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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我们是五月
的花海，用青春拥
抱时代；我们是初
升的太阳，用生命

点燃未来。‘五四’的火炬，唤
起了民族的觉醒。壮丽的事
业，激励着我们继往开来。
光荣啊，中国共青团，光荣
啊，中国共青团。母亲用共
产主义为我们命名，我们开
创新的世界”。

很多人都是唱着这首歌
走过青年时代的，它就是《光
荣啊，中国共青团》，诞生于
1987年。让我们感到自豪
的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都
是辽宁的音乐工作者——胡
宏伟作词，雷雨声作曲。

1987年春天，原沈阳军区前进歌
舞团创作员胡宏伟在《中国青年报》
上看到了一则征集团歌的启事。

胡宏伟一下子回想起当年自己
在团旗下举起右手宣誓的情景：“在
我生命的黄金年华里，有 6年共青团
员的生活，如果把青春比作是一只小
鸟，那么歌声就是它的翅膀，作为一
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青年组织，多么
需要有一支歌把众多年轻的心召唤
在一起啊。国家有国歌，少先队有队
歌，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自1922年
诞生以来一直没有自己的团歌，这一
直是我的一个遗憾。这则启事，一下
子就引发了潜藏在我内心深处最初

的创作意识。”
胡宏伟一口气写出了五六个方

案，但都不太满意：“那一个月简直快
把我憋死了，我要找到一种感觉，用
最小的篇幅、最深的意境、最真挚的
情感、最强的震撼力，在历史的回音
壁上撞击出回响。”

反复酝酿之后，一个艺术形象被
胡宏伟捕捉到了：“如果把人生分为
12个月的话，那么青春就是五月，因
为‘五四’是我们青年的节日，我联
想到五月的天安门广场上，到处都
是花的海洋，一幅生机盎然、绚丽多
彩的油画呈现在我的面前。‘我们是
五月的花海’，体现群体感；‘用青春

拥抱时代’，展示了青年人博大的胸
怀与对今天生活的热爱和奉献，而
我们的时代也因此变得朝气蓬勃，永
远也不会衰老，共青团之所以是长青
的组织，是因为其永远拥有未来。初
升的太阳是最新最美的，‘我们是初
升的太阳，用生命点燃未来’这一句
就这样流了出来。头四句出来了，我
觉得有了时代感和青年团的特点，但
总觉得分量略轻，历史是不能割断
的，今天是昨天的延续，一个组织若
没有值得骄傲的历史，也就不会有
生命力了，于是，我用‘五四的火炬
唤起了民族的觉醒’拓展历史的纵
深感……”

整首歌词只有一段、80 多个字，
而这正是胡宏伟所追求的，用较少的
词句容纳最大的内涵，强化语言和情
感的震撼力。

胡宏伟将题为《我们是明天的
太阳》的歌词寄出。

当 年 的 团 歌 征 集 在 全 国 引 起
较大反响，大批团员专业音乐工作者
投入了这项工作中。到截稿日期，共
收到应征作品5300余件，其中不乏十
分优秀的作品。

通过评审委员会的几轮遴选，
1987年10月8日，《中国青年报》刊登
了10首团歌候选作品，胡宏伟的歌词
排在第一位。

用较少的词句容纳最大的内涵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9月 2
日，沈阳故宫博物院举行“庆祝新中
国成立 70周年特展”开幕式，“万紫
千红——中国古代花木题材文物特
展”“锦绣江山——沈阳故宫藏山水
画特展”同时与观众见面。

“万紫千红——中国古代花木
题材文物特展”是以沈阳故宫博物院
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联合办展的方式，
即两座故宫分别以各自的馆藏文物
举办的展览。展览的名称、主题、结
构一致，都于9月2日正式开幕，展出
时间同为两个月，以互相配合，遥相
呼应。这在沈阳故宫展陈史上是个
创新，更是积极有益的尝试。

