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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我爱家乡山和水》创作于40年前，由吴善翎作词、赵奎英作曲。这首歌意境优美，歌词质朴易懂，曲
调欢快易唱，写出了家乡田园风光的美好景象，也激发了人们对家乡的眷恋和热爱。因感染力极强，这首
歌迅速传遍大江南北，至今仍传唱不息。

几天前，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记者来到沈阳市浑南区吴善翎的家中，这位80岁的老人笑声爽朗，谈
起有关这首歌的往事，他用歌声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11
月24日晚，古巴舞蹈家在辽宁大剧院
演出舞剧《剧院魅影》，拉开“辽宁大
剧院第三届国际演出季”帷幕。记者
从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
服务中心）了解到，省演艺事业交流
中心充分发挥促进国内外文化演艺
资源交流的职能，引进国内外精品剧
目，在辽宁大剧院举办了国际演出季
活动。从2019年11月下旬至2020年
1 月，国内以及古巴、俄罗斯、奥地利
等国家的知名艺术团队将应邀来到
辽宁大剧院，为辽沈观众带来舞剧、
音乐会、越剧等 7场高品质的文艺演
出，以丰富多彩的艺术盛宴迎接新年
的到来。演出季还推出了惠民票，以
便更多观众走进剧场。

率先亮相“辽宁大剧院第三届国
际演出季”的是享有“拉丁美洲玫瑰”
盛誉的古巴西班牙舞蹈团，该舞蹈团
以韵味十足的弗拉明戈舞演绎观众
耳熟能详的舞剧《剧院魅影》。西班

牙风情的舞蹈将浪漫而伤感的故事
表现得凄婉动人，独具匠心的舞美设
计渲染了优雅而神秘的戏剧氛围，经
典旋律和弗拉明戈舞的完美融合，赋
予《剧院魅影》独特的魅力。观众对
于音乐剧《剧院魅影》非常熟悉和喜
爱，此次欣赏舞剧版《剧院魅影》，很

多观众感到很兴奋。观众吴女士说：
“我看过音乐剧《剧院魅影》，也看过
同名电影，这次来看舞剧版《剧院魅
影》感觉很特别，很有艺术感染力。
之前无法想象如何用弗拉明戈舞去
表演惊心动魄的《剧院魅影》。”

12月13日、14日，由俄罗斯莫斯

科古典芭蕾舞团表演的芭蕾舞剧《天
鹅湖》《胡桃夹子》经典再现，为辽沈
观众奉上古典芭蕾的视听盛宴。《天
鹅湖》《胡桃夹子》是享誉世界的芭蕾
舞剧，俄罗斯莫斯科古典芭蕾舞团以
其鲜明的艺术风格，在年终岁尾为辽
沈观众演绎独具风格的经典作品。
12 月 29 日、2020 年 1 月 3 日，第 20 届
中国北方新年音乐会特邀萨尔茨堡
爱乐乐团、维也纳皇室管弦乐团，将
奏响新年的华美乐章。古典优雅的
经典乐曲、激情澎湃的现代作品以及
耳熟能详的电影音乐，将给观众带来
多元化的视听感受。

除了外国经典舞台艺术作品，传
统戏曲也将参演“辽宁大剧院第三届
国际演出季”。12 月 11 日、12 日，越
剧经典剧目《香罗记》《西厢记》将相
继亮相，细腻婉转的唱腔、凄美动人
的爱情故事，以及精致的舞台、浓郁
的韵味，将给观众带来唯美的艺术
享受。

辽宁大剧院第三届国际演出季开幕

七场高品质文艺演出都有惠民票

一家网站策划了一个系列采
访，受访者是“文学圈”之外的写作
者，最后结集出版《野生作家访谈
录》。我对书中涉及的作者好奇，想
了解独立的写作姿态如何影响他们
的文学观，他们的作品是不是摆脱
了文学创作中的同质化倾向。作品
的同质化，是近些年一些批评家在
文学现场发现的问题。所谓文学的
同质化，简而言之，就是文学创作中
的雷同化表达。对于同质化的作
品，读者会因似曾相识而厌倦甚至
排斥。

