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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曲家张千一出版了他

的首部文集《散落的记忆》。在书中，他写道，每当看到国旗听到国歌，内

心总是如潮澎湃，充满着无比的自豪感。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成为一

名作曲家，用音符来表达对党、对人民的爱。而在张千一几十年的音乐创

作生涯中，确实如他所言，创作出了一首首充满爱党爱国情怀的作品，用

音符谱写着党和祖国的赞歌。本期“纪事”邀请张千一讲述他心系党和祖

国、扎根人民投身音乐创作的故事。

书写新时代伟大荣光
刘 广

用艺术交融推动中华文
化国际传播力

吴雨航 孙萍

把信息和资料放置在背
景中 朱永新

比赛的阅读 杨小波

用音符谱写党和人民的赞歌
张千一（口述） 本报记者 张丽（采访整理）

■记者手记：

丹青描绘新时代
范迪安

新时代中国文学的盛景
阎晶明

屏幕十年 硕果累累
张凯丽

高粱汁
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
“非凡十年”：我们的春
秋冬夏 王丽萍

▲张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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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一 （右二） 在傈僳族采风时与当地艺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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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一场向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献礼的“礼赞新时代——原创优秀交
响作品展演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举
行，其中响彻现场的就有张千一的《征
途》《丰收之歌》《光荣梦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在张千一的音符里，党和国家是至
高无上的主题。他说，身为中国人，他
对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充满爱恋；身为
文艺工作者，他对用心用情赞美党和人
民肩负使命。虽说音乐无国界，但音乐
家不能没有自己的根。

每一位作曲家都有自己的创作之
路，都有自己心中向往的净土；每一个
人的作品又都像是自己的人生履历，明
明白白，清清楚楚。张千一说，他的作
品有深刻思考之作，也有即兴抒写之
作，有感而发有之，命题委约也有之。
但他崇尚和追求用心写作，用真情创
作。他说“从本质意义上来说，我的歌
属于这个时代，属于这片热土，属于这
里的人民。”而他也希望——有些歌能
属于未来，属于人类。

今年，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5 周年之际，张千一的首部文集 《散落
的记忆》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涉
及他几十年来的创作、工作、学习与思
考。在他看来，就“如同一个正在成长的
孩子向母亲汇报”。他在这本书的后记
中，引用了一句名言：我从未长大，但我
从未停止成长。回望峥嵘岁月，不管是书
中的张千一，还是现实中的张千一，依旧
豪情万丈。

张千一希望他的首部文集能激励更多
勇于追求敢于攀登艺术高峰的人，而他，
不也是其中一位么？与他长期合作音乐创
作的著名词作家屈塬说他是“一朵音乐艺
术高峰上的旗云，一面用生命旋律编织的
旗帜”。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大型交响套
曲《长征》、歌剧《贺绿汀》、民族管弦交
响乐《大河之北》、歌剧《兰花花》、大型
交响套曲《我的祖国》等重磅作品相继面
世，用最美的音符，谱写着一曲曲热爱
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时代赞歌。

奋进新征程，张千一牢记新时代文
艺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在勇攀音乐高
峰 的 道 路 上 不 断 跋 涉 ，“ 从 未 停 止 成
长”……

在迈向艺术高峰的路上不断跋涉
本报记者 张丽

一

我的音乐成长，是与党和国家、人民军
队的长期培养密不可分的。我是学习实践、
再学习再实践、再学习再实践这样一个模式
下成长起来的作曲家。从中学毕业后进入人
民军队这所大学校，进入实践的工作岗位
上；再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毕业以后又回
到部队创作实践；经过多年创作实践，又到
上海音乐学院就读研究生，毕业后再次回到
部队投入创作实践。几十年来循环在这样一
个不断学习实践的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党和
国家、人民军队对我的培养，让我从最初的
感性思维创作，到逐渐开阔视野，能够运用
理性思维或把理性和感性结合起来进行创
作，实现飞跃。