本次沈阳故宫博物院“万紫千
红”展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万紫千
红”展是国内首次以花木题材文物
为主题的展览。两宫“万紫千红”展
都以明清时期的花卉题材为主，展
览均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四
时写生，以春、夏、秋、冬四季花木为
主题；第二部分为清雅逸趣，展出以
代表文人品格、文人笔墨趣味的花
木题材绘画；第三部分为寓情寄意，
展出花木与人相关的题材，以此体
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沈阳故宫

“万紫千红”展览共展出馆藏文物 70
件(套）。在展出 21 件（套）绘画作
品的同时，还辅助展出带有花木图

案的其他文物，如瓷器、珐琅、漆器、
玉器、织绣、挂屏、盆景等器物。绘
画技法或设色或水墨或写意，器物
的图案更是花团锦簇，其题材或四
时写生，或清雅逸趣，或寓情寄意，
均寓意吉祥，各具意态。

沈阳故宫博物馆馆长李声能
说：“沈阳故宫与北京故宫各具魅
力，同根同源、血脉相承。沈阳故
宫所藏明清绘画总数逾千件，其中
清代画家册页作品，其数量之多，
版本之精可以说在国内首屈一指。
本次‘万紫千红’展出的刘权之《设
色百樱呈瑞图》，构图简洁高雅，设
色明丽研美，笔法工整细腻，是难得
一见的精品。”

同时开展的“锦绣江山——沈
阳故宫藏山水画特展”，展出明清
至近现代名家山水画作品 40 幅。
既有“明四家”沈周的《设色秋泛
图》，清代“四王”王翚的《设色秋林
书屋图》、王原祁《设色仿大痴山水
图》，“清初四僧”石涛的《设色松窗
读易图》等明清两代著名画家的绘
画作品，也有我国近现代山水画名
家黄宾虹的《设色秋江独钓图》、石
鲁的《设色禹门逆流图》《设色延塔
葵花图》，岭南画派第二代代表人
物关山月的《设色雪景图》等，可谓
名家济济一堂，佳作异彩纷呈。

京沈两地故宫
首次推出主题展览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由
沈阳出版社策划推出的五卷本“沈水
书坊”地域文化小丛书第一辑出版。

第一辑五卷包括《盛京瓷话》
《沈水散叶》《紫气东来》《沈水听涛》
《巨变观澜》，每卷均融地方性、知识
性、趣味性和浅学术性为一体，为读
者从一个侧面提供了了解沈阳的阅
读文本。

《盛京瓷话》以历史发展为序，
勾勒出沈阳在中国陶瓷史中的独特
地位，将沈阳陶瓷史上最可述说的
历史与人物都做了散点式的描述，
从中可清晰地读到沈阳陶瓷的发展
脉络；《沈水散叶》选取沈阳人精彩
的言行和在沈阳土地上发生过的历

史瞬间，以小故事、笔记体的形式，
分类展现沈城历史名人的精神要
素；《紫气东来》以沈阳故宫为主题，
将这里的文化与历史以散文随笔的
形式娓娓道来；《沈水听涛》以评论
和随笔的形式回顾与述说了沈阳舞
台艺术的多姿多彩发展历史；《巨变
观澜》侧重从工业文化的角度，回顾
沈阳工业发展的不平凡的历程和对
共和国的巨大贡献。

“书坊”古时就是印刷并出售书
籍的地方，如今“沈水书坊”在继承
与发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着意于
现代策划与制作手段上下功夫，做
出“弘扬沈阳文化，讲好沈阳故事”
有益尝试。

“沈水书坊”
地域文化小丛书出版

本报讯 记者高爽报道 在日
前揭晓的辽宁省第十五届精神文明
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的 53 部获奖
作品中，共有 9 部图书作品，其中 3
部来自大连出版社。

