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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1 月 22 日，民族歌剧 《映山红》 在国家大剧院首演。这部改编自经

典红色作品 《闪闪的红星》 的歌剧，以荡气回肠的歌声、深情形象的演

绎，在器乐和声乐交织中，为观众带来一场赤诚情怀与崇高信仰的精神

洗礼。红色基因在这里传承，红色血脉在这里赓续。

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曲家张千一是歌剧 《映山

红》 的曲作者，数十年来始终用音符来表达对党、对人民的爱。本报记

者专访张千一，请他讲述创作民族歌剧 《映山红》 音乐台前幕后的

故事。

■记者手记

文化强国文化强国
系列访谈系列访谈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就是哎呀嘞”

歌剧《映山红》源自一本书、两句话、三
首歌。

张千一具体阐述道：一本书就是小说《闪
闪的红星》；三首歌就是同名电影中由著名作
曲家傅庚辰先生创作的三首流传甚广的经典歌
曲《映山红》《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
两句话就是我到江西赣南采风时，在兴国、在
瑞金常常听到的“如果精神有颜色，那就是苏
区红。如果信仰有声音，那就是哎呀嘞……”

“这两句话对于歌剧的音乐创作来说非常
重要，因为它蕴含着有关精神和信仰的美学价
值，让我找到了绘制歌剧《映山红》音乐蓝图
的清晰底色。”张千一把这两句话从赣南带回
剧组，自己反复读，也反复讲给剧组人员，希
望创演团队以歌剧形式将这两句话从民俗层面
提升至精神层面。在《映山红》剧组排练厅，
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标有这两句话的鲜红横
幅，它时时鼓舞并不断鞭策着创演人员：他们
要做的不仅只是完成一部新剧目的演出任务，
更重要的是要担负起一份责任——把精神和信
仰的力量传递给观众。

张千一说，他始终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把
“哎呀嘞”作为一种信仰的声音来提炼，并融
入歌剧《映山红》的创作中。“我把傅庚辰先
生的《映山红》《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
植入歌剧中，使它们具有歌剧化的意味，而

‘哎呀嘞’则贯穿冬子妈、潘行义、吴修竹等
主要人物以及游击队员的唱段中。”张千一分
析道，“哎呀嘞”出现在男女声二重唱《打双
草鞋送红军》时，具有强烈的民俗感，是欢快
的赞美式的歌颂，随着剧情发展，尤其是冬子
妈在歌剧中的核心唱段《灯火啊，你越拨越
亮》的“哎呀嘞”中则注入更多信仰的因素，
表现了这位“只有一日党龄的共产党员”为坚
守理想与信仰而不惧牺牲的壮举，无不令人感
到精神与信仰的崇高。

在歌剧《映山红》的首轮演出现场，张千
一关注歌剧演出的同时，也关注着观众的反
映。他看到有很多年轻父母带着孩子看歌剧，
一起来感受那段激情燃烧的历史，了解那样一
群为了信仰而不懈奋斗、不惜牺牲的人，希望
他们看完之后会对生命有不一样的理解，对信
仰有不一样的追求。他还看到有很多老人，在
新的音乐形式中重温那熟悉的旋律，希望他们
依然觉得亲切与温暖。

令张千一感到欣慰的是，“观众的反响非
常热烈，这是我特别希望看到的。创作这样一
部有精神、有信仰的红色题材歌剧，最希望的
就是能够感染当代观众。因为不管时代发展到
什么地步，社会进步到什么程度，精神与信仰
始终不能缺失。”张千一力求歌剧《映山红》
既能在精神、思想层面达到一定高度，又能接
地气感染当代观众，以站在新的起点去攀登新
的高度，发扬发展民族歌剧，通过守正创新让
更多人喜爱民族音乐。

在历史感与当代感中探索守正创新

“守正创新”，是张千一创作歌剧《映山
红》一以贯之的态度与理念。歌剧《映山红》
中所讲述1934年红军战略转移的历史，至今

已近90年；傅庚辰创作的《映山红》等三首
歌距今也已近50年……在张千一看来，文本
剧情与三首歌都具有历史感，而面向当代观众
的歌剧《映山红》，则需要将历史感与当代感
衔接起来，使之真正走进今人的精神世界，并
依然直击心灵。

“守正，是要守住民族歌剧的基本规律，
遵循其基本创作理念；创新是寻找适应当代听
觉审美的综合技术手段，在传统民族歌剧基础
上增加当代感。”张千一给自己定下了这样的
创作要求，在歌剧《映山红》中探索音乐和语
言、民歌和戏曲、交响化和民族化三方面的有
机结合。

观赏歌剧《映山红》时会发现，其音乐长
度占全剧90%以上，比以往民族歌剧的音乐比
重有所增加。张千一表示，“这部歌剧用大量
音乐语汇来展现场景、剧情，让音乐和语言之
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映山红》剧情发生地在
江西，在这部具有江西地方特色的歌剧中，张
千一不仅吸收了衬词丰富的江西赣南采茶戏素
材，比如《十送红军》采用送郎调、《红米煮
的饭》采用斑鸠调等，还融入大量具有中国民
族歌剧特征的戏曲元素，如板腔体或板腔形
态，京剧锣鼓等戏曲风格的音乐语汇，如在胡
汉三和还乡团出场时，板鼓、大锣、小锣、铙

