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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晓光作品的家国情怀与百姓情结
宋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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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光是当代著名歌词作家，也是长期工作

在文化战线的一位领导干部，其作品视野开阔、

题材丰富、形象生动、语言鲜活，形成了独特的

创作风格，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深受群众欢

迎。无论是命题创作还是自觉创作，他都把对人

民的热爱、与时代的共振、对历史的思索巧妙地

融入其作品当中。使这些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

感、历史观、人民性，具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和百姓

情结。

关注百姓命运
《采蘑菇的小姑娘》背后的芸芸众生

文学是人学，塑造人物是所有文学样式的

共同追求。然而，用歌词塑造人物，成功的范例

并不多见，在这方面晓光先生进行了积极有益

的探索并有所收获。

我们从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儿歌开始研究

晓光先生的歌词作品，因为在这首传唱的儿歌

背后，我看到了他创作的大量平民作品。

我们常说作品的人民性，我以为并不是高

喊着为人民的口号，或者是对人民唱颂歌，而是

真正体味人民的甘苦，塑造人民的形象，传递人

民的心声。

晓光早期歌词中就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有

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有内心的冲突

和忧伤的鲜活人物形象。我无法详细统计他为

写这首歌词做过多少人物和叙述准备，但我相

信大海露出一角之冰，下面一定会有一个巨大

的冰山，舞台上聚光的小姑娘也会有无数人物

的托举。我的这个想法在他 1992 年出版的《晓

光歌诗选集》中找到了答案，在这个选集中有他

几十首写人物的作品。他曾为助产士写下《繁

星从眼前升起——献给平凡而伟大的助产士》，

为电话接线员写下《那是你的声音——致一位

电话接线员》，为运动员写下《他哭了》，为护林

员写下《护林员之歌》，他还写过《长辫子的姑

娘》《玩灯的哥哥》等。为孩子们写的也有《白鹤

与牧童》《我和梅花鹿》等。在这些作品中，他体

味着普通百姓的甘苦，说出了他们的心声，那些

平凡的形象大多以文字形式留在他的作品集

里，成为一个个深矿，等待历史的开拓，通过音

乐传唱开来。

正是因为有这些准备，在河北山上采风时，

当他看到采蘑菇的小姑娘时，才能俯下身与她

们亲切聊天，并从中找到创作的灵感。他问孩

子：蘑菇是自己吃吗？孩子说要晒干了卖，他进

一步想象说：“快快背到集市上，换上一把小镰

刀，再换上几块棒棒糖，和那小伙伴一起，把劳

动的幸福来分享。”

