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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走进铁岭市熊
官屯镇熊官屯村齐
家沟，首先映入记者
眼帘的是农家院墙

上的彩绘：蓝天白云下的金色麦
浪、对着大自然作画的画家、连
绵不断的青绿色山峦……沿着
彩绘院墙蜿蜒向上，会看到一
间间别致的院落，那是画家们
的乡间工作室。

铁岭市齐家沟油彩飞溅、
锦州市老虎沟陶韵流光、沈阳
市孟家台村笔墨飘香。记者
近日采访了解到，我省多个乡
村凭借着优美的自然风光和
良好的人文环境，吸引着画
家、书法家、作家入驻，他们的
到来，让艺术在黑土地的褶皱
里萌发、成长，演绎着乡村振
兴的鲜活样本。

“花城百花开，花开朋友来，鲜花
伴美酒欢聚一堂抒情怀，新朋老友，新
朋老友诚相待……”伴随着这段扎根
在一代代中国人记忆深处的动人旋
律，近日，沈阳音乐学院作曲家雷雨声
将其创作的音乐作品手稿、获奖证书
原件等 20 多份珍贵资料捐赠给沈阳
音乐学院。

据了解，在本次捐赠的资料中，既
有《阳关三叠》这样的器乐作品手稿，
也有《我们为你高声歌唱》《光荣啊，中
国共青团》等经典作品手稿。

两三天写出共青团团歌

1932 年出生的雷雨声，至今已创
作了《光荣啊，中国共青团》《迎宾曲》

《春天来了》《阳关三叠》等300多首脍炙
人口的音乐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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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页《光荣啊，中国共
青团》手稿静静地放在沈阳音乐学院
校史馆里。这首传唱了38年的《光荣
啊，中国共青团》是如何创作出来的？

1987年，《长江之歌》的词作者胡
宏伟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团歌的征稿
启事，决定参与创作，一口气拿出了五六
个初稿，将《光荣啊，中国共青团》的歌词
寄到了《中国青年报》。1987年10月31
日，《光荣啊，中国共青团》排在了《中国青
年报》从全国5300首应征歌曲中选出的
10首团歌候选作品的第一位。

时任辽宁歌剧院副院长兼辽宁乐
团团长的雷雨声对《光荣啊，中国共青
团》的歌词一见钟情。“真是好词啊！
大气磅礴，看了让人心潮澎湃。”雷雨
声回忆说。

为了让这首歌深入人心，雷雨声
和胡宏伟带着歌词深入工厂车间、田
间地头，听取一线青年对词作的意
见。“这首歌不仅是个人创作的结果，
也是从一线青年中感知青春气息而获
得的灵感，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雷

雨声坦言。
在深入生活中，他们多次组织团

员青年对歌词进行讨论，“亲历这一场
场讨论，让我对歌词的内涵有了更深
刻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感受到了青年
身上那种激昂向上的状态，这让我有了
方向。”雷雨声说，很多音符在他的脑海
里开始跳跃，回来他就开始谱曲了。

“我最开始抓的意象就是‘五月的
花海’。”雷雨声回忆说，自己联想到花
朵延绵于原野之上的画面，便试图用
音乐去抓住这个形象，“根据这个意
象，我有了第一个框架和构思，总体上
是按通俗歌曲的思路去写。”

“但按这个框架，我刚写下第一
句，在反复琢磨‘用青春拥抱时代’这
句歌词时，就觉得原来的思路写不下
去了。”雷雨声感觉这么写下去，没有
根。雷雨声反复研读歌词，很快就找
到了感觉，决定将最初的“五月的花
海”意象与使命担当感结合起来。这
首歌一定得是进行曲，充满蓬勃的朝
气，符合热血青年的气质，同时也不能

写得太“重”，否则就没法展现出青年
的活力。“真正动手写曲子也就两三
天，加上此前深入生活和构思，一共用
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雷雨声说。

1988 年 5 月 8 日，对雷雨声和胡
宏伟来说是难忘的一天，这一天，在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光荣啊，中国共青团》被确定
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团歌。2003
年 7月 26日，被正式确定为中国共青
团的团歌，结束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 81 年没有正式团歌的历史。这首
团歌唱出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理想，
表达了青年人奋斗的情怀和激情。

