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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年春晚马年春晚，，一首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间都去哪儿了》》感人至深感人至深。。

其实其实，，这首由陈曦作词这首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的歌曲董冬冬作曲的歌曲20092009年年

就创作完成了就创作完成了。。这对这对““8080后后””夫妻没想到的是夫妻没想到的是，，

55年后这首歌不仅被网友评为年后这首歌不仅被网友评为““春晚最感动人春晚最感动人

心的节目心的节目”，”，更赢得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关更赢得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关

注注。。近日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索契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索契接

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就提到这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就提到这

首歌首歌。。

讲述讲述《《时间时间》》背后的故事
寿鹏寰

他留学英国，深刻系统地领悟

了西方先进思想。他推行教育改

革，引进西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

法。他翻译《天演论》，将进化论

引入中国，唤醒了一批先进知识分

子，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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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曦陈曦、、董冬冬夫妇董冬冬夫妇

“80后”夫妻

胡晓青

如今新媒体异军突起，狂飙突
进。有志于书法艺术传播的书家和业
者，应高度重视新媒体的运用，将新
媒体时代的到来视作书法传播焕发活
力的一次重大机遇。

——主持人赵普谈书法的传播。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索契接受俄罗
斯媒体采访时说：“今年春节期间，中国有一
首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对我来说，问
题在于我个人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当然是都
被工作占去了。现在，我经常能做到的是读
书，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日前，董冬冬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他
“做梦也想不到”这首歌能在经历多年沉寂
后，受到如此大的关注，他和妻子陈曦只能
用“激动”二字来形容现在的心情。

创作缘于突然的感悟

《时间都去哪儿了》 2009 年问世，最初
是电视剧《老牛家的战争》的片尾曲。

董冬冬回忆，当时他和妻子应邀为 《老
牛家的战争》 写歌。这部电视剧讲的是孩子
和父母之间的感情和冲突。陈曦先写词，但
是憋了一个星期也没有写出来。

当时正赶上陈曦的妈妈过生日，每年妈妈
的生日家里人都要一起吃饭庆祝。时年近 60
岁的母亲眼睛一直都很好，那天突然就花了，
连近处的东西都看不清了，需要眯着眼睛看东
西。“突然感悟到原来妈妈也是会老的。原来觉
得奶奶、爷爷、姥姥、姥爷老了是很正常的，从
来没想到父母这么快也已经成了老人。我们就
从跟父母的相处和儿时的回忆悟出了‘时间都

去哪儿了’这个主题。”董冬冬说。

陈曦一小时写出歌词

从妈妈那里回家后，陈曦花了一个小时写
出了这首歌的歌词，董冬冬看了也备受感动。

“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
这正是陈曦儿时的记忆。她是在大院里长大
的。“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
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
了笑了。”这些都是陈曦的亲身经历。

“我从小是被姥姥带大的，20 多岁的时
候觉得到了应该孝顺她的时候，但她已经没
了。人生很多事情都是这么错过的。当你想
孝顺父母的时候，可能已经没有机会了。”董
冬冬说，他身边很多做了父母或者即将做父
母的朋友听了这首歌感触都特别深，他们说
有了孩子才深刻体会到做父母的心情。

导演看后眼眶红了

歌词出炉后，董冬冬和陈曦夫妇像往常
一样先拿给导演看是否需要修改。两人来到
余淳导演的工作室，拿出歌词给他看。余淳
看到歌词之后，什么话都没有，愣在那儿
了，过了很久，红着眼眶说了一个字：好！

小 两
口 备 受 鼓 舞 ，
于是董冬冬开始
着手谱曲。看着妻子
写的歌词，董冬冬非常顺
利地谱出了旋律，也是一次
成型的。

“她的词每一句都是押韵的、
对仗的，跟诗一样，把它念出来的时
候，旋律很自然就出来了，不用去想任何
技巧。”董冬冬说，“老百姓听歌时，不看词
都能知道这首歌唱的是什么，我觉得那才是
最重要的。这也是我写歌的一种方式。”

董冬冬曾与王铮亮有过合作，他认为王
铮亮的声音很温暖，很适合演绎这首歌，而
且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董冬冬说，在写歌
的时候，就是按照王铮亮的音域去创作的。

