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编辑/杨雪 校对/耿斌 排版/王凯 学术·人物2021年7月12日 星期一

大家大家大家 小说小说 学海学海学海 星光星光

人生人生人生撷英撷英

一

赵季平，1945 年 8 月生于甘肃平
凉，1964年考入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
1970年毕业后分配到陕西省戏曲研究
院工作。1978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
曲系干部进修班，1981年毕业后回陕
西省戏曲研究院工作，1985年任副院
长。1991年调入陕西省歌舞剧院任院
长，并兼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陕
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音乐家协会
副主席、陕西省电影音乐学会会长，
2004年当选为陕西省文联主席，2008
年任西安音乐学院院长。2009 年，在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
赵季平当选为协会主席，2015年任中
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陕西省文联
主席，2018年获聘西安市人民政府文
化顾问。

赵季平是“文革”前的大学生，但他
的音乐经历主要是在改革开放的40多
年。他经历了“文革”后恢复高考后的大
学生活，在中央音乐学院进修学习了整
整3年；也经历了改革开放后，我国文
化艺术蓬勃发展时期的文艺体制改革，
他是这项改革的参与者和领导者；他更
是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音乐艺术蓬
勃发展时期音乐界的领袖和中国音乐
创作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艺术教育日
益发展、人才辈出的时代里中国艺术大
学的校长。赵季平经历了改革开放后艺
术教育的复苏、建设和发展；经历了这
一历史时期中国音乐创作从低迷走向
国际化道路的每一个节点；经历了这
40多年中国文艺舞台蓬勃发展的每一
个过程；当然，也经历了改革开放40多
年中国社会的发展，尤其目睹了新时
期，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所取
得的辉煌成就。毫无疑问，赵季平是改
革开放40多年来的历史见证人。

1981 年，赵季平从中央音乐学院
毕业后，回到西安开始了他创作生涯的
重要阶段。自1984年为电影《黄土地》
作曲以来，先后为40多部影片作曲，其
中《红高粱》获第八届“金鸡”奖最佳作
曲奖，《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获法国“南
特”国际电影节最佳音乐奖，《孔繁森》获
第十六届“金鸡”奖最佳作曲奖，《水浒
传》获第十六届“飞天”奖最佳音乐奖，其
中《好汉歌》获最佳歌曲奖，《嫂娘》获第
十八届“金鹰”奖最佳音乐奖，等等。赵季
平可以说是走过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
影音乐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囊括了国内
最重要的电影节最佳音乐奖。

赵季平的创作体裁极为广泛，除了
电影音乐外，他还创作了交响乐、协奏
曲、室内乐、舞剧、民乐合奏和歌曲等。
创作题材也极为丰富，既有历史题材，
也有现实题材，既有体现中国传统文化
的经典，也有体现人类和平的宣言。赵
季平的创作反映了一个时代中国音乐
创作的发展进程，它是改革开放40多
年中国音乐发展的缩影。

改革开放 40多年，中国音乐走过
了一条从中国视野走向国际视野，再走
向中国视野下的国际视野的道路。改革
开放初期，随着西方现代音乐思维进入
中国音乐家的思维空间，中国音乐界开
始学习和运用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创作
音乐。从某种程度上讲，运用西方现代
作曲技法进行创作应该是一种国际化
的追求，但事实上，中国音乐的发展，从
本质上来说，只有坚持自己的文化传
统，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才是真正的出
路。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音乐创作呈
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固
然成果累累，但也同样留给我们许多反

思。赵季平的音乐创作正是体现出中国
视野下的国际视野，在充分保持着中华
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放眼世界，用
一种全新的中国式的音乐思维写出了
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音乐篇章。可以
说，赵季平的音乐创作是改革开放40
多年中国音乐反思的最好答案。

二

赵季平经常做的功课是一边采风，
一边钻研国内外音乐大师的总谱，细心
研究他们的音乐语汇和创作技巧。他曾
经这样说：“一手伸向传统，学习民间艺
术；一手伸向世界，借鉴国际音乐的优
秀成果，这就是我今天的创作状态。”他
还说：“我要用中国音乐的‘母语’与世
界对话。”赵季平不止一次地这样袒露
自己的创作心路，并以他的身体力行影
响着当代中国的其他作曲家。

