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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庚辰，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获中国音乐金
钟奖“终身成就音乐艺术家”称号。主要作品有电影音
乐《雷锋》《地道战》《闪闪的红星》、歌曲《雷锋，我们
的战友》《地道战》《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映山红》

《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欢庆舞曲》《中国梦》、歌
剧 《星光啊星光》、交响作品组曲 《地道战的故事》《雷
锋》、交响诗《红星颂》、声乐套曲《航天之歌》《小平之
歌》《毛泽东之歌》等。

与 时 代 同 呼 吸

口述历史
——40年，中国更精彩
口述历史
——40年，中国更精彩

《腾飞吧！中华》词作者张爱萍将军 （左） 与傅庚辰

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期间，指挥年轻战士们学唱《雷锋，我们的战友》

1965 年 10 月，在河北创作 《地
道战》

傅庚辰（左）与中国音乐家协会原主席吕骥 本版照片均由傅庚辰供图

为追求光明的人民写歌

“文革”结束后不久，我和三位
编剧、一位作曲写过一部歌剧，叫

《星光啊星光》。由于离“文革”那段
历史很近，有些家庭就经历过类似的
事情，演出时引发了观众的共鸣。很
多观众特别是一些老同志痛哭流涕，
反响强烈。这个剧连演了 15 场，场
场爆满，一票难求。当时正值庆祝新
中国成立 30 周年，庆祝新中国成立
30 周年献礼演出办公室、中国戏剧
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连续召开座
谈会讨论这个作品，《光明日报》 头
版头条还作了报道。《星光啊星光》
分别获得创作类和演出类一等奖。

为光荣的航天队伍写歌

2003年，我国发射神舟5号飞船
之前，我担任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
委员会副主任。听说要发射载人飞
船，当时非常震惊，想到中国人一
千多年来的飞天梦就要实现了，心
潮澎湃。翟泰丰写了歌词给我，让
我谱曲，这首歌就是《中国飞船是神
舟》。歌曲写好后，在中国作家协会
一个大会上放，反响很好，我进而产
生了创作一个音乐套曲的想法。我给
翟泰丰写信说：“一不做二不休，既
然头一个能成，再写两首，写一个

《航天摇篮曲》，再写一个《航天圆舞
曲》。”翟泰丰接信后连夜把两首歌词
写出来了。

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谁是航天
员。但是设想了这样一个场景：航天
员肯定是很年轻的，刚结婚。想象他
有个孩子还在摇篮里头。他在天上
飞，他的夫人拍着摇篮里睡觉的孩
子。据此，我们创作了 《航天摇篮
曲》。载人飞船胜利返航后，全国一
起庆祝，肯定是举国欢腾的气氛，所
以另一首曲子采用了圆舞曲的形式。

张爱萍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
国防部长，我们曾合作过两首歌。我
国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的时候，他
是总指挥，发射成功后他写了一首诗

《诉衷情·赠远洋船队》，我为它谱了
曲，作为大型纪录片 《飞向太平洋》
的主题歌。之后，他又写了一首歌词

《腾飞吧！中华》。加上前面的 3 首，
已经有5首歌了。这时有人建议我们
为航天队伍写一首进行曲，于是我们
创作了《航天进行曲》。

每当想起“两弹一星”的事迹，
脑海里就会出现几个光辉的名字，李
四光、钱三强、钱伟长、钱学森等。
于是灵机一动，在这6首歌之外加上
一个写老一辈科学家的男高音独唱歌
曲，共有7首，组成了一个大型声乐
套曲，《航天之歌》 就这么产生了。
在北京航天城演出时，航天员和观众
又激动又兴奋。这之后，《航天摇篮

曲》《航天圆舞曲》等曲目经常上演。

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写歌

2004 年是邓小平诞辰 100 周年。
2003 年的时候，我们觉得要根据邓
小平的生平写一些作品纪念他。

我在改革开放前去过深圳，那个
时候深圳是个小渔村，渔民的房子破
破烂烂。等到我们再去的时候，一栋
一栋的小洋楼修得非常好，上面还贴
着对联。上联是“翻身解放不忘共产
党”，下联是“发家致富不忘邓小平”，
横批是“改革开放好”。深圳是改革开
放的前沿，获得感很强。当地渔民对
我说：感谢邓小平，感谢改革开放。

