现方式上，节目走出演播
厅，把与嘉宾的对话置身于实际场景

中，采用史料讲述与情景模拟再现相
结合的方式，表现人物过往典型事
件，进一步将主题人物化、人物故事
化，给观众带来更深刻的感动和启
发。如为了讲好“红色地下航线”的
创立者、领导者苏华大姐的故事，节
目去到了地下航线的重要节点——南
平吉溪，拜访了当年与苏华大姐的接
头人张富英老人，听她讲述苏华大姐
积极投身革命、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
的故事。

作为一档“见人见故事”的文化
类节目，新一季 《悦读·家》 的重要
突破体现在人物和故事上。林叶萍表
示，福建是革命老区，党史事件多、
红色资源多、革命先辈多，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具有独特的优势。福建省妇
联与节目组密切配合，充分利用福建
丰厚的革命资源特别是百年红色妇运
史资源，大力挖掘史料史迹，例如节
目以“妇运之光”开篇，重现了革命
艰难时刻，福建女性为保护革命火种
做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第三期节目

“巾帼榜样”聚焦了新中国首位大学
女校长谢希德，讲述了她为中国的半
导体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撑起一片天
的故事，从侧面展现了新中国科技力
量的不断崛起。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一曲永恒的时代强音
项筱刚

我以我心致英雄
丁柳元

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曹火星词曲）
1943 年秋完成于平西房山
区霞云岭乡堂上村。

针对蒋介石发表的《中
国之命运》一书以及书中提
及的“没有国民党，没有中
国”之言论，延安《解放日报》

发表了题为《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中国》的社论，以强有力
的事实给予了驳斥。歌曲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便诞生于此时，起初名为《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后
来毛泽东同志为歌名添加了
一个“新”字。

经
典
回
放

经
典
回
放

◎创作谈

讲述八闽巾帼百年传奇
本报记者 郑 娜

从“老剧翻红”看经典创作
潘玉毅

左图：曹火星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初稿和改稿。

图片来自网络
右图：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演出 《伟大征程》
尾声，全场共同高唱 《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湖北化肥厂 74 岁的退休
职工马良云在枝江市桂花村老
家办起了农家书屋，15年来利
用假期为周边的学生上党史
课，教育他们热爱中国共产
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
义。马良云用 56 年时间，购
买、收藏了 1万余册报刊、书

籍和文献资料，投入资金 10
余万元，发挥了红色档案“存
史、资政、育人”的作用，曾先后
荣获湖北省“书香门第 耕读人
家”“最美农家书屋人”等称
号。图为 8 月 9 日，马良云在
给 邻 居 家 孩 子 讲 党 史 课 。

刘卫东摄 （人民图片）

◎图片新闻◎图片新闻

古稀老人办书屋讲党史15年古稀老人办书屋讲党史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