钹齐鸣，犹如京剧的武场，民歌与戏曲在这部
歌剧中和谐融汇。

“一方面是冬子妈、吴修竹等带领村民与
还乡团作斗争，一方面是红军长征，伴随两条
线在歌剧中交叉并行，音乐也实现了民族化与
交响化的有机结合。”张千一说，从序曲《送
亲人》，到红军告别家乡 《你在家乡等我回
来》，再到红军大合唱《告别亲人》，具有非常
悲壮的史诗感，需要交响化思维；乡亲们坚守
家乡，坚守根据地，传递更多的是乡音乡情，
需要民族化思维。

张千一将歌剧《映山红》定位为“这是一
部具有典型民族歌剧标准特征的当代民族歌剧
作品”。他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民族歌剧具有
核心人物是民族唱法，对白（或语言）参与戏
剧进程、推进剧情发展，具有明确的地域风格
或戏曲风格三个特征，《映山红》从本质上来
说是沿着 《白毛女》《洪湖赤卫队》《江姐》
《党的女儿》等经典民族歌剧之路继续前行，
他希望这部歌剧既守住了民族歌剧的基本规
律，又在此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

把“大爱”作品奉献给党和人民

张千一创作的大部分音乐作品都与主旋律

有关，他曾说，他喜欢创作这种具有博大情
怀、有历史感的大爱题材作品，因为它有一种
民族的魂，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具体人的情感和
爱的层面上。问他为什么？他表示与他从军的
经历有关，这使他始终保有一种军人情怀。在
他看来，军人情怀有一种崇高性，有一种使命
感，有一种担当精神。当他在歌剧《映山红》
首演现场听到《告别亲人》《映山红》等唱段
时，从红军的“向前向前”，到冬子妈的“夜
半三更哟盼天明”，再到红军长征途中的“你
在家乡等我回来”，作为创作者，即使已经听
过多遍，依然会为之动容。

“这就是大爱的力量，我始终觉得大爱的
感染力更强。”张千一深切体会到，拥有大爱
情怀的音乐旋律是最能打动人的，“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最后能够取得胜利，能够建立新中
国？如果没有信仰的力量，没有大爱的情怀，
肯定不行的。我想要在歌剧《映山红》中向观
众传递这种永恒的信仰力量与大爱情怀。”

这种大爱情怀，始终贯穿于张千一的创作
中。剧作家屈塬曾用12个字概括张千一的创作
——军人情怀、高原情结、民族情感。对此，张千
一是认同的，“我是军人，我的很多作品和高原
有关，也对中国56个民族满怀深情。”

当然，除了大爱情怀，作品想要打动人，
还要有艺术魅力与技术支撑。在张千一看来，
音乐创作如果没有技术支撑，就会导致想表达
的表达不出来，想突破的突破不了。这也推动
着张千一在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不断学
习实践的模式中不断成长，不断攀登文艺高
峰，持续把有理想、有信念、有追求的音乐作
品奉献给党和人民。

精神与信仰永放光芒
——张千一讲述创作民族歌剧《映山红》音乐台前幕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张 丽

11月22日晚，国家大剧院歌剧
院，民族歌剧《映山红》正在首演。
在座无虚席的观众席中，有一位年近
九旬的老人坐在轮椅上，始终凝望着
前方的舞台，他就是歌剧《映山红》
的音乐顾问，第八、九、十届全国政
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音
乐家协会原主席傅庚辰。

谈起歌剧《映山红》的缘起，傅
庚辰的助手何春生回忆道，2012年
秋，他来到傅庚辰家中谈工作时，首
次听傅庚辰提起，“最代表我创作风
格的就是《映山红》，希望有机会成
为歌剧。”2020年，傅庚辰接受中央
电视台 《海报里的英雄》 栏目采访
后，再次浮现出以歌剧形式呈现《映
山红》的念头。

傅庚辰的心愿，与国家大剧院的
创作理念不谋而合。是年冬，在全国
政协委员，国家大剧院院长王宁的主
持下，歌剧《映山红》主创人员见面
会召开。傅庚辰提出歌剧《映山红》
在作曲风格方面要遵循现代技法中国
化、音乐语言民族化、音乐结构科学
化三个原则，并与国家大剧院共同邀
请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著名作曲家张千一担纲这部歌剧的作
曲，希望他在作曲创作上有所突破。

随着歌剧 《映山红》 的成功首
演，张千一的“突破”无疑是成功
的，以全新的视角与大胆的创新，不
仅真诚传递着精神与信仰的力量，也
努力探寻着中国民族歌剧守正创新的
路径。

当歌剧《映山红》首演谢幕，傅
庚辰出现在开遍“映山红”的舞台
上，与张千一以及其他创演人员一起
向观众致意时，歌剧院里掌声雷动、
经久不息。精神与信仰在传承与创新
中流淌……

“岭上开遍映山红”
本报记者 张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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