歌曲录完后的一天，董冬冬意外地接到
了 《老牛家的战争》 主演宋丹丹的电话。在
电话里，宋丹丹哽咽着跟董冬冬描述自己听
完这首歌的感受。

“她说听了这首歌很受感动，歌词很真
实，打动人心。”董冬冬说，“那是第一次和

丹丹老师通电话，我们之前并不认识，我特
别激动。”

习主席提及这首歌

作为《老牛家的战争》片尾曲的《时间都去
哪儿了》并未受到太多关注。2012 年，王铮亮
将这首歌收录在了自己的第三张专辑中。2013
年，冯小刚的贺岁片《私人订制》将这首歌选作
插曲。之后，王铮亮带着这首歌登上春晚舞台，
在大年夜感动了亿万中国人。

董冬冬说，以前每年过春节他和妻子都

觉得这首歌其实很适合春晚这个舞台，没想
到在 2014 年时梦想成真了。“一首好歌能让
更多人听到是最重要的。亲情是不变的，这
首歌任何时候听都不会过时。”董冬冬说。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月7日，习近平主
席在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提起了这
首歌。

从被选中成为 《私人订制》 插曲到上春
晚，再到被习主席“点名”，自己创作的歌曲
能受到如此“礼遇”，董冬冬直言“很激动，
做梦也没想到能被主席提到。我们太幸运
了。”

（据《法制晚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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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为这个时代、社会
而生的，只能以手中的笔来记
录 、 表 达 这 个 时 代 、 这 个 社
会，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一
种责任。

——作家贾平凹谈中国作
家。

“非遗”离开原生地，离开
原来的文化空间，是目前“非
遗”保护面临的重大问题。为
此，建立民间文化的档案工作是
学术界的职责，也是学术界的本
分。

——作家冯骥才谈“非遗”
保护。

读书是为了使自己具有抵抗
寂寞的能力。因为靠了思想的能
力，无论被置于何种孤单的境
地，人都不会丧失最后一个交谈
伙伴，而那正是他自己。

——作家梁晓声谈读书。

要成为一个用中文写作的诗
人，要对中国的两个传统有认
识：《诗经》以来的古典文学大传
统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
统。特别是对大传统要有一定的
修养，才能写出深入浅出的作品。

——诗人余光中谈诗歌写作。

好社会要有道德，最道德的道
德，就是尊重他人的人格。人格只是
一个事实，无所谓道德不道德。尊重
人格，包括尊重他人和自己的人格，
才是道德。

——教授易中天谈道德与人格。

送礼人和收礼人，是中国传统文化
培养“关系”和腐败的两个侧面。任何
一个国家，人情总是避免不了的，可是

“关系”过分了，成为权钱的赤裸裸交
易，就成了永无止境的腐败。

——教授姚树洁认为送礼文化是腐
败的温床。

留洋求新知

严复祖籍福州，其父继承祖业，在
乡间就医。幼年时期，他聪明早慧，其
父将其送入私塾，希望能通过科举考取
功名。1866 年，其父不幸因霍乱去世，
一家人的生活随之陷入了窘境。恰巧这
时，左宗棠在福州创立的船政学堂招考学
生。船政学堂初名“求实堂艺局”，这个学
堂以较好的经济待遇吸引了像严复一样
家境困难的读书子弟。严复被任主考官的
同乡沈葆桢赏识，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
取，从而跨进了洋务运动所造就的务实人
才的行列。

在船政学堂，严复整整学习了 5 年时
间，于1871年毕业，成绩为最优等，其后被
派到军舰上实习和工作。严复作为福州船
厂的学生于1877年启程留学欧洲。他与萨
镇冰、刘步蟾等12人到达英国，分头学习。
严复先入抱士穆德学院学习，后又转入格
林尼次海军大学深造，期间赴法国修学旅
行。严复刻苦勤奋，在期末考试中取得优
异成绩，由于回国后要安排严复任教习一
职，当时清朝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特批其
在格林尼次海军大学继续留学一年，因此
严复成为留英 12人中唯一未曾登战舰进
行海军训练的人。

