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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手记

20 世 纪 八 九 十 年

代，广东省作为我国改

革开放的前沿，伴随着

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社

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在

重构。深圳、珠海、汕

头……在我国的南海边，

一个个令人瞩目的特区，

用先行者的勇毅，引领着

这个国家走向未来。

在当时的荧幕上，也

涌现出一些反映改革开放

初期人们精神风貌的电视

剧，如 《外来妹》《情满

珠江》 等。其中，《外来

妹》记录了第一代广东外

来打工妹的生活，其主题

曲 《我不想说》，将普通

人在巨变的时代洪流中的

追求、奋斗与困惑娓娓道

来，令人动容。至今，每

当这首老歌响起，仍会将

听者带回那个追忆不平凡

的往昔。

相距 12 年，第三次采访李海鹰，每次
都是不一样的话题。

作为一个在粤港澳大湾区成长起来的作
曲家和指挥家，在李海鹰的思想和人生轨迹
中，与改革开放有关的因素太多。

1983 年，李海鹰从部队转业回到广
州，也是那一年，国内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
星级宾馆广州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当时，
外资企业正在一批批、有序地进入中国。在
震撼和新奇之余，他也开始重视审视家乡。

要知道，就在他入伍前，广东还是一个
边民外逃事件不时发生的省份，在深圳宝安
一带，由于收入太低，日子不好过，乡民、渔民
外逃香港的事件时有发生。而当他回来后，发
现不仅没人外逃了，外商还要主动来投资。

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广东也成为一个
“移民大省”，在那个人口大流动的岁月，广

东对于外界的人们，有种磁铁般的吸引力，
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不可思议的巨变之一。
作为亲历者，李海鹰用歌曲记录这种变化。

“在改革开放初期，过去很多一成不变
的事物都变了，人们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一边向前走，一边也依依不舍地回望着精神
家园中那些曾经的美好。包括人与土地的关
系、人与人的关系、周围的环境、街道村庄
山水……”因此，在李海鹰的作品里，总有
回望的成分，也总是会关注普通人在大变革
时代里的奋进、迷惘与思考。

在开放在浪潮中，如同笔下的人物一
样，李海鹰也勇于脱胎换骨，从编制内跳出
来，北上成为独立音乐人，但是，他内心对
传统文化的热爱和立足生活的创作始终没有
变。在他看来，变化只是一个过程，一个民
族深藏的秉性与韵味是不会变的。

在李海鹰的心里，一直住着一个文学青
年。至今他还保持着阅读的习惯，一年看几
十本书，包括古典文学、小说和非小说，来
自传统文化的滋养，也对他的音乐创作产
生很大的影响。他喜欢冼星海、光未然创
作气势磅礴的 《黄河大合唱》，一句“黄河
之水天上来”，就让他想起李白的 《将进
酒》；而因为一个作品历久而“难产”时，
他会想到汤显祖写 《牡丹亭》 时，经常跑
到柴房抱头痛哭的画面，因此一下子充满信
心和力量。

如今，作为粤港澳大
湾区音乐艺术联盟的主
席，李海鹰有了新的时代
使命。在前进中回望，在
回望中前进，是他人生不
变的主题。

关注大变革时代里的普通人
司晋丽

“窗一打开，风就吹进来了”

时隔近40年，我国第一代打工妹们，如今过
着怎样的生活？

近日，在湖南卫视带有回望色彩的综艺节目
《再次见到你》中，第一代打工妹的原型之一郑艳
萍现身——从最初的打工妹到后来的退休干部，
外表年轻时尚的她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

“我没想到自己会搭乘上这辆改革开放的高
速列车，在我心中，深圳是最好的家。”她动情
地说。

“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可
是我不能忘记你的笑脸……”当郑艳萍和当年的
姐妹们围坐一起，共唱《我不想说》时，眼角很
快就濡湿了。

这首电视剧 《外来妹》 的主题曲，珍藏着
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也是对改革开放初期岁月
的致敬。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
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次年，广东的深圳、珠海、
厦门成为先试先行的经济特区，广东走在改革开
放的最前沿，南粤大地一派春风复苏、暖意融融
的新气象。

“窗一打开，风就吹进来了。改革开放、解放
思想对上世纪80年代的整个中国都产生了剧烈影
响，有经济上的，也有思想文化上的。”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这首歌的曲作者、著名音乐人李
海鹰说。

上世纪 80年代初，当流行音乐通过“南风
窗”吹进内地时，李海鹰正从部队转业回到了家
乡广州，在广东省音乐曲艺团从事创作。面对这
种全新的音乐类型，李海鹰投入了巨大的热情，
代表作品 《我不想说》《弯弯的月亮》《走四方》
等歌曲，都在这个时间段问世。

改革开放后，外资企业也陆续进入中国市
场。在深圳蛇口工业区兴办的凯达玩具厂，是最
早进入我国的外资企业之一。1982年，原本在广
东韶关某学校任教的郑艳萍与同乡的女伴们慕名
来到深圳寻找工作机会，她们通过了凯达玩具厂
的招聘，成为合同制员工，这也引领起中国第一
波外来务工人员的浪潮。