我一直认为，文学阅读会使读
者的人生加倍。而使人生加倍的文
学作品，一定是让读者遇到现实中
很难遇到的极致生命的作品，一定
是让读者发现那些一直在眼前却从
未发现过的生命的作品。麦家的

《人生海海》中的上校，就是一个极
致生命。他穿行于乱世，传奇经历
让凡人望尘莫及。莫言在谈论《人
生海海》时说：“在茫茫人海中，也许
永远找不到上校这样的人，但我们
总希望遇到这样的人，这也是小说
存在的理由。”我可能活得平庸，才
对极致生命充满好奇，甚至喜欢，也
基于此，一向与文学现场疏远的我，
才买了《人生海海》，并拿出整块时
间来读。我觉得，这部小说读起来
畅快，但味道不足。关于文学的味
道，那是另外的话题。

在文学叙事中，最能让读者产生
共鸣和认同的，还是那些日常生活中
的普通而又不凡的生命。普通是他
和你我一样过着酸甜苦辣的平常日
子，不凡是他对生命状态极其敏感，
暗中积攒着力量，契机一旦到来，他
便爆发，便释放出我们没有的生命活
力。许多文学作品因为这样的生命
叙事而脍炙人口，例子可随手拿来。

我在文学作品中寻找极致生

命，发现普通生命中的异质和独特，
原因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我意识
到作为一个触屏人，在不知不觉中
被他者影响，被他者重塑，个体的自
在在逐渐消失，在认知模式上和他
人没什么区别。以为你我相像、彼
此一样为生命常态，这就是同质化
盲区。文学阅读就是反同质、反固
化，让人走出这个盲区。

这也是最近我读西蒙娜·韦伊
传记的理由。我先读美国作家写的

《西蒙娜·韦伊》，然后读西蒙娜·韦
伊在亨利四世中学读书时的同学西
蒙娜·佩特雷蒙特写的《西蒙娜·韦
伊》。我对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
过对她思想遗产的兴趣。她反抗社
会等级秩序，以劳苦大众为友。为
亲身体验工人的困境，她到生产大
型电力机械的公司当一个普通工
人。在毫无人性的车间环境里，她
的身体和尊严遭受摧残，而后她写
道：“未来我还会再次体会到快乐，
但我可能再也找不回那份心灵上的
轻松愉悦了。”用传记中的话说，工
厂经历把她从“知识分子的抽象世
界”中拉出来，扔到一个“真实的人
群里——或善良或邪恶，但都是真
真切切的善良或邪恶”。她的精神
经历了从自我苛求到灵性觉醒，灵
性觉醒后，她超越了生命尊严，这是
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成长。1943 年
她就离开人世，只有 34 岁，但她的
生命独一无二。美国作家苏珊·桑
塔格说，在追求美德和纯粹上，“她
比我们任何人都走得更远，站在了
我们无人敢企及的高度，她替我们
做到了。”

文学叙事中的生命，其精彩在
于独特。现实的生命不也如此？独
特是针对同化而言，在现实中，追求
异质不是崇尚怪异，而是激活生命，
让生命充满力量。

走出同质化的盲区
洪兆惠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由
中国盲文图书馆主办的“我和我的
祖国”盲人讲故事比赛决赛日前在
北京落幕，来自全国32个地区的37
名选手进入决赛，由省图书馆推荐
的选手韩瑶以总分第二名的成绩获
得大赛二等奖，省图书馆被授予“优
秀组织奖”。

本次讲故事比赛紧扣“我和我
的祖国”主题，通过讲述盲人自身
经历或者身边发生的故事，反映盲

人读者在工作、学习及生活等方面
发生的巨大变化，展现新时代盲人
群体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积极进
取的精神风貌。2002年起，省图书
馆开启视障服务工作，常年坚持组
织开展“对面朗读”、为盲人讲电
影、录制有声读物、书香千里——
为盲人送书上门、编辑出版《视障
者之窗》全盲文杂志、无障碍数字
阅读等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元的
文化助残服务。

省图视障阅读活动获奖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1
月 25 日晚，“崔明明民族声乐艺术
指导音乐会”在沈阳音乐学院音乐
厅举行。崔明明精湛的演奏获得观
众好评。