此次大连出版社获奖的3部图
书分别是《热流》《寻找蓝色风》《冰
封的记忆——东北抗联教导旅揭
秘》。《热流》曾入选 2016 年度辽宁
省文艺出版精品项目，是一部反映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从工业
生活角度讲述中国民族工业追梦
历程、体现大国工匠精神和中国工
人 理 想 追 求 的 工 业 题 材 长 篇 小
说。《寻找蓝色风》曾入选中宣部
2017年“优秀儿童文学出版工程”，
讲述了一个寻找生命意义的童话
故事。《冰封的记忆——东北抗联
教导旅揭秘》以纪实文学的形式，

全面记述和反映了东北抗联教导
旅艰苦的发展历程和可歌可泣的
英勇事迹，内容真实可信，史料详
实，填补了记录东北抗联教导旅历
史的文学作品空白，为研究抗战历
史提供了更多史实资料，极具参考
价值。

大连出版社负责人介绍，取得
这样的成绩，源于科学有效的选题
论证与作品质量保障机制，是大连
出版社“内容为王、导向为魂、创新
为要、品质为本”出版理念的成功实
践。近年来，大连出版社坚持“质量
源于责任、质量成就品牌”，全力打
造原创精品，获得第六届中华优秀
出版物奖、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
学奖、国家新闻出版署向全国青少
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等奖项，赢
得了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

大连出版社三部作品
获辽宁省“五个一工程”奖

演奏风格独具魅力
征服国内外观众

俄罗斯是今年姜淼赴海外演出
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一，她将每
一次文化交流演出视为传播中国文
化的舞台。多年来，姜淼致力于古筝
新筝教学、演出以及乐团管理，并将
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筝文化传播到
世界各地。9月2日，姜淼接受了本报
专访，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她谈及如
何在其恩师、“王派筝法”创始人、国家
一级作曲、筝乐名家王天一的指导下
传播筝文化。立足辽宁，放眼世界，以
筝为媒，讲好中国故事。

姜淼手持节目单，向记者介绍
将赴俄罗斯演出的曲目。这些曲目
经过精心挑选，既有展现我国传统
筝文化的代表筝曲，又有以新筝演
奏的外国经典乐曲，还有脍炙人口
的俄罗斯民歌。记者从节目单上看
到，这些曲目包括大型新筝与钢琴
协奏曲《英雄畅想曲》、古筝合奏《喜
奔那达慕》、新筝四重奏《四小天鹅
舞曲》、俄罗斯民歌联奏《喀秋莎》

《卡琳卡》等 8 首乐曲。姜淼说，《英
雄畅想曲》是王天一创作的新筝与
钢琴协奏曲，气势恢宏，震撼人心。
记者在排练现场看到，该乐曲“垓下
被围”“饮泣别姬”“英勇搏杀”“含恨
自刎”四个乐章被她演绎得淋漓尽
致，深刻地揭示了悲剧性的音乐主
题。她的手指间仿佛运筹着千军万

马，在一拨一抹一挑中，流淌出动人
的旋律。性格沉静的姜淼，一旦演
奏起古筝便充满了澎湃的艺术张
力。她的演奏技巧如行云流水，形
体语言十分丰富，她演奏每一首筝
曲时的表情与形体语言均依曲风的
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从而展
现每一首筝曲独特的情境。姜淼这种
极具中国艺术家气质的表演风格令国
内外观众赞叹。姜淼还应邀赴奥地利
首都维也纳拍摄世界名曲《献给爱丽
丝》音乐电视片，首开中国古筝音乐电
视在欧洲实景拍摄的先河。

在多个国家传授中国筝乐

姜淼和培养她成长的中国东方
乐团成绩斐然。2003 年 7 月 1 日，葫
芦岛市获得“中国筝岛”荣誉称号，

“中国筝岛”成为我省的艺术名片之
一。由文化和旅游部派遣，中国东方
乐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上演了“王天
一原创作品音乐会”，为中国民族音

