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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深圳周刊

◉设计时不知股票为何物

1982年，骆文冠从广东省和平县文化局被调入深圳市宝安县文化局。
当时，宝安县资金短缺，县委、县政府决定成立宝安县联合投资

公司，只给政策不给钱，将农民手上的闲散资金聚集起来。采用什么
方式呢？大家想到了股票，并从香港亲友中取来股票样板。县领导给
骆文冠分配了一个任务——设计一张面额为1000元的股票。

当时，骆文冠根本不知股票为何物，只知道那是一种有价值的证
券。炎炎夏日，他就在小屋里足不出户，闭门创作。

15 天时间，他完成了创作。看到第一稿时，领导一下子被吸引
了，当场就通过他的创作。这就是后来发行的“深宝安”——新中国
第一张股票。画面中，一只展翅翱翔的大鹏鸟，象征着宝安联合投资
公司的事业蒸蒸日上，蓬勃发展。股票的面额是 1000 元，单位为 100
股，当时的名称是“股金证”。

1983年 7月 8日，“深宝安”由深圳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向社会公
开发行。消息传开后，全国20多个省市均有人入股，一些华侨、港澳
同胞也成了股东。最终，联合投资公司募集 450 多万元资本，由此起
家。1991年，公司更名为宝安企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同年 6月
25日，宝安股票公开在深交所挂牌上市。

◉特区美术事业的拓荒者

1987年，骆文冠经宝安调入深圳美协工作，先后担任深圳市美协
副主席、主席职务，被
誉为“深圳最早的美术
界拓荒牛”之一。

骆文冠见证了深圳
美术发展壮大的过程。
在深圳历年的重大美术
赛事、展览上，我们都
能看到他的身影，比如

“成长的见证——2009
深圳美术创作特展”，
比如“地铁有画看”活
动等。

“美协的事务已经
成了我专业上的动力，
每天下了班，吃完晚
饭，冲上一壶茶，接下
来就是我画画的时间
了。”他时时有好作品
问世，曾参加众多国
内、国际重要美展、版
画展并获奖，多幅作品
被中国美术馆、青岛美
术馆、深圳美术馆以及
英国、新加坡等美术馆

收藏，还出版了 《骆文冠版画选》、《骆文冠画集》、《中国藏书票作品
选集》、《深圳美术家画库》等多本专著。

他的版画、水墨画系列作品反映了深圳不同发展阶段的时代画
卷，成为了深圳历史变迁的生动展示：黑白木刻组画 《窗口日记》 表
现了深圳特区初创阶段的建设热潮之下欣欣向荣的景象；《路灯时
空》、《立交桥》、《来龙去脉》等反映了特区人民观念的变化；《深圳旅
游小调》、《梅沙晚风》、《石岩温泉》等表现了深圳优美的旅游景观。

“画画成了我的生活习惯，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他，就是这样一
位为艺术而忘我的忠实追随者，在特区美术事业上耕耘出了丰硕的果
实。

◉生活之美的发现者与塑造者

他的美术创作始终徜徉在现实主义的语境中，构筑美的理想境
界。在其艺术生涯里，他始终贯穿着对美的渴求，不在意叙事题材的
宏大，不苛求表现手段的精致，不拘泥版种材料的专一，而是以一双
擅于发现美的眼睛，从或感动、或平凡、或动荡的生活中挖掘，并通
过美术语言来揭示美的深刻本质：《春暖人间》 对人性的赞美，《女青
年》 对青春的礼赞，《无名草》 对力量的敬畏，《红果》、《秋渡》 对平
凡的咏叹，《魂系大地》、《春艳》对生命的崇敬……