音乐会在满含深情的《思乡曲》
中拉开帷幕。不同类型、不同风格
的民族声乐作品在崔明明曼妙的琴
声与三位演唱者的歌声中交融呈
现。《枫桥夜泊》词义隽永，意蕴悠长；

《我住长江头》音乐深挚缠绵；《帕米
尔，我的家乡多么美》将钢琴颇具特
色的塔吉克族节奏与人声旋律相结
合，描绘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草原美
景；歌剧选段《等着我，亲爱的人》（选
自歌剧《沂蒙山》）将音乐会推向了高
潮。本场音乐会不仅是崔明明多年
来钢琴演奏成果的一次展示，更是对
坚守民族文化本体、促进中国声乐繁
荣发展的积极践行。

民族声乐艺术指导音乐会
在沈音举行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近
日，由沈阳出版社出版的《动物映
象》一书入选生态环境部“2018-
2019 公众最喜爱的 10 本生态环境
好书”初评。

“2018-2019 公众最喜爱的 10
本生态环境好书”推选活动由生态
环境部主办、中国环境出版集团有
限公司承办。此活动旨在在全社
会营造“出生态环境好书、读生态
环境好书”的浓厚氛围，达到启迪
公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传播生态

文明理念的重要作用。该活动于
今年 4 月启动，经过图书征集、专
家初评和公众投票等环节，最终确
定最受公众喜爱的 10 本生态环境
好书，将于 2020 年初向社会发布
评选结果。

《动 物 映 象》一 书 由 祖 克 慰
著，是一部重新审视人与动物关
系的特色之作，作者以其对动物
的深沉理解，在文学、哲学和科学
的三维空间里，建构起自己的“动
物理想国”。

《动物映象》
入选“生态环境好书”

对于这首歌的创作，吴善翎从自
己的身世讲起。他老家在浙江宁波，
从小在上海长大，因为父亲在丹东工
作，他初中毕业后就到了丹东。上世
纪50年代中期，他参加了欢迎志愿军
回国等演出活动，演着演着就被调到
了丹东文工团，担任琵琶演奏员。其
实，除了琵琶，吴善翎还会弹古筝、吹
笛子、拉二胡、弹三弦等。会这么多乐
器还是源于在上海读书时，学校组织
小乐队，乐队需要什么乐器，乐队里的
学生就赶快去练什么乐器。

1959年，吴善翎被调到沈阳，到辽
宁歌舞团担任琵琶演奏员，这一干就
是19年。1978年，吴善翎被团里安排
到创作组写歌词。那年12月的一天，
时任辽宁歌舞团副团长、曲作家赵奎
英给他一个旋律曲谱，让他感觉一下
是否喜欢、是否有填词的热情。赵奎
英专门研究东北民歌，脑海里装满了
优美的东北民歌曲调。拿到曲谱，吴
善翎听出的也是东北民歌的味道。

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
完，改革开放风起云涌，农村实行包产
到户，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村呈现
出一派崭新气象。这样的时代背景，
交织着当年在丹东工作时留在记忆里
的田园风光，吴善翎决定，就从美丽的
乡村景色写起，赞美家乡，讴歌祖国。

写作过程很快，一气呵成，一下午
的时间就写完了，歌词取名就是《我爱
家乡山和水》。赵奎英看过歌词后，连
连称好，还为这首歌专门把原来的旋
律改动了一些地方，比如最后重复的
地方就是后加上去的。辽宁歌舞团女
高音歌唱家王月忱首唱了这首歌。

《我爱家乡山和水》最先发表在
《音乐生活》杂志上，省音乐家协会为
歌曲颁发了创作奖。1980年，获文化
部、中国音协评选的“全国优秀群众歌
曲”奖，并被定为中宣部、文化部、广电
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
团中央六部委向全国联合推荐的12首
优秀歌曲之一，在《人民日报》发表。

一个下午填完歌词

丹东记忆激发
《我爱家乡山和水》词作者灵感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我爱家乡的山和水，山水多明
媚，清泉潺潺绕山走，山山绿如翠，花
果园飘芳菲，池清鱼儿肥，沃野千里腾
金浪，稻香诱人醉……”吴善翎闭上双
眼，倾情地唱起来。此时，窗外的冬季
景色虽有几分萧瑟，但他却沉醉在气
息清爽的歌声里，脑海中一定是青山
碧水的另一番景色。