还记得我在上海音乐学院读研究生的时
候，有一个硕博论坛，希望研究生们都能够
走上讲坛讲课，讲述自己创作的一些思考。
我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思考，讲的是
《我的歌》，从创作者的角度去思考歌曲创
作。在论坛上讲过一次后很受欢迎，后来又
到许多地方进行同题演讲，受到了很多师生
的肯定。记得2004年，我和其他研究生一起
到武汉音乐学院去讲《我的歌》，好几百人的
会场中，过道上都坐满了人。很多人都对我
说，虽然是歌曲创作讲座却具有很高的学术
价值。其实曾经有很多老艺术家都写过关于
歌曲创作的书，但近几十年则非常少。我原
来从事交响乐创作，后来在实践中创作声乐
作品，又在学校被激发用理论思维来总结
它。这是我从单纯的音乐创作逐步转化为结
合音乐创作进行理论思考的一个开始。包括
后来我对歌剧创作的一些理论思考，比如结
合混合唱法歌曲的歌剧样式如何来创作，《兰
花花》怎样与世界接轨等问题，得出要坚持
以音乐为主导、音乐承载戏剧这样一个歌剧
美学理论。

我始终对党和国家、人民军队充满热爱
与感激，并把这种情感投射于我的音乐作品
中。当你有一个深沉的家国情怀，有了巨大
的情感力量，就需要从多个维度波浪式地向
一个单纯的目标推进，把有理想、有信念、
有追求的东西传递至人民的心灵，让人们以
美好的心态，积极地有力量地面向未来。于
是我创作了 《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光荣梦想》《征途》等作品。

二

我的音乐成长，是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
风的，并始终与时代同步伐，走在了新时代
的新征程上。因此，我创作的所有作品都和
伟大的时代紧密相关。

我的第一部交响音画 《北方森林》 是在
改革开放初期创作的，是我深入大小兴安
岭，走访鄂伦春、达斡尔等多个少数民族地
区采风，最终用 7个多月时间创作出来的一
部作品。这部作品让不满22岁的我在全国首
届交响乐作品比赛中获得一等奖，这种肯定
与激励，让我更加坚定了从事作曲这一职业
的信念，并坚定地在音乐创作这条道路上走
到今天。如果说，像《北方森林》这样改革
开放初期的作品，是我在用最年轻的最朴实
的眼光看我们祖国的美丽山河，是纯自然
的，那么，近年来我所创作的比如交响乐
《我的祖国》，则用 《光荣与梦想》《东方诗

韵》《雪域抒怀》《春到边寨》《丝路音画》
《大地之歌》《我的祖国》七个乐章、一个宏
大叙事结构，把中国东西南北的许多地区许
多民族所发生的巨变都写了进去。

歌曲创作也是这样的。像 《青藏高原》
等早期的这些作品，我写的是纯自然的雪域
高原，到后来创作的《一个都不能少》，则侧
重写新时代的脱贫攻坚、建设小康社会的宏
伟目标。我的音乐创作始终与时代同步同路。

所以，我非常感谢自己所身处的伟大时
代。如果没有这样的时代，我的这些创作，
包括刚刚出版的我的第一部文集《散落的记
忆》中的记忆，都是不存在的。

三

我创作的大部分音乐作品都与主旋律有
关。我喜欢创作这种具有博大情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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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创作 《孔繁森》 的主题歌
《走进西藏》时，歌词全文中都没有出现“孔
繁森”三个字，因为我不仅想要表现孔繁
森，更想要表现他所代表的那种人类普遍的
高尚情怀。所以我想要站在人类的高度上去
赞颂他，才更有说服力。我用走进西藏、走

进雪山、走进高原、走向阳光来表达这种情
怀，因为当你走进西藏，会发现人类在自然
面前的渺小与脆弱。在这样的环境下，你也
许会找到自己的理想，找到心灵的天堂。包
括后来的《惊涛》《红十字方队》等都是从心
灵的层面去描写的。

这样创作的主旋律作品，不仅可以做得
很好，更要体现出音乐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感。作为一名音乐工作者，想要创作更高层
面的作品，是要融入了自我的修养、精神上
的追求和哲学观以及对更高境界的认识，这
里面就包含了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爱与
责任。每当一部作品创作或制作完成，我总
是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与释放。每每经历
一次从创作时的苦与累，到作品完成传播时
倍感兴奋的过程，我都真切感受到，我所从

事的这一职业与事业是非常神圣、非常伟
大的。

音乐创作是我一生所选择的职业与事
业。至今，我都满怀创作激情与动力。我与
屈塬先生合作的大型交响诗篇《长城》将在
国家大剧院奏响；歌剧《青春之歌》历时三
年也将于今年12月份在国家大剧院首演……
我在一首歌中曾写道，“只要是心向往的地
方，就一定不会走错路。”作为一名音乐工作
者，心之所向，就是创作出人民喜欢的并能
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作品，才能无愧于党、
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

▲张千一 （左一） 在西藏采风时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