骆文冠兴趣广泛。无论是木刻、石版画、藏书票，还是传统山
水、水墨写意等美术表现形式，他都有着浓厚的兴趣。

2009年始，骆文冠从东江源头的三百山开始，走遍了东江沿岸的
每一个客家村寨，进行写生、采风搜集创作素材，行程近3000里，历
时近两年，废稿百丈，创作了百米长卷 《东江百里图》。作品全长111
米，高 1.22米，描绘了东江沿岸独特的岭南山水与客家风情，表现了
绿色东江、阳光东江、红色东江和魅力东江。骆文冠，成了有史以来
以长卷画形式描绘东江的第一人。在创作中，骆文冠对岭南画派的创
作方法有了更多体会，更加认识到向大自然学习的重要。“我们这一代
画家读书时代受到岭南名家的指点，对岭南文化都有很深的感情，笔
墨当随时代，我们需要有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

“生活是美的，生命也是美的，而艺术是发现美、揭示美、塑造美
的！”这是骆文冠常说的一句话，其艺术作品正是对这一艺术理念最为
生动、最为贴切的鲜活诠释。

《春天的故事》讲述历程 《走向复兴》再吹号角

总能紧扣时代脉动总能紧扣时代脉动
■ 王 俊 马忠煌

大型儒家文化交响乐《人文颂》唱响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音乐工程新作

《中国梦》在央视播出好评如潮；金钟奖等一批重量级音乐活动在深圳如火如荼；陈楚

生、姚贝娜等年轻的音乐人脱颖而出；李云迪、张昊辰等青年钢琴家享誉国际……

深圳音乐工程自2009年3月启动以来，聚人气、揽人才、重原创、出大作、铸品

牌，使这里成为充满原创活力的音乐根据地，让更多动听的歌声从深圳飘向全国。

深圳音乐曾有过令人称道的辉煌。从上世纪 80 年代周峰的《夜色阑
珊》开始，这里诞生了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一代巨星；从90年代的《春天的故
事》开始，这里实现了主旋律题材与流行音乐元素的完美融合；而从几年前
的《丁香花》开始，这里又有无数歌手和创作人再度走向星光大道。

“晚风吹过来，多么地清爽，深圳的夜色，绚丽明亮……”早在上世
纪80年代，深圳小伙子周峰演唱的这首轻快动人的《夜色阑珊》就在很
短的时间内传唱大江南北，很多有志青年听着这首歌来到深圳这块热
土。深圳的歌舞厅文化曾经名冠全国，率先成熟的市场环境锤炼出了一
大批高素质的流行歌手，陈明、戴军、李春波、黄格选等相继从这里的
小舞台走向全国的大舞台。

此后，紧扣时代脉搏的深圳歌曲逐渐迈向成熟。一大批擅长主旋律
创作的词曲作家如蒋开儒、姚峰、唐跃生、田地、王佑贵等相继涌现，

《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又见西柏坡》、《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祝福祖国》、《花季·雨季》、《走向复兴》等传唱全国，深圳原创音乐的
又一个繁荣时代从此开创。

这是一块盛产歌声的土地。深圳的歌曲呈现出阳光般明亮的色彩，
让爱与希望的歌声在更多人心中回荡。这些主旋律歌曲的风靡，彻底颠
覆了人们心中长期以来对“主旋律”所存在的偏见，创造了主旋律题材
与流行音乐元素完美融合的一个范例，引领全国潮流，主旋律开始占据
深圳原创歌曲创作生态的主流位置。

当代中国每一次最强劲的脉动，总能够响起来自深圳的声音。正如
《中国梦》词作者田地所说：“因为政府高度重视，音乐工程乃至整个主
旋律创作都得到了财力保证。只有在这种机制下运作，才可能产生时代
需要的优秀作品。”

构建中国流行音乐重镇，离不开相应的文化生态建设。深圳
音乐工程使政府、媒体、人才和投资这4个唱片工业不可缺少的
要素形成积极互动，让深圳成为中国原创音乐最活跃、最有成就
的地区之一。