艺术创作的所谓灵感，都是长期积累、偶然

得之，这个积累的过程是隐形的，却无时不在。

这首作品经作曲和演唱演绎后，已变得十分甜

美，但是从文字中我们还是会读出小姑娘的艰

苦，如：“清早光着小脚丫，走遍树林和山岗。”是

不是会让人感到痛？而“谁不知山里的蘑菇香，

她却不肯尝一尝。”是不是让人感到苦？但是在

痛苦之后，他表达的是孩子的乐观与积极，“换

上一把小镰刀，再换上几块棒棒糖，和那小伙伴

一起，把劳动的幸福来分享。”我们有理由相信，

正是对人民的关注，对人物的描述，让他不但可

以用音乐托举出一个小姑娘，而且还可以把握

宏大的时代和历史题材创作。

抒发人文情怀
《那就是我》里浓烈的情感迸发

在晓光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到浓郁的人文

情怀。在说一首大家熟悉的歌《那就是我》之

前，我们先来看一首词《是母亲给我》：“这就是

故土，片片帆影，点点渔火；这就是故土，北国雪

橇，江南水车。重归那故土，衷肠难诉，只有那

泪在滴落。是谁家的孩子，目光惶惑，望着陌生

来客。啊，我的乡音未改，我的童心如昨，是母

亲把慈爱给我，这幸福才属于我。我坎坷的岁

月、甜美的睡梦都在母亲心窝……”这首词真切

地表达了作者对母亲、对故乡的思念与感激之

情，既有“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少小离家

老大回”的古韵遗风，也有自己的内心感触。类

似的作品还有《乡音乡情》《延绵不断的思念》

等。正是这些情感的集中与浓缩，才“结晶”出

了《那就是我》的情感热核，一旦迸发出来，便有

无穷的感染力量。

晓 光 说 ：“ 这 个 作 品 的 灵 感 来 自 于 泉 州 ，

一个华侨回来和母亲见面时，让双目失明的

母亲抚摸着自己的脸说：‘摸一摸，这就是我

啊！’”晓光说：“词中有诗品格高”，他正是用

一颗诗心写词的。在一遍遍“那就是我”的咏

叹中释放出感人的力量。著名作家巴金曾赞

赏此歌，他在《随想录》中《愿化泥土》一篇中

写道：“最近听到一首歌，我听见人唱了两次

《那就是我》。歌声像湖上的微风吹过我的心

上，我的心随着它回到了我的童年，回到了我

的家乡……”

和《那就是我》精细缜密地铺陈了小河、水

磨、浪花、小路、牛车、竹笛、渔火、海螺、风帆、

明月、倒影、山歌诸多具象不同，他另一首深情

浓郁的作品却用极少的形象表现出无限的空

灵之美。

《我像雪花天上来》是在他 1996年访问意大

利途中，听着作曲家徐沛东的曲子填的词，有人

问“雪花”是谁，在接受采访时他也没有具体说

明是写给谁的，我倒认为他为我们创造了一个

艺术的“空筐”，更能够开拓读者和听众的想象

空间。

在一切艺术中，当推音乐“空筐”最“空”，它

们要求乐队指挥、演奏家和广大听众把各自的

阅历、心情统统放进去。歌曲作品也是如此，类

似的作品还有乔羽先生的《思念》，人们问谁是

那只“蝴蝶”、谁是那朵“雪花”，也许永远找不到

答案，但是在阅读、演唱、聆听过程中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蝴蝶和雪花，每个人在这个筐里都能装

进自己的情感，找到挚爱的倾诉对象“我”和

“你”，这正是艺术魅力所在。

紧扣时代脉搏
《在希望的田野上》展开的壮丽画卷

去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今年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后年是建党 100 周年，在大

型活动的策划中人们都会想到一首歌《在希望

的田野上》，因为它已经成为划时代的音乐符

号。一个作品能与时代、与心灵共振才能达到

最大的振幅，产生最大的能量，大多数艺术家都

希望自己的作品具有划时代意义，紧扣时代脉

搏，让音乐传递心灵的振动，这多是可望不可即

的。但《在希望的田野上》显然做到了这一点。

它是作者内心与人民、与时代共振的产物，所以

可以及时传播，又经久不衰。

而这样的作品不是想写就能写出来的，我

个人认为要出一首这样的作品，需要有四个

“度”，即站位的高度、思想的深度、切入的角度、

传播的热度，《在希望的田野上》无疑是具有这

四个度的。从站位上，他立足于改革开放的高

处，采用长镜头加广角式的方式将目光投向农

村发生的新鲜变化，捕捉到“西村纺纱，东港撒

网，北疆播种，南国打场”一个个生动画面，展

示出联产承包为特色的农村改革所产生的生

机勃勃的万千气象。在思想上，作品中所传播

出来的是历史与现实的观照：“我们世世代代

在这田野上生活，为她富裕，为她兴旺。”这是

在经历了长久冰封雪压的满目凋敝之后，广大

农村以致城镇中所有人民的热切追求。在角

度上，以群体第一人称的方式进入，选择了带

入感极强的形象——“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

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

丽的村庄旁流淌。”抒发了当代农民的集体自

豪感。正因为是人民的集体心声，所以在传播

上产生了极大的热度，当时通过电视、广播等

媒体传播家喻户晓，40 年后又成为无数美好回

忆的佐证，经久不衰。

思想融入艺术
《江山》深藏的历史思辨

作为划时代的作品，晓光先生除《在希望的

田野上》外，还有一首作品《江山》也是广为传

唱的，这首作品用浅白的语言表达党和人民的

关系。

“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产

党永远的挂念；

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海，老百姓是共产党

生命的源泉。”

