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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星报讯（记者 王汝华）“我们的田野

我们的梦，新农村放飞轻盈的风，宫商角徵

声声韵，黄梅故里踏歌行……”11 月 24 日

至 26 日，为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积极响应安徽省

委宣传部、省文联举办的“我们的沃土我

们的梦——千名文艺家下基层采风活

动”，安徽省音乐家协会组织全省二十余

名优秀音乐家走进被誉为“黄梅故里”的

安庆市岳西县、太湖县、潜山县深入实地

体验生活、希望能够创作出更为贴近生

活、贴近时代、贴近百姓的优秀音乐作

品。其中既包括我省著名作曲家盘龙、谢

国华、段继抒、崔琳、谢林义、杨林、许飞、

王凯东、李叶，又有著名的词作家徐俊松、

于春咏、苏昉、徐海燕等，老中青三代相结

合的音乐创作队伍组成了采风之路上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三天行程中，

他们在深山中、村落里，去寻找、去搜集创作

素材。令他们感触最深的是农村的巨大变

化，整洁、美丽、富裕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一股股源泉涌动而出，

一段段旋律已存心间。

他们参观了红军独立二师的师部旧址，

缅怀革命先烈的奋斗精神；看到了非物质文

化遗产在各地的保护与传承；瞻仰了赵朴初

先生纪念馆，体会赵老作为中国佛教宗师爱

国爱民的伟大情怀；在潜山县黄铺镇参观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就，领略美丽乡村的

建设是那么美，绵绵十几里，新农舍、产业

园、生态区生机勃勃，犹如一幅幅优美的画

卷映入他们眼帘。

作曲家王凯东说：“三天脚踏实地的乡

村采风活动，使我们深刻地领会到了文化人

承担责任，奉献社会的重要性。文艺创作不

能迷失方向做市场的奴隶。总书记习近平

在10月 15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中一语中

的直指当前不讲社会道德、艺术操守，刻意

包装、唯利是图的文化弊端。文艺是塑造灵

魂的工程，传递真善美正能量是艺术家的社

会的使命。”

省音协的
“三走”、“三看”和“三听”

安徽省音协采风团在参观走访了

岳西、太湖、潜山三县当地的自然景观、

风土人情、非遗民俗、历史遗迹后，对美

好乡村新建设及人民群众饱满热情和

精神风貌有了崭新的认识。无疑，这次

采风活动是一个接地气，走基层，倾听

群众需求和呼声的过程，对于各位艺术

家而言，或为今后创作正能量、贴近生

活、贴近人民群众的音乐作品给出重要

提示。

词作家于春咏就认为，张恨水本人

的经历可创作成一部史剧；而著名作曲

家谢国华觉得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更应

该演绎成大型歌剧，他甚至认为杨丽萍

可以在歌剧中表演她那著名的孔雀舞。

安徽省音乐家协会会长于春咏更

是大胆放言：《在希望的田野上》要出姊

妹篇了——我们的田野我们的梦！据

于春咏介绍，《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

的原形是在黄山一次会议上诞生的，当

时的安徽小岗村恰恰是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的起源地。于春咏之所以敢大

胆放言，是因为他看到了安庆美丽新农

村建设的巨大变化。

三天以来，通过三走“走岳西、走太

湖、走潜山三县”；三看“看百姓生活、

看生态环境、看美好乡村建设”；三听

“听百姓想什么、听群众说什么、听基层

干部在为群众做什么”。让大家感受到

音乐创作根植于什么样的土壤，就会获

得什么样的营养。

此行结束，市场星报记者最赞同词

作家苏昉的感悟：在走访中，带着思考

走，怀着感情转，只有这样才能以饱含

深情的笔触传达民意民愿，回应百姓关

切。只有这样，才能听到真话、看到实

情，写出最美的音乐旋律，来赢得人民

群众的心;只有这样，创作才能扎根于

广阔天地、扎根于基层群众，才能汲取

充足养分，散发出泥土芳香；只有这样，

丰富精彩的音乐作品层出不穷，充满动

力和感染力，达到讴歌时代，讴歌人民，

讴歌社会的目的。 记者 王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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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田野我们的梦，新农村放飞轻