1992 年初，南方谈话之后，中
央军委组织军以上干部沿着邓小平曾
考察的路线去学习，我决心抓住这次
机会，收集一些创作素材。我们见到
了当年接待过邓小平的人，并听他们
讲述了邓小平考察时的情形，认真做
了笔记。

为 了 写 第 一 段 《他 从 广 安 走
来》，我曾到广安深入生活。写作时
我使用了川江号子和川剧的高腔，这
是很有地方特色的音乐语言。第二段
是 《三位老人》，写的是邓小平夫妇
和他的继母。邓小平的继母一直跟着
他们生活，在被软禁的三年中，都是
他继母做饭照料他们。我想写出这三
个人身处困境百折不挠的生命之光。
第三段 《小路》 写的是“邓小平小
道”。邓小平下放到南昌望城岗时，
按规定要每天上午到南昌机械厂去劳
动半天。他从住的那个院子走出去，
绕过田地到工厂要走一个多小时。为
了照顾他，从院墙上开了一个门，他
就能直接从田地里穿过去，一个半小
时的路程，半小时就到了。邓小平走
的这条小路就叫“邓小平小道”。现
在那个地方还立了一个塑像。我曾三
走“邓小平小道”。在路上，我就
想，邓小平从 1969年 10月到 1973年
3月，在无数次步行中，他会想什么
呢？党籍停了，工资扣了，儿子残疾
了。我认为，他会想到自己个人的前

途命运，但更多地会思考党和国家的
命运，他一定会想如果有机会再出来
工作，怎么办？所以，我认为这一千
多次小路上的行走，是他对改变党的
工作重心的酝酿。从“以阶级斗争为
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
改革开放，要增强国力，提振国威，
要让老百姓富起来。

第四段《新编凤阳花鼓》写改革
开放成功了。“说凤阳道凤阳，凤阳
是个好地方。”我借鉴了民歌 《凤阳
花鼓》的曲调，并加以发展。欢快热
烈的曲调呼应了改革开放的喜人成果
和人民欢天喜地的心情。音乐会进行
到这个地方，往往出现高潮。最后一
段是 《小平您好》。这 5 段加序曲组
成了声乐套曲《小平之歌》。

为生活中的平凡英雄写歌

我写的一首歌曾经比较流行，就
是《雷锋，我们的战友》。

抚顺号称雷锋城，雷锋所在的部
队曾在那儿驻扎。2013 年，抚顺市
委宣传部的同志请我去担任学习雷锋
表彰大会的评委。市委宣传部提出想
搞一台我作品的音乐会。我说：“作
品是有的，但是能不能写点新歌？光
唱老的不行。”就请他们找一位抚顺
最好的诗人写歌词。这位诗人很有文
才，但写的词激不起我的感情。我问
抚顺的同志：“我们现在学雷锋遇到
了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反映说，雷
锋形象很高大，不好学。这又引发了
我对雷锋精神的思考。

其实这个问题在几十年前我为电
影《雷锋》作曲时就碰到过。电影原
来写的主题歌叫 《高岩之松》。你
想，高高的岩石上长了一棵松树，当
然很坚挺，很高大。当时给我的歌词
也很好，我拿到后很快写出了《高岩
之松》。

上世纪 60 年代那次到抚顺和营
口的雷锋部队体验生活，我跟战士同
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进行了大量的
采访，包括雷锋劳动过的工厂，当过
辅导员的小学校。还看了一个展览
室。我还采访了培养他入党的指导
员，与他前后谈了5次话，与他的好
友乔安山谈了两次。这次又到鞍山采
访，我与现代雷锋——鞍山郭明义谈
了话。我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和以前
创作《高岩之松》相比，有了新的感
受：雷锋的特点不是高，不是站在高
山上居高临下，雷锋的特点是伟大寓
于平凡，他的事迹都存在于一点一滴
的日常事务当中，但是长年累月坚持
做很不容易。和战斗英雄不一样，雷
锋是在平凡生活中践行为人民服务精
神，拥有和平年代的英雄气质，这是
雷锋的过人之处。有了这个看法，我
决定不用《高岩之松》了。经过深入
生活，深入思考，我终于写出 《雷
锋，我们的战友》，结果很成功。这
次经历给我启发很大，教会我向生活
要灵感，要激情，要艺术的真善美。