赵季平在《第一交响乐》中运用西方
现代序列技法和九声音阶的思维，在电
影《红高粱》的配乐中运用音块的音响表
现，但这些现代西方作曲技术的运用始
终是在“中国音乐的母语”中表达出来
的。所以，他的创作始终体现出中国视野
下的国际视野；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

“用中国音乐的母语与世界对话。”
赵季平的音乐是用民族的语言表

达人类追求永久和平的大爱。他的音乐
是一种境界，是一腔热血，是一种无限
宽阔的胸怀。这种炽烈的情感表达在他
的两部协奏曲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第
一小提琴协奏曲》是一部极其辉煌的巨
作，但它并不是简单地通过音响的渲染
表现音乐的气势，而是用无比真挚的情
感表达，用音乐直抵人心，把最温暖的
拥抱传递给人们。赵季平对这部作品做
了这样的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友好
的，充满爱的民族，我希望通过这部作
品来表达大爱。这部作品的副部主题也
有灵动的、戏剧性的元素，但核心还是
围绕着大爱，因为任何美好的东西都要
通过追求才能达到，所以我定义这部作
品的核心就是，人类追求永久和平大爱
的主题。”

赵季平老师的另一部协奏曲《心
香》是根据同名电影配乐改编而成的二
胡协奏曲。《心香》表现的是人间亲情，
音乐极为感人，即使离开电影画面所展
示的动人情景，也能感受到这份至深的
情感。这是一种普通人的情感，是在最
朴实的情爱中所体现的一种大爱。赵季
平老师说：“在情感上，我与普通百姓和

人民的心紧紧相连，我知道他们想什么，
需要什么。这些情感成为我所珍视的，并
且在我的创作中体现出来。 ”这正是一
种与人民的心相连的超越的大爱。赵季
平的音乐充满着浓郁的人文精神，这也
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征。

赵季平常说：“你要对自己的音乐无
比热爱，要有文化自信。同时，要对外来
的东西深入学习，然后结合起来，但又不
能一结合就变成外国的了。结合以后要
变成中国的，把它真正‘化’为中国的。”
他还说：“民歌本身就是在这样看似贫瘠
的土地上，生发出的一种从心底流淌出
来的歌，它有爱，有恨，有对生活的赞美，
这些感触都是从我深入农村和当地老百
姓沟通中形成产生的。在艺术上，我与民
族音乐的血脉贯通了。”赵季平的音乐从
形态、观念和思维方式上都贯穿着中华
美学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民族
音乐的血液浇灌着他的每一部作品，并
赋予它们以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人们常说，艺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
界的，而赵季平却进一步认为：越是民
族的东西，越要与时代同步，越要走向
世界、感染世界。他认为，在这个多元化
的世界里音乐创作必须要解放思想，对
外开放，让中国音乐走向世界，让世界
认识中国音乐。

早在 1996年，在日本著名作曲家
武满彻的推荐下，赵季平作为唯一一位
受邀亚洲音乐家赴瑞士参加第二届国
际电影音乐节。音乐节上，两届奥斯卡
金像奖得主、美国著名纪录片导演阿
兰·米勒率摄制组拍摄了纪录片《音乐
家赵季平》。在这部影片的解说词中这
样说道：“赵季平是最具有东方色彩和
中国风格的作曲家。”这一评价也是源
于赵季平一贯坚持的信念，他认为：“你
必须爱你自己的东西，你就是要用自己
的东西去征服世界。”

赵季平老师是我国当代音乐家的
杰出代表，他的作品充分体现出我们
这个时代的音乐、艺术和文化的精神
高度。他不愧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音
乐界的一面旗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之际，举行“赵季平音乐
作品选集”首发式具有特殊的意义。
我衷心希望赵季平老师的音乐作品，
成为推动我国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精
神力量！

（作者系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
协委员，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文章为
作者根据在赵季平音乐作品选集首发
式上的发言整理）

赵季平音乐创作的
内在精神

王次炤

赵季平 （左） 与王次炤合影

赵季平音乐作品选集首发式

1981 年，赵季平从中央
音乐学院毕业后，回到西安
开始了他创作生涯的重要阶
段。自 1984 年为电影 《黄土
地》 作曲以来，先后为 40 多
部 影 片 作 曲 ， 其 中 《红 高
粱》 获第八届“金鸡”奖最
佳作曲奖，《五个女子和一根
绳子》 获法国“南特”国际
电影节最佳音乐奖，《孔繁
森》获第十六届“金鸡”奖最
佳作曲奖，《水浒传》 获第十
六届“飞天”奖最佳音乐奖，
其中 《好汉歌》 获最佳歌曲
奖，《嫂娘》 获第十八届“金
鹰”奖最佳音乐奖，等等。赵
季平可以说是走过了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电影音乐发展的每
一个阶段，囊括了国内最重
要的电影节最佳音乐奖。