盈的风，宫商角徵声声韵，黄梅故里踏歌行

……”在这三天行程里，来自安徽阜阳的年

轻词曲作家许冬子很快就有了一首新曲。

采风即将结束时的座谈会上，当地领导

向艺术家们提供了当地有待整理的民歌线

索，引起省音协老秘书长崔琳老师浓厚兴

趣，立即请当地音协牵线搭桥，为搜集整理

当地精彩民歌做准备。

年近80岁的崔老对乡村民歌能够如

此重视、如此认真，这一举动深深感动了年

轻的许冬子，也激发了他的热情。

在与市场星报记者交谈中，他说起自己

曾经有幸收获一本家乡文艺部门搜集整理、

精心编印出的《阜阳民歌300首》这本书后，

并没有足够重视，也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与

分析，现在觉得自己的意识万分浅薄。

许冬子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

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作为一名普通的基

层文艺工作者，能够参加这次采风活动是

人生幸事，能够与全省众多的优秀音乐家

在一起学习、讨论，更是难得。一路走来，

我更感受到了我们安徽老一辈音乐家们谦

逊、和蔼、热心的风采与靓丽崇高的品格。”

安徽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你看我们

下基层采风的岳西、太湖、潜山，历史悠久、

名人辈出，说明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风水

宝地。五千年的历史，对我们文化人来说，

是强大的创作源泉，怎样充分地认识和利

用，是我们很重要的任务，这应该就是习主

席在讲话中强调对中华名族的继承。

11 月 25 日，我们在太湖县寺前镇与当

地农民词作家李术坤进行了面对面的交

流。40岁的李术坤充满活力，有梦想、有追

求、有责任、有担当，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他热爱生活，迷恋文学和音乐，是农

民也曾进城打过工。业余时间里写出了大

量的歌词作品，很多作品在全国各类歌曲

征评中被采用且获奖。其中有些歌词作品

通过网络被专业作曲家选用作曲，经专业

歌唱家演唱而得以广泛传播。他的作品结

构简洁，质朴亲切，充满诗意，易懂易记。

他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也作出了榜

样 。 按 说 这 么 偏 远 的 农 村 怎 么 搞 作 曲

呢？作曲是个过程艺术，要有歌词，要有

作曲，要有演唱，要有传播渠道，要有媒介

等等。我们安徽文艺工作者，一直感觉在

资源上比不上北京、上海、江苏等等，但是

这个农民作曲家给出我们答案，从他身上

我们应该看到安徽工作者不要小看自己，

在今天的社会，传播手段迅捷而多样。我

相信只要有好作品，任何人也挡不住。通

过自身的优势，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

的道路。

美丽的黄铺村

艺术家们与基层词作者交谈

艺术家们参观潜山县博物馆

对话

这次的活动，对于我们文艺工作者来

说，是难得的。虽然我们平时也关注生活，

写作品也是扎根生活，也是贴近人民。但

是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不像这三天来，远

离省会，感受山清水秀、蕴积的文化。边远

的地方，没想到发展得这么快。在张恨水

博物馆，我们发现，先人出了这么好的作

品，他们的作品缘自扎根生活，我们这些艺

术工作者，要延续走这样的路。通过这三

天看到，那么多的老百姓，一方面在默默奉

献，另一方面书写他们自己的故事。我们

写作品不和他们贴近，不去写他们的话，肯

定是没有灵魂的，脱离生活的。现在的作

品，假大空的太多了，盲目的娱乐。文化是

不断推进的，人民的生活也是不断在改进，

欣赏的观念也是在不断改进，这种改进一

定不能脱离本质，要保持最基本的面貌，社

会有集体记忆，才能产生共鸣。

安徽省音协主席，作曲家盘龙

安徽艺术职业学院教授、著名作曲家谢国华

年轻词曲作家基层创作新曲

花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