《雷锋，我们的战友》 是我创作道路
上的里程碑。

2013 年去抚顺，我在鞍山见到
郭明义，当时他正组织一帮工友唱

《雷锋，我们的战友》，还把我拉进去
唱。他当时说了一段话：“什么叫为
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就是老百姓需
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如果他穷，
那你把兜里的钱掏出来给他。”他说
得很痛快，也很简洁。那段话触动了
我。所以我自己动手写歌词，给歌曲
取名叫 《老百姓的雷锋》，把雷锋放
到老百姓中间，他是老百姓的一分
子。歌词里说雷锋“你是一滴水，你
是一粒粮”，很普通，但又是“大地
高山和海洋”，最后是“雷锋，雷
锋，学习的好榜样。雷锋，雷锋，永
在我心上。”3 段歌词很快就写出来
了，朗朗上口，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也说出了老百姓的心声。音乐会的名
称就叫 《老百姓的雷锋》。相隔 40
年，完成了《雷锋，我们的战友》的
姊妹篇。

为老一辈革命家诗词写歌

我用毛泽东的8首诗词写过一个
大型声乐套曲 《毛泽东之歌》。毛泽
东的诗词都被人谱过曲子，有的不止
一次谱过。但有些地方我有自己的感
受。比如《西江月·井冈山》，以前为
这 首 词 写 歌 都 强 调 “ 山 下 旌 旗 在
望”，实际情况是毛主席到井冈山的
时候正处于革命的低潮，谱曲时把它
写得平实、深沉一些，我觉得更符合
当时的情况。还有的诗词在谱曲的时
候，有些细节要做处理。比如说《十
六字令》 三首，字很少唱得很快。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
天三尺三”，要这样唱，一下子没听
清楚就过去了，当重复演唱到“红军
不怕远征难”，我就把它与《七律·长
征》 结合起来了。“红军不怕远征
难”，然后“山，山，山”，把两首诗
词结合，拧到一块，用我们音乐的术
语，叫复调手法。这样一来，又丰富
又能让十六字令听得更清楚，增强十
六字令宏大的气势。

纪 念 中 国 共 产 党 建 党 90 周 年
时，我想系统地写几首毛泽东诗词的
作品，最后写了8首。在贵阳演出的
时候，我从台上下来，被两个人给堵
住了。一个是工作人员，跟我说：

“傅老师，这位先生想跟你合拍一张
照片，他为了拍这张照片，回宾馆穿
上西装打上领带，希望你能够满足他
这个要求。”我很意外，就问他是哪
个单位的。他说是台湾来的。我一听
觉得很特别，就进一步问，“像这样
一台音乐会，你能接受吗？”因为那
台音乐会以革命历史为主题。他说：

“我不单单能接受，而且还非常喜
欢。”他这么一说，我很高兴，也没
有理由不跟他拍照了。

吃夜宵时，从澳门请来的指挥累
得一身汗。我们问他感觉如何，这位
香港出生、在英国学习音乐、在澳门
乐团任职的音乐会指挥说：“指挥这
些音乐作品，我很受感染，我要留在
贵阳。”他还说：“我要求加入中国共
产党。”我很惊讶，心想：真的假
的？但发现他表情很严肃、很认真，
意识到这是受到了作品的感染。这位
指挥慷慨激昂的神情，一直深深地留
在我的脑海中。

1994 年 11 月，应泰国上议院文
教委员会的邀请，我任团长的全国政
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代表团访问泰
国。到达曼谷第二天，从宾馆出发
前，为了以防万一，我随手把《大江
歌》录音带装进上衣口袋。刚进议会
大厦休息室，就听说泰方上议院米
猜·雷初攀议长要见我。我一惊，
问：“计划上没有这样的安排呀？”对
方说议长已经到了。这时一位泰国女
礼宾官过来问我：“傅将军，你带礼
品了吗？”我从衣兜里掏出那小盒录
音带给她，说：“我没有准备，只带
了这一小盒录音带。”她说，“不要
紧，我拿去包装一下。”