作品不足百字，他选择运用朴实而生动的比

喻，言简意赅地讴歌了执政党与人民群众同呼吸、

共命运的深情，传达出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字里行间始终涌动着真诚、

亲切的情感暖流。

笛卡尔有句名言：“我思故我在。”哲学家

当然是以思考立身的，歌词可不可以融入自己独

到的思想，成为艺术的哲学？在此问题上，古代就

有人做过有益的尝试，最认真的也许是明朝杨慎，

他把二十一史都写了弹词，也可以认为是歌词。

当代乔羽先生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以《说聊

斋》为主的“说”字系列歌词，展示了自己的哲学

思考和理趣之美。晓光先生的创作也越来越转

入对历史、对人生、对社会的思索。作为一个有

思想的词作家，在主旋律歌词创作中，他不是空

洞地去唱赞歌，而是把自己对历史、对社会、对人

生的深刻思考化繁为简融入歌词创作中。他将

创作任务作为思考的动力，观照历史与未来。

在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创作的

《曙色》中，他从“一年年花开花落，冬去春来草木

又蓬勃”的自然现象，写到“一页页历史翻过，前

浪远去后浪更磅礴”的历史画卷，揭示出“一座座

火山爆发，天崩地裂君王美梦破；一顶顶皇冠落

地，斗转星移世事有新说”的历史规律。从“一滴

滴水滴石穿，粉身碎骨志向永不舍”水滴精神写

到“一曲曲浩荡长歌，起伏回响悲壮动心魄”的群

体力量，展示出“一代代仁人志士，救国救民上下

苦求索；一辈辈英雄好汉，前赴后继热血染山河”

革命宏图，道出了每一缕曙光的来之不易。

这首作品将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当代历

史与中华历史、人民力量与英雄作用做了很好

的观照与呼应。既有对一代代仁人志士、英雄

先烈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不惜赴汤蹈火、奋

勇献身，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热情赞颂，又

有对历史规律的深入思索。其思想容量的凝重

厚实不言而喻。

抗日题材作品近年来较多，今天如何反映、

反思这段历史，也是一个创作的难题。这方面

晓光先生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在《刻骨铭

心》一词中用“花草缤纷，却难以抚平田野的伤

痕……往昔旧魇，还时常灼烫着子孙的心”来表

达日本侵华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伤害。用

“风吹不走岁月年轮，刀砍不断恩仇爱恨”来表

示人民牢记历史的深刻记忆。用“国殇凝聚起

血性之躯，烽火锻造出民族精神”来展示抗日战

争中中华民族表现出的英雄气概和民族精神。

最后他用“那苦难，那凌辱，泪水，悲愤，呐喊，抗

争，热血……我们刻骨铭心”这样特殊的句式令

人刻骨铭心。这首作品从立意、章法、用词上都

做了有益的探索，打破了我们歌词中惯有思维

和语言模式，显得更加凝重。

晓光先生说，愿意把写十首歌的积累用来写

一首词。他还记着乔羽曾送他的一首手抄袁枚

的诗——“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

阿婆还是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我们从中可

知他每一首唱响的词至少有几十首甚至上百首

作品的积淀，也经过了无数遍的修改与推敲。

从开始一个个写百姓人物，到描写大时代

的主旋律，到抒发浓郁的乡情亲情，再到深刻地

反映反思历史，纵观晓光先生几十年的创作实

践，留给我们的不只是那些传唱的歌曲，还有深

厚的百姓情结、家国情怀和精益求精的创作创

新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如

何传承和发展中华诗词做出了多次重要

指示。我们认为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中华诗词的重要指示精神，要努力站

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发展演变以及当前

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角度，认真梳理和回

答好当下中华诗词传承和发展需要做出

回答的诸多时代之问。

中华诗词传承发展的时代之问

这些问题涉及多个方面，比如，在中华

文明的内在发展逻辑中，中华诗词有哪些

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功用？十八大后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传统诗词的重要指示精神发