当越来越多的外来打工妹来到广东，她们的
故事也走进了广东导演成浩的视线。1991年，以
这个人群的故事为蓝本的电视剧《外来妹》拍摄
成功。

成浩力邀已在广州流行乐坛崭露头角的李海
鹰为这部剧的主题曲操刀。巧合的是，李海鹰与
陈小奇共同作词的歌曲 《我不想说》 也正好付
梓。这首歌从1989年开始不停地写，又不停地修
改，共打磨了两年时间，歌曲反映的也是年轻人
的情感。

当成浩将《我不想说》带回剧组，在与已有
的几首歌曲做了几番比较后，剧组主创人员一致
认为，这首歌最出色，也与剧中的感觉相契合，
便将这首歌敲定为主题曲，并由歌手杨钰莹演唱。

“如果要找外来妹的原型，或许会有一万个”

1992年，《我不想说》 荣获全国十大影视歌
曲最佳歌曲奖。李海鹰有一种看法，外来妹不仅
指剧中从穷山沟里走出来的赵小云等几个打工
妹，更是改革开放洪流里普通人生活的折射。

2019年，在广东广播电视台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的节目《流淌的歌声》中，杨钰莹饱含深情
重唱这首歌，并向观众表明心迹：自己曾从江西
南下广州，是为音乐梦想打拼的外来妹，这首歌
唱的也是自己的故事。

“那是一个人口大流动的时代。每个人都有
梦，也会为追求梦想而离开家乡。”李海鹰告诉记
者，当时的广东流行音乐圈里“闯入”不少外地
歌手，比如杨钰莹、毛宁、李春波、林依轮等。
据他观察，那时到广东打拼的外地人很多，如果
要找外来妹的原型，或许会有一万个。

郑艳萍无疑也是这“一万分之一”。她的主要
工作是在流水线为玩偶缝制衣裳，这些玩具大部
分出口其他国家，她每月固定工资80元，此外还
有超产奖、加班费和全勤奖。最多的一个月，郑
艳萍仅加班费就超过了1000港币，这让她第一次
感受到“手脚快是有意义的”。她用自己的收入，
给老家买回了冰箱、彩电、午餐肉罐头和力士香

皂等内地很难见到的商品。由于努力和机遇，她后
来还被委任为蛇口工业区工会的干部。

“你们要搞得快一点！”1992年，改革开放的总
设计师邓小平南方视察时，在蛇口工业区这样叮嘱
深圳市负责人。

深圳大大小小的建设者们，从此更加信奉“时
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他们不断地用奋斗
拼搏，改变着自身的命运，也换来了特区的沧桑
巨变。

然而，外面的世界有精彩也有无奈。如果不是
闯荡到深圳，剧中由陈小艺扮演的赵小云不可能后
来成为知名企业家；她的同伴，有的嫁给了当地
人，有的却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迷失了自我。

“当时身处改革开放前沿的人们内心情感是复杂
的，有梦想和追求，也有奋斗和困惑……这首歌就
是将这些因素交织糅合在一起，所以唱出了他们的
心声。”李海鹰说。

歌曲是历史与时代的见证

一首成功的歌曲，总是清晰地打着时代烙印，
却又不会因时过境迁而褪色。

“我们不只是在创作一个动听的旋律，而要紧贴
时代脉搏，让歌曲能成为历史与时代的见证。有些
歌曲之所以能够跨代流传，是因为它承载了不同时
代、不同的人的不同的情感，人们对它的理解更丰
满了。”李海鹰说。

在大变革的岁月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李海鹰也不例外。

在他写下《我不想说》《走四方》等歌曲后，也
在想，要不要去北京或上海发展？

1999年，他放下了广州的事业，北上北京，开
启独立音乐人生涯，也成为了一名北京的外来者。在
北京，他更加用功，创作出 《七子之歌》《中国军
魂》《爱如空气》等反映不同时代背景的经典歌曲。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深刻变化，人
们娱乐消遣方式也在变化。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流行音乐相比，李海鹰说，当下的时代，更适合用
交响乐和音乐剧的艺术形式来表现。作为珠江的儿
子，他近年为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创作了第一交响
曲《珠江》（2020年12月1日广州交响乐团首演）；
也为星海音乐学院流行音乐学院的学生创作了音乐
剧《青春剧团》（2020年11月7-8日广州大剧院首
演）；交响幻想曲《中国1921》（2021年6月首演以
来，已由广州交响乐团、广州青年交响乐团等演奏
了十余场）。

2020年 11月 7日，《青春剧团》在广州大剧院
的成功上演，讲述了新一代粤港澳大湾区年轻人奋
斗圆梦的真实故事。“里面有一首歌叫作 《食头啖
汤》，意思是为了追梦，就算前面是刀山火海也不
畏惧。”李海鹰说，这种敢闯敢试是广东改革开放
精神的体现，不管是在《外来妹》的时代，还是在
当下，这种精神会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而不
断升华。

“一样的天，一样的脸”
本报记者 司晋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