严复留英期间，正是英国资本主义繁
荣昌盛的时期。身处世界上最强盛的资本
主义国家之中，他在格林尼次海军大学，
不受海军专业所限，主要学习“高等算学、
格致、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及建筑海军炮
台诸学术”。此外还学习电学、化学、汽机、
绘图、炮弹情形等科目，而且“考课屡列优
等”。严复十分羡慕处于全盛时期的英法
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他学员上英舰实习
的机会，独自考察英国城市、议会、法院等
运作情况，深入法庭“观审听狱”。郭嵩焘
对严复极为赏识，曾评价说：“严又陵诘西
洋学术之精深，而苦穷年莫能殚其业。”

推行教育改革

严复是中国新式教育的倡导者和力
行者。他认为教育是治国之本，因而极力
推行教育改革，灌输新思想，培养新人
才，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作出贡献。

1879年严复从英国留学回国后，便在
福建船政学堂任教习。他把在英国学到的
海军知识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培养优
秀的海军人才，深受学堂师生的欢迎。当
时，李鸿章正着手筹建北洋水师，需要大
量精通海军专业的各类人才，福建船政学

堂的毕业生供不应求，为此，李鸿章决定
在天津新创办一所北洋水师学堂，就近培
养人才。

1880年，北洋水师学堂成立，陈宝琛
认为严复“器识宏通，天资高朗，可胜大
任”，便向李鸿章极力推荐，让严复出任
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一职，严
复于福建船政学堂任教一年后
便北上天津。身为总教习的严
复将所学知识充分运用到北洋
水师学堂中，在课程设置上
有中文、英语、数学等，并
安排一定课时的天文、测
量、机器画法、驾驶、操练
等实践性很强的科目，专聘
外国教练教授西洋水师操

法。李鸿章曾奏请奖励该学堂，严复
也 于 1888 年 从 总 教 习 升 任 会 办 ，
1890 年又升为总办。直到 1900 年北
洋水师学堂被迫停办，严复在此主政
达20年之久，共培养驾驶、管轮各六
届毕业生 210名。在中法战争和中日
战争中，“海军学生为国死绥者殆
半”，为民族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与此同时，1896 年他奉李鸿章之命，
在天津创办俄文馆，培养俄文翻译人才，
他兼任总办，负责俄文馆课程的设置、教
师的聘请以及馆内其他工作。也是在这一
年，严复协助刑部主事张元济在京师创办
并主持“通艺学堂”，曾两次应约到学堂

“考订功课，讲明学术”，讲学内容为“西
学源流旨趣”和“中西政教之大原”，由
于内容新颖，连京城的很多官员都前去
旁听，感觉大开了眼界。

翻译《天演论》

1894 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
强烈地刺激了严复的救亡图存的激情和
勇气。严复为了唤起国民的危机意识，
致力于著书办报，抨击封建专制和旧
学，为维新派呐喊助威。然而“国之人
于新理过于蒙昧”，百日维新很快走向
失败。为让中国知识分子能真正接触
到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原著，他开始
转向了翻译，翻译了赫胥黎的 《天演
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

《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 《法意》、
穆勒的 《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

《社会通诠》 等。这些西方经典名著
的翻译，给国人带来了极大的震动。
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赫胥黎的《天演
论》。

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首次将
达尔文的进化论系统全面地介绍给
国人。严复在译文中或按语、或解释、
或评价，阐述着自己的观点。他在书
中阐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
道理，援引进化论的观点，批判中国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指
出“天道变化，不主故常”，反对“任
天而治”，号召国人在民族存亡的关
头要发愤图强。

严复希望通过翻译西方的学
术著作，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方
面来开启民智、救亡图存。他提出
翻译应有“信达雅”的标准。他的译
著在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同时，
鲜明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既传播
西学，又切中时弊，往往书出时

“四方读书之子争购”。
他译著的内容深深影响了近

代各个阶层。在马克思主义未
传到中国以前，先进的思想家
和热血青年都接受了进化论的
影响。胡适说：“自从 《天演
论》 出版以后，中国学者才知
道，（西方） 除了枪炮兵船之
外，还有精到的哲学思想供我
们采用”，并将自己的名字从

“胡洪骍”改成“胡适之”。
毛泽东在回顾中国民主革

命艰难曲折的历程时说：“自从
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
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
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
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
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
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
一派人物。”这无疑是对严
复的充分肯定。

（苏 亚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