出截至现在，社会各界对传统诗词的观念

发生了哪些变化，做了哪些工作，还有哪

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新时代传统诗词

回归百姓日常生活对当代社会主流文化

建构有何积极意义和影响？如何用巨量

的诗词文化资源塑造当代社会民众的精

神品格、育化新时代的精神文明？如何看

待百年诗词的流变，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传

统诗词进入现当代文学史的关键点在哪

儿，当前需要重点做哪些工作？如何有效

地促进当代诗词的经典化，当代诗词的写

作如何呼应时代关切，如何整体评价当代

人的传统诗词写作，如何书写和定义当代

诗歌美学？如何打捞整理近百年来的诗

词文献？如何促进当代诗词的写作和研

究及世界文艺的交流？等等。

由“断”到“连”
诗河流过七十年

20 世纪初期，以提倡白话文为标志的

新文化运动爆发，新文学成为时代主流。

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诗词，游离

在主流文化边缘，艰难而孤独地为民族文

化存续一条命脉。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

20 世纪后半叶，当代中国在政治、经济以

及文化方面再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身处伟大变革之中，沉寂的诗词走上文化

舞台，用中华民族最优雅的方式，黏合新

旧文化，一度“无根”的当代文化得以逐步

接续强大的民族文化传统，探索构建当代

的、民族的话语体系。

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文化繁荣发展，

包括诗词在内的传统文化逐步回归。周

谷城、赵朴初、俞平伯、唐圭璋、夏承焘、王

力、王起、任中敏、程千帆、钱仲联等 83 位

古典文学学者发起重组中国韵文学会的

建议，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中国韵文

学会及其所属诗学、词学、曲学、赋学等研

究会，于 1984年 11月在湖南长沙召开成立

大会。而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陆续成立

诗词学会。截至 1987 年，全国已成立 400

多个诗词组织。1987 年，经报请中共中央

宣传部、文化部批准，中华诗词学会宣告

成立。在中华诗词学会成立时，时任中央

政治局委员的习仲勋等领导以及赵朴初、

叶圣陶等文化界人士先后发表讲话或写

来贺信，对当代诗词繁荣发展寄予厚望。

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在社会

变革大潮指引下，中华诗词展现恒久而强

大的生命力，涌现众多的诗词创作者和诗

词作品。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指导下，诗

词创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探索古典诗艺与当

代生活的融合，有意识推进诗词艺术的发

展。庞大的创作体量，引发古典文学、新

文学研究者极大关注。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诗词理论研究成为学术增长

点，进入当代学术分科。以诗词为媒介的

教育普及活动逐步开展。无论是以诗词

学会为主体的诗词进校园、进社区、进工

厂活动，还是以大中小学校为主体的诗词

鉴赏教程，均颇见成效。2011 年 9月，隶属

于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的中华

诗词研究院成立，标志着传统诗词成为国

家文化战略重要组成部分，步入加快发展

阶段。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理 论 创 新 不 断 深

化，国家文化政策做出相应调整，诗词迎

来最适合的发展契机。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文艺的重要论述多次提及包括中华诗

词在内的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党和国

家也陆续出台一系列文艺指导方针，特

别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包括扶

持中华诗词在内的多种民族文艺形式受

到重视。这极大激发了传统诗词的当代

活力，诗词成为活跃因子，参与社会生活

各个领域。

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中华诗

词创作者与研究者们，脚踏实地做了许多

有价值的工作，在诗词参与当代文化建设

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例如央视的文化类

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影响巨大，收

视 颇 高 ；大 型 文 化 音 乐 节 目《经 典 咏 流

传》，斩获第 24 届白玉兰最佳季播电视节

目奖。

在新时代 ，我 们 高 兴 地 看 到 中 华 诗

词重又焕发出鲜活的生命力，与其他传

统文化形式一起描绘和演绎我们的时代

与生活。

多措并举
繁荣和发展新时代诗词文化

我们所工作的中华诗词研究院系统

梳理了当前中华诗词传承和发展需要做

出回答的诸多时代之问，希望引起诗词界