会面寒暄过后，米猜·雷初攀议
长向我们代表团赠送礼品。轮到回送
时，我指着这个不大的彩盒说：“议
长先生，你的礼品很丰富很精美，而
我们的礼品很简单，就是这么一小盒
录音带。但我要向议长先生说明一
下：这盒由我谱曲的录音带共有 12
首诗词歌曲，是我们国家毛泽东、周
恩来、朱德、董必武、陈毅、叶剑英
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诗词作
品。这些诗词不仅是文学精品，同时
也是这些革命家理想信念的写照。”
他听了之后说：“哎呀！你的礼品太
珍贵了！我对毛泽东、周恩来、叶剑
英非常尊敬，这个礼品我要认真地欣
赏它，永远地珍藏它。”泰国领导人
这样评价我国革命家的诗词，是我始
料不及的，可见这些诗词的艺术魅力
何其巨大！

为中国梦写歌

2012 年，我新写的一个作品是
《自个的事儿》。这首歌讲的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2014 年写了 《中
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引起大家的热烈
反响。我当时就觉得有责任写这么一
首歌。到了2014年7月份，我花了半
个月的时间，8 天写词，7 天写曲，
把这个歌写出来了。“岁月里有一个
梦，中华民族复兴的梦。多少风雨，
多少苦难，矢志不改梦想成真。千难
万险，前赴后继，为了这个梦。忠诚
理想，坚定信念，怀抱这个梦。啊，
中国梦，中国梦，人民的梦。啊，中
国梦，中国梦，伟大的梦。”应该

说，这是一首很深情、很舒展的歌。
为什么我用8天写词呢？因为这

个主题太大，到底用哪些话能概括中
国梦这个主题？我本来开篇写的是

“五千年”，后来一想这不准确，因为
历史还要发展，所以后来就改成“岁
月里”。后面的“多少风雨，多少苦
难”，浓缩了我们民族从近代以来经
历的苦难和奋斗。“忠诚理想，坚定
信念”，写中国梦就是理想信念，共
产党人要坚定理想，坚定信念。原来
写的是，“为了这个梦”，后来我觉得
不够，改成了“怀抱这个梦”，然后
是“啊，中国梦，人民的梦”。谁的
梦？是人民的梦，并不是习近平总书
记个人的梦，是总书记说出了人民的
心声。

那么概括中国梦的最基本词句应
该有哪些呢？我在歌曲中概括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富强，人民
幸福”这 16 个字，到这儿，音乐变
成进行曲的节奏了。“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中国，
中国，伟大的中国梦。”前面是拉开
的，后面是紧凑的。这个歌写完，我
的心愿也达成了。至于效果怎么样，
那要让听众去检验了。

想对当今音乐界说几句话

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音乐，总的
来讲是欣欣向荣的，特别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人
民 对 文 艺 作 品 质 量 的 要 求 越 来 越
高，音乐界更要给人民提供更多更
好的音乐作品。

音乐的本质是美，我们的音乐要
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给人以陶
冶，给人以欢乐，给人以美的享受。
我认为，这都是我们音乐工作者应该
努力的方向。

这里，我想对当今的音乐界说几
句话。

一是音乐创作要以人民为中心。
要知道群众喜欢什么，想听什么，想
要什么，而不能只考虑自己喜不喜
欢。我参加革命，到东北鲁艺上的第
一课，就受到这样的教育。这个观念
渗入了我的骨髓，融入了我的血液。

二是深入生活，向生活要灵感，
要激情，要艺术的真善美。《雷锋，
我们的战友》和《地道战》都来源于
生活。

三是坚持民族文化自信。实现音
乐语言民族化。语言是作品和听众之
间的桥梁，没有这个桥梁，路不通，
你过不去。

四是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
运。这是作曲家的使命和责任。我写

《中国梦》《忠诚》《歌唱新时代》 和
《革命家诗词歌曲》，初心皆出于此。

音乐，应该以人民为中心，歌唱
人民！歌唱新时代！

（张鹏禹 邓梦芳整理）

改革开放40年，给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音乐艺术。身处这个时代，
感到很荣幸。我个人的创作经历和创作体验，也是这40年音乐发展的一个注脚。 ——傅庚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