《迎宾曲》先有曲后填的词

《光荣啊，中国共青团》一问世就
在青年人中唱响，而《迎宾曲》被李谷
一演唱后，一炮而红，又在 1984 年春
晚上演唱，一时红遍大街小巷。

“花城百花开，花开朋友来，鲜花
伴美酒欢聚一堂抒情怀，新朋老友 新

朋老友诚相待……”雷雨声和记者情
不自禁地哼唱起了《迎宾曲》。

1980年，我国刚刚走上改革开放
之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新片《客从何
来》要创作主题歌，而这部影片是反映
广交会的。当时广州鲜花如海，外国
友人与国内宾朋欢聚一堂，一切都让
雷雨声感到很新奇。“《客从何来》的导
演非常新潮，让女主角在电影中跳迪
斯科，而我那时还没有接触过迪斯
科。”雷雨声回忆起当年创作《迎宾曲》
的情景，他从外国演员给他的迪斯科
舞曲磁带中通宵达旦地现学，希望在
作品中找到西方音乐的新潮元素。但
创作之后觉得不理想、太新潮，反而
把我们传统的东西丢了，雷雨声陷入
两难中，前后易了十多稿，仍不满意。

“一天，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周总
理去越南访问时当地播放的一部电影
中的欢迎曲，那首曲子既有中国特色，
又有异域风味。借着这份灵感，我赶
紧在保留广东音乐韵味的基础上，增
添了些西方音乐元素，最终谱出了《迎
宾曲》。”雷雨声说。

歌词怎么办？在从广交会回沈阳
的飞机上，雷雨声透过机窗，看到并行
的飞机之上，一道彩虹横亘天空，凌架
南北，将飞机罩住，这壮观的景象让雷
雨声惊叹于大自然美的同时，脑中浮
现出“古代中国就有丝绸之路，而今的
天桥达成一段通途”的意象。

“我下飞机后，马上就去找作家刘
文玉，他是我的老搭档，我知道他一定
能把我脑子中浮现的意象表达出来。”
雷雨声说。

花城、朋友、聚会、诚意……曲中的
元素，被词作者巧妙地融入作品中，最
终诞生了脍炙人口的——《迎宾曲》。

据了解，在本次捐赠中，雷雨声还
捐出了自己的经典器乐作品《春天来了》

《阳关三叠》。雷雨声表示，80多年来，鲁
艺人脚步未停，与文艺舞台同声共振，
唱响时代主旋律的初心不曾改变。

作曲家雷雨声多份珍贵资料捐赠沈音

40年前手稿讲述“团歌”诞生背后故事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初到
从“写自己”到“写大地”

早春时节，记者走进色彩斑斓的
齐家沟。此时，地上的雪还没完全融
化。院墙上的色彩，大多出自画家丛
丹和高原丽夫妇之手。2000年，夫妻
二人来到齐家沟落成了“山居画室”，
从此便告别都市生活，常居在这个宁
静、充满野趣的小村落静心创作。此
后，省内外陆续有十余名知名画家来
此居住，渐渐地，齐家沟成了远近闻名
的“画家村”。

吸引这些画家的，是齐家沟的好
生态、好景色、好民风。高原丽告诉记
者，齐家沟紧邻熊官屯水库，背靠凤凰
山，25 年前刚到这里时，整个村庄一
派原生态气息，看到这样的风景，夫妻
俩很激动，当即决定在这里安家。

与长久在乡村生活的丛丹夫妇
不同，作家方玉玲是 2019 年来到沈
阳市沈北新区兴隆台街道孟家台村
的。最初，方玉玲想找个安静的地方
创作，和朋友们相聚，畅谈文学和艺
术；后来陆续有作家朋友们驻村，建
成了一座座别致的小院；直到 2022
年 10 月，“作家村”正式挂牌，成为乡
村一景。“过去自己在创作时多关注
自己内心的情感，现在则会关心孟家
台这片土地，关注春播的劳累、秋收
的喜悦，会为一场雨而担心或欣慰。”
方玉玲说，乡村生活扩展了一个写作
者的心胸和眼界。

融入
从“城里人”到“村里人”

在距离孟家台村200余公里的锦
州凌海市老虎沟，村中央有一棵百年

“连理树”，著名书法家王丹捐赠了一
块“连理石”放置在树下，石头上的“连
理”二字由他书写。村民闲来无事，会
围坐在“连理石”旁唠家常。

1996年，专注于做陶瓷印的王丹
想在山里建窑，辗转找到了有小溪相
伴的老虎沟。初到之时，这里是原生
态，山林树木一派天然景象。“来村里
30 年了，与这座小山村、与村民产生
了很深的感情，我们都是老邻居了，