■ 精彩阅读

5月 22日 13点 07分，袁隆平院
士逝世。我当时正好在长沙。

当天的13点 38分，我乘高铁去
了怀化。安江农校就坐落在怀化的洪
江市，是袁隆平院士研究出杂交水稻
的地方，也是他工作和生活了37年的

“第二故乡”。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来长沙和怀

化了。我不禁迷茫：这难道是冥冥中的
天意？让我在袁先生逝世的时候来到
长沙和安江农校，跟他告别。

安江农校（现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的前身，系国立第十一中学职业部。
1939 年建校于湖南省武冈市竹篙
塘，因日寇南侵，抗战时期内迁于安
江。校址坐落在一座有几百年历史的
圣觉寺里，清澈的沅江从校旁蜿蜒流
过，远处是巍峨秀美的雪峰山，山水
相依，景色优美。如今，以前的安江农
校与其他几所学校合并为怀化职业
技术学院，袁隆平院士是该校的名誉
校长。

我的外公和我的父亲都在安江农
校工作过，我母亲的家与安江农校的
围墙，只有不到200米。袁隆平先生
1953年来到安江农校工作，我父亲于
1961年也来到安江农校，与袁隆平同
事多年。我出生在安江农校，一直到6
岁才离开，小时候经常去安江农校校
园里玩。这次我来到怀化，是到怀化学
院去做学术交流，原计划是没有到安
江农校的行程，但在我心底，有一个强
烈的声音：一定要到安江农校看一看，
跟袁隆平先生作最后的告别，如果今
天不来，我会后悔一辈子！

在怀化学院做完学术交流后，在
几位怀化学院老师的陪同下来到了安
江农校，我母亲家的几位亲戚已经在
农校的大门口等着我了。

农校有两个大门，进入新大门后，
再走一段，就能见到安江农校的老大
门，这个大门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了。
过去，安江农校就是这个老大门，在大
门外还有一个操场，现在盖了不少房
子，让我有点陌生。

进入校园后发现，校园里依然保
持着过去几十年前的模样，保留了
1939 年至 1986 年间所建的各类教
学及科研设施。袁隆平旧居、杂交水
稻温室、办公楼、师生宿舍、校训牌、
图书馆、鱼塘、试验田、游泳池……一
切都是熟悉的模样，熟悉的道路、熟
悉的房子，不过树木更加郁郁葱
葱了。

在校门口右边不远处，有一栋红
色房子，建于1939年，美式鱼鳞板建
筑，为湘西最后一战的中美联合指挥
所，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曾居住
在这儿，如今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在它的旁边，同样还有一栋苏联专
家的住房，这些房子已80多年了，仍
然结实耐用。

当袁隆平先生逝世的噩耗传来的
时候，安江镇各界群众无比悲痛，数万

安江人民冒雨来到袁隆平院士工作生
活了37年的安江农校纪念园参加吊唁
活动。

30 多辆公交车、50 辆出租车、
200多台电动小四轮车司机免费接送
参加活动的人员。校园里设了多处纪
念袁隆平先生的场地，随处可见一幅
幅怀念袁隆平先生的横幅。

“深切怀念袁老师”“禾下乘凉的
夙愿一定会实现”“安江人民永远怀念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安江
人民深情谢谢期盼袁隆平院士魂归故
里”……朴实的语言深切地表达着全
镇人民的哀思和悲痛之情！

吊唁的市民冒雨行走，他们高举
袁老的遗像、横幅，泪如雨下。安江人
民对袁隆平怀有深厚的、独特的情感。
安江地理位置偏僻，当年袁隆平大学
毕业分配到安江农校，从长沙到安江
坐了两天的车。正是因为有袁隆平，安
江镇才成为世界稻作文明和杂交水稻
的发源地之一，正是因为有袁隆平先
生，今天才引起世人如此的关注，让大
家记住了安江这个地方。