唱到这里，吴善翎停下来，他给记
者讲解道，这第一段是用白描的手法形
象地描绘了三组田园风光，从清泉到
山、从果园到鱼池、从沃野到稻田，将家
乡新农村的景色鲜活地呈现出来。

“我爱家乡的山和水，山水映朝
晖，山笑水笑人欢笑，歌声绕云飞，新
时期总任务，宏图多雄伟，实现四个现
代化，家乡更秀美……”

唱完第二段，吴善翎似乎意犹未
尽。他又给记者讲解道，这部分在思想
内容上有了升华，给这首歌赋予了深刻

的思想内涵和时代印记，使其成为弘扬
主旋律、充满正能量的艺术歌曲。

吴善翎告诉记者，这首歌的歌词
创作没有特殊的技巧，只是题材抓得
准确，形象描绘生动，尽量采用口语化
描述，使其产生自然、亲切的画面感，
唱起来朗朗上口，易懂好学，这样就容
易推广开去、流传下来。

这首歌是先有曲、后填词的命题
作品。曲作者是从丹东走出来的已故
作曲家赵奎英。吴善翎说，创作这首
歌时，他俩都在辽宁歌舞团工作，他们
的这次合作是心有灵犀、珠联璧合。

吴善翎的演唱富有激情，但说的
却不是普通话。记者好奇地问他是哪
里的口音，他笑答，他到北京，人家说
他是东北人，他在沈阳，这里都说他是
南方人。“我是南腔北调、乡音难改
呀！”他爽朗地大笑起来，就像一个东
北汉子。

白描手法写田园风光

吴善翎至今创作了2000多首歌
词，其中，在省级以上评选中获奖
200 多次。他认为，歌词，尤其是主
旋律歌词创作一定要有美感，就是听
起来要美，好听人家才爱唱。歌词创
作出来仅仅是半成品，一首歌没有好
旋律是“飞”不起来的。一首好歌能
够唱红，是词、曲、演唱者、录制效果、
推出时机等因素促成的。歌词好，如
果没有好旋律配，也枉然。

吴善翎 最 满 意 自 己 创 作 的 两
首 歌 的 歌 词 是《好运，澳门》和《梦
回章丘》。2009 年 4 月，在澳门中华
文化交流协会主办的“澳门之歌”歌
词创作大赛上，吴善翎创作的《好运，
澳门》获得一等奖。2011 年 9 月，吴
善翎创作的《梦回章丘》被中国音乐
家协会评为“清照故里，词意章丘”大
奖赛金奖。这两首歌的共同特点，是
在突出主旋律的主题下，进行了深刻
的艺术创造。可以说，写歌词是艺术
创作范畴，艺术的东西还得用艺术来

表达。
近两年，吴善翎侧重音乐剧创

作，刚刚为东北大学写完音乐剧《少
帅校长》，讲张学良与东北大学的故
事，内含26首歌曲。现在，他正着手
创作一部与辽宁地域文化有关的音
乐剧。他告诉记者，音乐剧是一台

“歌+舞+戏”的综合艺术，他主张，写
词的人一定要懂音乐，这样写出的歌
词就会有乐感，曲作者一看就出曲
调，所以词作者要增加音乐修养；而
曲作者也要懂歌词，这样谱曲才能充
分反映歌词的内涵，所以曲作者也要
提高文学修养。

一番长谈后，记者与吴善翎道
别。老人强调，是丹东记忆给了他艺
术灵感，这些年来，他还常到丹东走
走看看，觉得现在的丹东就像歌中所
唱“家乡更秀美”了，而这也是美好

“中国梦”的一个缩影。《我爱家乡山
和水》从一个侧面见证了祖国的前进
步伐。

写歌词是艺术创作

一首歌背后的故事GUSHI

舞剧《剧院魅影》剧照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摄

上世纪80年代初，吴善翎(左一)、赵奎英（右二）等到大连深入生活。（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