学术界的关注，一同思考并做出回答。我

们把努力发挥好中华诗词的引领带动作

用作为重要的价值定位。抓住诗词发展

的主要矛盾，将诗词放在国家文化发展的

总体布局中，努力推进诗词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应对时代之问，多措并举而

且要花大力气去解决。

要巩固诗词发展既有成果，鼓励各领

域、各层面深化认识，创新理论。这是着

眼诗词本身、推进长效发展的根本措施。

梳理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诗词发展成绩，

系统整理与出版优秀作品以及具有理论

深度的诗学论著。同时，鼓励诗词创作、

理论研究以及教育传播各领域，开展本领

域的专业研讨，努力接续传统，提出问题

并深化理论。倡导诗词在政治文化、文学

艺术、学术研究以及教育传播等层面的交

流活动，在广泛沟通的基础上，推进工作

深入开展。

利用多种媒介，推出并奖掖优秀诗词

作品、诗学论著以及在诗词发展过程中有

突出贡献的人物，营造良好的诗词生态环

境，将是诗词发展保持长久活力的重要举

措。在现有平台基础上，为当代诗词创作

与理论研究开辟空间，积极推出经过严格

评判的诗词作品与诗词理论文章。同时，

谋划建设国家级诗学论文发表平台，有计

划、有步骤地推进当代诗学作品，吸引越

来越多的学者加入研究队伍，构建当代诗

学话语体系，进而引导诗词创作。倡导严

肃、科学的诗词创作与设立诗学论著奖

项，助推诗词当代发展。

要加强沟通与合作，促进诗词界与社

会各界的交流，共同思考时代之问，探索

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是诗词发挥当代价

值、回归日常生活的必由之路。尝试探索

中央与地方的合作模式，从国家文化整体

部署的角度，将诗词文化推广开来。要切

实做好平台搭建工作，创造属于当代诗词

的文化场域，让诗词创作者、理论研究者

以及教育活动策划者平等公平公正地对

话，破除信息不对等与资源不共享，互相

监督，互相促进。诗词创作领域，新旧韵

使用、语言风格运用、审美诉求等存在不

少差异，也要尽量探讨沟通，互相包容。

吸引更多有效资金，合理配置到诗词

发展各个领域，为诗词长效发展提供最大

助力。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的意见》精神，努力争取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国家艺术基金等向中华诗词有关

项目倾斜，鼓励诗词研究者与创作者积极

申报课题，促进诗学理论研究向深入发

展，提升诗词艺术水准，力求解决诗词发

展诸多时代之问。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急

需资助的诗词项目，助力诗词创作与理论

研究蓬勃开展。

在我国第十四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

间，欣逢《名窑复兴时期中国定瓷之父：陈文增

传》（以下简称《陈文增传》）出版发行，我们扼腕

痛悼缅怀陈文增大师，追忆定瓷大师陈文增及

其团队复兴定窑的艰难历程，共话文化遗产活

起来的内在理路。

上世纪 50 年代周总理发出号召，要求恢复

中国古代名窑技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陶瓷非

遗传承人和工艺美术大师孜矻以求，追寻宋瓷

远去的脚步。定窑创烧于唐代，元代消失，仅持

续六七百年，是五大名窑中烧制时间最久的窑

口，以白釉瓷驰名。今人的复原中，陈文增、和

焕、蔺占献等始终围绕定窑牙白釉刻花这一传

统核心技艺，强调用线和虚实处理，注重刀刻、

竹划、模印，同时创新篦纹，综合运用纹样，增强

纹饰立体效果。像陈文增这样一代人不懈努

力，对恢复定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画坛讲求气韵制胜，我认为气韵得分之为

二，气乃笔之施墨之蓄，初始境界基本功而已，

不难达到。至于韵，必须腹有诗书学富五车。

大师积年累月，沉浸跋涉于汉魏三唐，涉猎追索

于梦窗屯田、密咏恬吟中，挹取清晖芳泽，宣泄

于笔墨毫端，移植于坯胎釉色。陈文增工于诗

词，有多本诗集刊行，此韵所来，乃功夫之外，非

轻易可就。对艺术品讲究悦目赏心，亦认为也

当一分为二，符红滴翠，倾动炫转，只是取悦一

瞬，难经一再考验。画梅有“触目横斜千万朵，

赏心只有两三枝”，千万和两三的数字差距，表

征难度之大，道路之坚。陈文增作品，不但恢复

了宋窑的技艺，更掌控了其神韵，既得骊龙之

珠，复合延津之剑，现世能有几人？

宋代是我国陶瓷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出现

了举世闻名的名窑和名瓷。宋瓷窑场首推五大名

窑，即定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陶瓷艺术之

所以能在宋代臻于成熟，定瓷之所以长久地被推

崇，除了客观烧造技术已经成熟，以及其外在的表

现形式，更因其中蕴含的哲学精神和道的力量。

俗语讲，窥望门墙，难入奥堂，陈文增对复原定瓷

的信心来源于他的文化底蕴和自信，其成功来源

于他在诗词、书法、瓷艺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

《陈文增传》的问世和文增以前的书法集诗

集相表里，给予大师更隆崇的地位。我自忘谫

陋，耨论芜见，以慰大师在天之灵。

文化拨亮遗产明灯
王福州

定瓷刻花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