我来到农校的标志性建筑纪念
碑，碑上所写的“愿天下人都有饱饭
吃”是袁先生科研的动力，也是袁先生
一生的追求。纪念碑周边摆满了花圈
和花篮，我给袁先生献上了我定制的
花圈并三鞠躬，表达我的哀悼之情和
对袁先生的敬意。

走在校园里，我脑子里一直想着
跟袁先生有关的事情。

沿着农校的主道往前走，前方是
一片水田，这是袁先生当年的实验田。
第一粒提高粮食产量的种子，就产出
于这片试验田里。在南方种植水稻，必
须有水，人必须到水田里去干活，今天
正好有一群学生在这儿进行农学实
验，在田里还有几个学生在弯腰忙碌。
看到这里，我依稀看见了袁先生当年
在田里的身影。袁先生从事杂交水稻
研究，他的工作就是在田地里，需要经
常下到田里，日晒雨淋，田里经常会有
各种各样的蚊子、蚂蟥和虫子。我记得
我当年下到水田里的时候，没有多长
时间，裸露的腿部就会有蚂蟥在腿上
吸血，头上被蚊子送上几个大“红包”。
在这里研究，不需要高楼大厦，需要的
是一颗持之以恒的报国之心。这里的
学生，仍然保持着当年袁先生的工作
精神。

再往前走，左边是一层平房，上面
写着几个大字：节约粮食光荣，这里便
是学校食堂。尽管安江农校研究的就
是粮食，应该不缺粮食，但他们更懂得
粮食的珍贵。

过了食堂后，看见一块指示牌，上
面写着袁隆平先生旧居，我的心里一
阵激动。在道路左边，一栋熟悉的小
楼映入眼前，那里就是袁隆平先生曾
经居住过的地方。门口放着两个花圈
和袁隆平的遗像。从20世纪80年代
起，袁先生一家在这里居住了一段很

长的时间，虽然后来他调到长沙的省农
科院工作，但经常回安江农校工作和居
住，也许袁先生更依恋这里的环境，依
恋这里的一草一木，这里是他杂交水
稻取得突破和成功的地方，是他的梦
想起飞的地方。他曾说过最想吃的菜，
是安江菜；最想说的话，是安江话；最
想喝的水，是安江水；最想看的风景，是
安江的四季。

想当年，袁隆平先生被分配到湖南
安江农校当教师，他的母亲知道后，拿
着一份小小的中国地图，陪着袁隆平在
地图寻找那个陌生的地方。母亲的手指
从重庆慢慢地指向湖南，从湖南的东部
指向西部，找了很久，终于在湘西的沅
江边上找到了那个不起眼的小点。看到
这个地方，母亲叹了口气说：“孩子，这
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虽然山水秀丽，
毕竟那地方偏僻落后，你到那儿免不了
要吃苦的呀……”袁隆平淡淡一笑，对
母亲说：“男儿志在四方。我年轻，吃点苦
无所谓。”

安江农校是袁隆平院士梦开始的地
方。我有理由相信，直至晚年，那些在农校
风吹日晒的日子依然会出现在袁老的梦
中，在梦里，袁老一定面带着我们熟悉的
微笑，满足地注视着沉甸甸的稻穗……

先生之风，山高“稻”长！永远缅怀，
永远致敬！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
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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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的日子里，歌曲《向党看齐》受到
大家的喜爱，在机关、在学校、在社
区、在军营传唱，歌声回荡在神州大
地。《向党看齐》的词作者是退役军人
周广兵。

就是这位写歌的退役军人在北
京“北漂”10年，创作了上百首传播正
能量弘扬主旋律的歌曲，成长为“北京
榜样”，他的励志事迹被拍摄成了纪录
片《祖国我是你的兵》，励志故事被学
习强国发布。

周广兵1988年出生在山东菏泽
郓城的一个偏远农村。虽然写诗这条
路并不被人们看好，但是周广兵从小
一直坚持的爱好，从未想过放弃。
2008年12月，怀着保家卫国的“英雄
梦”，周广兵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
队，成为解放军的一名战士。生于农
民之家，目睹汶川地震中关于解放军
的新闻报道，立志成为一名优秀的军
人，这就是周广兵参军的初衷。到部
队之后，周广兵以过硬的素质在部队
赢得了领导和战友们的赞誉，多次参
加“抗洪救灾”等任务。虽然军旅生活
只有短短两年，却给了他刻骨铭心的
体验，尤其他成为汽车兵以后，跟随
班长跑遍了川藏线的所有兵站和一
些边防哨所，战友们在高原的无悔坚
守和默默付出，给了他源源不断的创
作动力。