音乐工程实施以来，引进了一批有眼光、有能耐的“音乐摆
渡人”，吸引了一批国际著名唱片公司，利用他们成熟的网络、
产业链条来包装、推广原创歌手。同时，加强对本地民营音乐机
构的政策扶持，利用他们对本土的音乐市场、创作资源非常了解
的优势，走上市场化之路。

深圳具备了较好的原创音乐基础，但在音乐产业链某些环节
上的不足和缺失，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深圳音乐产业化的进
程。为此，音乐工程提出了加强音乐制作力量、搭建音乐宣传推
广平台、健全完善人才机制等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完善音乐产业

链条，促进音乐产业实现良性循环。
精良的制作是好音乐的关键。音乐工程整合了深圳音乐厅、市

群艺馆、A8音乐集团等企事业单位的录音棚、录音师等资源，促进
与广州、香港等周边地区的专业交流与合作，打造深圳音乐制作基
地。

为了推进音乐的产业化进程，深圳大力加强音乐作品的知识
产权保护，保护音乐人的原创积极性。同时，整合国有文化机
构，扶持有基础的民营音乐文化公司，力争做大做强几家大型
音乐文化公司，形成包装推广音乐作品和音乐人的深圳本土力
量。

音乐工程还积极寻求音乐产品的增值途径，与腾讯网、中国
移动、A8音乐集团等合作，探索音乐创作与市场营销结合的新模
式，将音乐工程的优秀作品通过彩铃下载等多种方式推向社会。

优秀的音乐人才是深圳音乐取得成就的源动力。在音乐工程
中，深圳引进一批国内外一流音乐人才和学科带头人，邀请有潜
力、影响力的音乐人在深开设音乐工作室，密切关注深圳歌手、
乐队的生存状况，利用酒吧、歌舞厅等社会娱乐场所为平台，引
导音乐创作。邀请音乐大师在深举办培训班，提高深圳音乐人的
专业水平。条件成熟时，联合国内外知名音乐院校在深设立音乐
分院，面向社会举办流行音乐的演艺培训。

5年来，音乐工程每年重点创作 10首优秀歌曲，以委约、招标
等多种机制相结合的方式组织重点创作，培养和锻炼深圳本土音
乐队伍，作品通过媒体平台予以强势推广。在宣传推广方面，音乐
工程推动“鹏城歌飞扬”栏目迈上新台阶，在电视、广播媒体开设多
档音乐栏目，报纸上增开音乐专栏，加强音乐评论，并在互联网上

开设网络音乐频道，多方位、多渠道地放大深圳流行音乐的声音。
原创音乐成为深圳又一重要文化标签，形成了国内音乐产业

的“深圳现象”。深圳音乐人何沐阳在他的作品 《美丽家园》 中
唱道：“我们都曾梦想未来的日子，所以都来到南方这城市。”他
认为，这些年来，深圳对原创音乐的重视大大加强，音乐人创作
的劲头更足了。

在国内一个大型音乐论坛上，乐评人金兆钧在谈到国内音乐
发展状况时说：“大家都应该去看看深圳，学学那里的政府和媒
体是如何打造平台，联手助推本地原创音乐发展的！” 深圳通过
举办一系列音乐促进计划、主题音乐创作和演唱活动，为本土音
乐安装了一组组“助推器”，让音乐人充分释放他们的才华，让
歌声从这里飞起，让原创音乐获得澎湃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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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骆文冠，男，1949 年生，籍贯广东和
平县。1975 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版画
系。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深圳市美术家
协会主席、广东省版画-艺术委员会副主
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人群之中，人们一眼就能认出他来：满头银发，谈笑风生——

一种艺术家气质自然而然地外在显露。他，就是深圳本土画家的领

军人物、新一代岭南画派的实力代表、百米长卷《东江百里图》的

作者骆文冠先生。

骆文冠骆文冠

骆文冠的城市山水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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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扶持推进音乐产业政府扶持推进音乐产业

原创音乐获得澎湃动力原创音乐获得澎湃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