乐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到目前为
止，该乐团在国外举办了 100 多场专
场音乐会，在国内举办了 300 多场专
场音乐会，并组织了由2348人参加演
出的古筝大合奏，创下吉尼斯世界纪
录。2013年 8月，在北京创下世界上

“规模最大、演奏水平最高的”新筝大
合奏世界纪录。2016年 8月，在通辽
市，366 名新筝和钢琴演奏者共同演
奏的新筝与钢琴大协奏曲《乌江悲
歌》，第三次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

姜淼表示，学习古筝演奏，参加
器乐比赛，完成交流演出，不是她艺
术生涯的最终目标，她一直努力遵
循王天一老师的教诲，大力传承中
国筝乐文化。多年来，姜淼致力于
古筝新筝艺术教育，硕果累累。她创
作了《冰融二月春》《快乐的古丽娅》

《牧场欢歌》等多首筝曲，编曲 80 余
首。姜淼先后出版了《中国古筝名曲
演奏注释》《中国新筝名曲演奏注释》

《醉人的旋律》《中国古筝新筝考级教
程》《中国筝岛报告》等十多部著作。

其中，《中国古筝名曲演奏注释》是我
国第一部“注释体”的古筝演奏理论
专著。姜淼还曾协助内蒙古自治区
科尔沁艺术学院组建了我国第一个
古筝系，姜淼出任系主任。她还应邀
在沈阳音乐学院附属艺术学校组建
了古筝教研室。国外很多艺术院校
邀请她前往讲学，并组建中国古筝教
学中心。姜淼带着学生应邀到爱尔
兰组建了中国古筝学院，在当地培养
古筝专业学生。据了解，从葫芦岛走
向世界的中国东方乐团已在 16 个国
家和地区建立了中国古筝教学中心，
以筝为媒，向世界传播古老的中国筝
文化。

出访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筝乐

姜淼：以筝为媒讲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9
月3日，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办、沈
阳市档案馆（沈阳市文史研究馆）承
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文史风华’首届全国市级文史
研究馆书画展”，在沈阳市文史研究
馆开展。

本次展览汇集了中央文史研究
馆及广州、成都、西安、昆明、沈阳
等城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研究员所
创作的 120 余幅书画精品。每一
幅作品都蕴涵着艺术美感与时代

精神，充分体现了文史研究馆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展现了
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体现了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坚定文化自信
的时代担当。沈阳市文史研究馆馆
长张春风表示，该馆将以此为契机，
透过书画联展，助力沈阳打造国际
化营商环境、实现新一轮振兴、提
升国家中心城市文化品质、完善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实现“以精
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的
时代要求。

首届全国市级
文史研究馆书画展在沈举办

壮丽70年·一首歌背后的故事

《光荣啊，中国共青团》

激情拥抱五月的花海
张阿春 本报记者 高 爽

按照当时的征选流程，公开候选
作品的同时，团中央邀请了全国各地
很多曲作家给词作谱曲。时任辽宁
歌剧院副院长的作曲家雷雨声也在
被邀请之列。他“一眼就相中了胡宏
伟的歌词，并决定为这首充满了青年
热情和丰富内涵的歌词谱曲”。

虽然是“一见钟情”，但究竟该如
何把握这首歌曲的格调，还是让雷雨
声思考了很久。当时社会上流行通
俗歌曲，但是这首歌是明显不适合用
轻飘飘的方式吟唱的，雷雨声决定要
把这首歌写得更朝气蓬勃一些，“要
把这首歌写成一首像火一样炽热，既
要有青春的活力，又不失严肃庄重的
歌曲”。