告别川藏线，周广兵退伍回到山
东老家。当兵时，他写的一首诗歌曾经
发到网上，一位叫陈树的音乐人看到
后，千方百计找到周广兵的联系方式，
打电话问他能不能写歌词，周广兵当
即回答：能！经过三天三夜的创作，他
终于写出了他的歌词处女作《最是那
一抹红》。这首歌很快被谱曲传唱，这

次创作的成功，像一盏明灯点亮了周
广兵未来的路，他当下做了一个决定：
要去北京追梦！

2010年12月15日清晨，周广兵
带了800块钱，开启了自己的“北漂”
之旅。因为他的学历是高中，找其他工
作也找不到。在网吧住了一个月，周广
兵终于在一家医疗器械公司找到了一
份装卸工的工作，开始没日没夜地忙
碌。半年后，周广兵感到这份工作没有
时间进行创作，便辞职离开，去当了一
名保安。保安虽然工资不高，但轮班倒
休，可以保证他的创作时间。那段日
子，为了提高自己的创作能力，周广兵
为自己的每一天都确立了目标。他当
时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每天最少写五
首。后来，周广兵总觉得自己的创作进
步不大，干脆把保安的工作也辞掉。租
住的8平方米房子、成箱的方便面、摇
晃的黄灯泡，这些“北漂”的标配周广
兵全都经历过。没有了收入来源，靠着
之前工作时攒下的一小点积蓄，他节
衣缩食，每天只吃一顿饭，日子虽然清
苦，但是他依旧保持着创作的激情。功
夫不负有心人，这一年里，周广兵写了
《醉美大中华》《鱼骨梳》等佳作。因为
创作的才华逐渐显露，2012年12月，
周广兵被文友推荐到一家电视台上
班。周广兵告诉笔者：我有一个文友，
他读过我的作品。他觉得，我写得还不
错，了解了一下我的情况。对我说，我
给你推荐一个工作，你先解决吃饭睡
觉问题，再去发展你的梦想。就这样，
周广兵有了记者的工作。他虚心学习，
很快熟悉了新闻采编业务，在做好本
职工作之余，他继续坚持他的歌词创
作。2013年，他创作的《当兵就是那么
帅》，被音乐人谱曲之后，广为传唱，获
得2013年网友最喜爱的军旅歌曲金

曲奖，由当时的总政宣传部向解放军和
武警部队推荐。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周广兵“北漂”
10年，不管漂泊在外的日子如何艰辛，
清贫中坚守初心追逐梦想，在租住的8
平方米房子里潜心创作，热情讴歌军旅
和变革的时代，创作了近百首主旋律歌
曲。其中，《向党看齐》《共和国丰碑》《和
人民在一起》《天下公仆》《兵心向党》
《家风代代传》；抗洪三部曲《我又见到
你》《你是哪一位》《当这一天到来》；抗
疫歌曲《总有一些爱壮美山河》《世上最
美的花》《世上谁最美》等；奥运获奖歌
曲《飞翔的光》《你会记得我》等歌曲在
军内外广为流传。他填词的歌曲先后获
得中国人口文化奖、全军优秀军旅歌曲
优秀奖、全国群众最喜爱的军歌十大金
曲奖等全军全国奖项，还多次受邀作为
央视嘉宾。

周广兵热心公益，他发起成立了以主
旋律和军旅题材歌曲为主的“中国V光”
公益创作团队。自2018年，在北京市通
州区双拥办的支持和关心下，《祖国我是
你的兵》大型军旅音乐会开始走进部队
慰问演出，成为一个响亮的双拥品牌。
他专门为西部边关将士创作的《我就是
祖国的界碑》，又一次唱响军营内外，但
是，在谈论稿酬时，他却明确表示分文
不要。近年来，周广兵先后被中央网信
办评为“第三届百名网络正能量榜样”；
被北京市委、市政府评为“首都拥军优
属拥政爱民模范个人”；被首都文明办
评为“北京榜样”，并获得“首都市民学
习之星”等荣誉。

10多年来，周广兵始终永葆革命
军人的本色，用青春热血记录伟大的新
时代和民族精神，他一片赤诚兵心爱党
爱军。

（作者单位：全国政协办公厅）

一片赤诚兵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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