‘连理’二字蕴含着政府、企业家、艺术
家与村民之间的深厚感情。”王丹说。

与王丹一样，丛丹夫妇也正在用
他们擅长的方式，为山村增添文化艺
术气息，身体力行地让自己成为“村里
人”。“我想在你院子外墙上画点画，行
不？”“当自己家墙，随便画。”丛丹想给
邻居院墙画画时，总会先打声招呼，他
得到的永远是这样热情地回应。院子
里，高原丽一边扫着枯叶，一边对记者
说，邻居们的淳朴和热情，是他们能很
快融入的原因。刚来村里改造房屋
时，屋里没有电，她随口问一句，不一

会儿就来了好几伙人帮忙接电，当时
心里特别暖，觉得这个地方来对了。
这一晃20多年过去了，夫妻俩在这作
画、生活、授课，生活充实又自在。

住得久了，大家不再觉得他是城
里来的画家，只是当成相处20多年的
老邻居。村里的孩子们常常跑到工作
室玩，看到小小的孩子站在巨幅油画
前张大嘴巴，对彩笔、颜料十分好奇的
样子，夫妻俩萌生出给孩子们上美术课
的想法，与镇村共同组织的“山居公益
绘画体验活动”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

反哺
从“个人的”到“社会的”

现在的老虎沟，也叫边墙子虎溪
民俗文化村，张宝生油画馆、李越摄影
馆、李跃卓收藏馆、王娜木偶馆等艺术
场所相继落成投入使用，是很多平台
上人气颇高的“网红打卡地”。王丹希
望把这些个人艺术资源献给社会，让
个人资源真正成为公共文化资源，为
乡村振兴作贡献。在政府的扶持、企
业家的帮助、村民的支持、艺术家们的
共同努力下，民俗文化村从2023年10
月开始对外开放并收取门票，所有收
入全部归村里所有。

经济方面有所收益，精神文化生

活也同步提升。“冬天外面全是雪，咱
村路两边摆着一排排画，大的小的，各
种颜色，可好看了。他们往出摆的时
候，我还帮忙搬来着。”村民王刚说的
是在齐家沟举办的乡村画展。作品
中，齐家沟村的四季被定格，村民成了
主角，这些作品不但点缀了冬日里的
乡村，更让村民对家乡产生了全新的
认知和自豪感。

路灯亮起来了、村里更整洁了、游
客来得多了……记者采访了解到，艺
术家的到来，为乡村生活带来了新气
象。熊官屯镇党委书记谷实告诉记
者，近年来，熊官屯镇积极争取资金
100 余万元，推动“画家村”基础设施
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提档升级，先后
打造“画家村”花海、加固护坡、修建木
质围网、开展儿童写生活动、成立写生
基地等。未来，熊官屯镇还会深挖“画
家村”特色文化资源，擦亮“画家村”名
片，打造画家采风基地、特色艺术民宿
等休闲场所。

在这些村落里，文化艺术不再
是生活的装饰品，而是乡村发展的
内生动力，它唤醒了沉睡的资源、重
塑了乡村的面貌、培育了新型文化
生态，提升了村庄的文化品位，让村
民在参与中感受到艺术的乐趣，为
乡村振兴写下最生动的注脚。

全省相继出现的“画家村”“作家村”成为提升当地文化品位的新风景——

当艺术的枝条植入乡村的土壤
本报记者 刘海搏 文并摄

在铁岭市熊官屯镇熊官屯村齐家沟的“画家村”内，画家们在冰天雪地中举办户外画展，为冬季的齐家沟增添了一份
绚丽色彩。

沈阳音乐学院师生在校史馆里仔细观看雷雨声捐赠的手稿。

他，带领中国航天人奋发图强、勇毅前行；他，一次次成功书
写逐梦苍穹的中国奇迹，为祖国航天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戚发轫，辽宁瓦房店人，中国工程院院士、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
师、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技术顾问。曾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2次。退休后的戚发轫把大量精力投入航
天科普事业，播撒热爱科学、热爱航天的种子。

本报记者 田 勇 文

戚发轫

日前，太原地铁1号线正式开通试运营。这
是由中车大连公司打造的全自动运行地铁列车，
凭借其出色的性能和舒适的乘坐体验，正式融入
太原轨道交通行列。

列车设计灵感源自汾河湿地公园振翅欲飞的苍鹭，
车身以“梦想蓝”勾勒流动线条，内饰采用蓝白配色呼应太
原山水。车辆采用全自动运行（GOA4等级）A型车4动2
拖6辆编组，不锈钢车体结构，最高运行速度80公里/小
时，单列车长140米，额定载客量达1602人/列。

本报记者 王荣琦 文并摄

地铁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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