歌词中的艺术形象非常丰富，有
花海、太阳，也有火炬，这些美丽的画
面在曲调中必须有所体现。在雷雨
声最开始完成的谱子中，写景的成分
多过了写人，“这么写不就只是表现
了歌词的表层形象吗？花海是花海，
但是又不仅仅是花海，而是要拥抱时
代的花海，太阳是太阳，但又不仅仅
是太阳，而是要去点燃未来的太阳。”
雷雨声又反复琢磨，从一些传唱比较
广泛的歌曲比如国歌、中国少年先锋
队队歌、《马赛曲》等中获得启示：“国
歌塑造了抗日战争中的英雄群像，

《马赛曲》塑造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时代的英雄群像，我也想要用音符
塑造出中国这一代青年的群像。”他

还借鉴了当时流行的一些优秀的通
俗歌曲如《让世界充满爱》等，吸收
歌曲中能够表现青年人开朗热情的
元素。

最终完成的歌曲，通过音乐的调
节和调性的转换，终于把这首歌中对
历史的回顾、对祖国母亲的情怀，还
有青年人满怀信心、开拓未来的一系
列情感都表达出来了，不但有了洋溢
的青春热情，也能表现出辉煌灿烂的
主题。曲子写完，雷雨声还特意找到
一些青年朋友试唱，征求他们的意
见，然后再进行修改。

经过谱曲的 10 首团歌候选作品
很快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
视台播出，由广大青年学唱并进行投

票，1987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青年
报》公布了投票结果，《我们是明天的
太阳》得票数再次名列榜首。

1988 年 5 月 7 日，在共青团第十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首歌最终确
定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团歌。经
过团中央与胡宏伟商量，决定把歌名
改成歌词中的那句“光荣啊，中国共青
团”，让团歌的主题更加凸显。在作为
代团歌传唱了15年之后，2003年7月
22日，共青团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通过决议，它被正式确定为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团歌，从而结束了共青团
建团81年没有正式团歌的历史，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支青春的方阵，有
了属于自己的嘹亮团歌。

要把这首歌写得更朝气蓬勃一些

9月2日，记者来到中国东方乐团排练场，该乐团常务副团长、国
家一级演员、青年筝乐演奏家姜淼正在带领乐团成员紧锣密鼓地进
行排练。9月8日，她将与30多名乐团成员一起赴莫斯科、圣彼得
堡参加俄罗斯“中国节”演出。近年来，这支从葫芦岛走向世界的乐
团受到了很多国家观众的欢迎。受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派
遣，姜淼已随团出访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她以精湛的演奏技艺、
饱满的艺术激情以及独具魅力的表演风格赢得了各国观众的好评。

1999年“五四”青年节，胡宏伟与原前进歌舞团青年团员同唱“团歌”。（资料片）

姜淼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9
月2日，记者从沈阳市1905文化产业
园了解到，第二届沈阳 1905 国际当
代戏剧节将于 9月 12日开幕，11月
10日结束。

本届戏剧节分为“舞台之约”“城
市之会”“青年为希”“创造有时”四
个单元，将推出来自5个国家和地区
的 10 部剧目共计 27 场演出，同时将
举办戏剧交流活动，包括戏剧讲座以
及戏剧工作坊。本届1905国际当代
戏剧节的主题确定为“有期”，寓意

“期待以戏剧的形式开创美好生活”。
由伊朗编剧南星·苏雷曼波尔创

作的《白兔子红兔子》将成为本届戏
剧节的开幕大戏。这部剧的每一场
演出均由一位不同的演员来完成，而
每一位演员只是站在舞台上的时候，
才第一次打开剧本。来自丹麦保罗·
纳尼剧团的互动戏剧《杰克的花样冰
淇淋》将在“十一”期间为观众带来一
场富有创意的戏剧体验。该剧曾在意
大利、德国、丹麦等戏剧大赛中获得金
奖。此外，还有由莎士比亚著名话剧

《驯悍记》改编的《爱在无爱城》、汇聚
多部契诃夫经典剧本改编的《契诃夫
四则》。国内戏剧包括《阿翔》《核桃
没有仁》《奋不顾身的爱情》等。

10部剧亮相1905国际戏剧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