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涂晓晴，江苏扬州人，作
家。已出版《曹操是怎样炼成
的》《少年曹操》《蓝蓝和外星人》
《扬州童话精选》《扬州童话366
夜故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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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建芬谷建芬：：音乐陪我长长久久地走下去音乐陪我长长久久地走下去

涂晓晴：我为古城扬州写童话

谷建芬，当代著名作曲家。历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音乐著作

权协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等职。曾获中国金唱片奖、

第十届中国音乐金钟奖、联合国教科文亚太地区优秀音乐教材奖、终身成就

音乐艺术家等奖项，为中国流行乐坛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人才，被誉

为“改革开放后最重要的通俗音乐创作者和奠基人”。代表作有《年轻的朋友

来相会》《绿叶对根的情意》《那就是我》《歌声与微笑》《今天是你的生日，中

国》《滚滚长江东逝水》《历史的天空》《这一拜》《妈妈的吻》《烛光里的妈妈》

等。从2005年开始，历时13年，创作了《春晓》《游子吟》《明日歌》《咏鹅》《静

夜思》等50首“新学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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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朵小小的浪花，轻轻地落在了音乐的
海浪中，悲也过，喜也过，风风雨雨走过了半个多
世纪。岁月带走的只是我青春的容貌，留下的依
然是我对音乐的热爱之心。

我似乎与音乐有一场终生的恋情，早已融于
在彼此的生命里，永远那么情真意切、鲜活美丽。

投入真情才会有打动人心的旋律

我于1935年出生在日本大阪，祖籍山东威
海，父母亲早年漂洋过海到了日本谋生。后来在
我6岁时回到祖国，跟随父母在大连定居。1945
年，大连解放。我生活的城市就有很多廉价的钢
琴，我软硬磨泡让父亲给我买了一台钢琴，最初
由于我不会弹钢琴，就自学了一段时间，后来父
亲看出我真的是十分喜欢弹钢琴，就请了一位老
师教我弹钢琴。或许，我的音乐启蒙就是从那架
钢琴开始的。

初中毕业后，我考入了旅大文工团（后更名
为大连文工团），担任钢琴伴奏，我的理想就是当
一名音乐家，记得当时，我写出了第一首歌曲《白
米饭》。

1952年，我到鲁迅艺术学校（今沈阳音乐学
院），学习了三年，主要学作曲，毕业之后我被分
配到中央歌舞团。

但是因为当时正处于特殊的年代，我因此经
历一段农村的生活，记得春天栽秧的时候，我一
边干活一边唱歌，是音乐陪我度过人生那段特殊
的时光，也磨砺锻炼了我的心智。

1972年，我回到北京，与分别已久的爱人和
女儿重逢。这段特殊的经历，让我心生感慨：生
活就像滚滚东去的流水，往往会遇到暗礁，寒冬
过去后，春天也就会来临。

1976年，我跟随出国访问团到拉丁美洲走
访，3个多月的生活，让我感受到异国他乡音乐的
魅力，这样的一段经历让我的创作理念发生了一
定的改变，我由此明白：人生是有韵律的足迹，音
乐要表达同自然同社会相连的情感，让每个人都
能感同身受。

改革开放之初，面对众说纷纭，我内心里在
想，到底什么才是积极向上的音乐作品？

挚爱音乐的我，想要用作品来说话。可以说，
改革开放给我带来了迟来的青春，让《年轻的朋友
来相会》这首歌无意间走进了我的生命。

有一天，我在《歌曲》杂志中看到一首歌词，
名为《八十年代新一辈》，我读这首歌词的时候，
情感迸发，一边打着节拍，一边念着歌词，就一气
呵成了旋律。从作曲的方法来说，这首歌词是不
合乎作曲规则的，四分之一节拍，四分之三节拍
都有。但是读到这首歌词时，我就想到年轻的朋
友们人间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
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的
美好画面。

谱曲完后，我让我的爱人听听，他似乎听出这

首歌是带有点情绪。我说，有人说我的歌不适合
年轻人，我就不信。爱人听完后说这首歌的旋律
有意思。没有想到的是，这一首歌竟然在祖国大
江南北唱响了，歌中有年轻人对祖国的深切希望，
有年轻人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

对我来说，音乐本身并不都是快乐的，要把
心中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都放在音乐中，释放
心中的情感，我在音乐里寻找到了对未来一种美
好的期待。

1984年，我与词作家王健合作，推出了新歌
《绿叶对根的情谊》。之后，毛阿敏凭借这首歌在
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声乐大赛上获奖，这也
是内地流行音乐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获奖。

“无论我停在哪片云彩，我的眼总是投向
你，如果我在风中歌唱，那歌声也是为着你。”我
对音乐的执着仿佛也是这首歌词中表达一样，无
论外界的声音如何，我内心只执着于我的音乐。
我想，只有对生活、对人民充满真情、挚爱，才能
创作出真正打动人心的旋律。

我创作的每一首歌曲，都是一种情感的表
达。比如《今天是您的生日，中国》《绿叶对根的情
意》《那就是我》《思念》《烛光里的妈妈》等一些歌
曲，每首歌都能让大家找到情感的共鸣。

歌曲里流淌我对祖国和人民的爱

如何运用音乐语言，将对生命的独特感悟和
对真善美的追求化作饱含情感的旋律，这也是我
创作时思考的一部分。因为一首歌曲有了情感，
才有强大的生命力、感染力。

比如我在创作《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这首
歌曲，也是一种情感的迸发。1989年，新中国成
立四十周年，当时韩静霆把歌词给我时，我一边
弹钢琴，一边朗读歌词，我就想着我在唱给妈妈
听，妈妈在睡觉，轻轻地唱，也不能打扰妈妈，所
以一开始旋律是比较轻柔的，就这样一气呵成了
旋律。

我们的祖国是从苦难中走过来的，我们的祖

国、我们的人民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之后，才
迎来这和平安宁的盛世。我把对祖国对人民深
深的情感，融进了一个个音符之中。

创作这首歌也算是实现了我一个夙愿。记得
我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歌舞团时，到达北京那天，正
是十月一号，是祖国母亲的生日，当我走过天安门
时候，心生一种自豪感。那天晚上，我非常兴奋地
回到家，写了将来我要为祖国要写一首歌的日
记。尽管过去这么多年了，至今，我的脑海里仍清
楚地记得当时激动的情景。

如今，每当国庆节时，这首歌都会响彻在天
安门广场，也回荡在我的心中。我想，我的心情
也是激动的，但更多的时候，我会为日益强大的
祖国感到自豪。无论岁月如何流逝，我对祖国、
对人民的爱从未动摇过。

从1980年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到2000
年的《二十年后再相会》，再到2020年亮相中央电
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再次相约二十年》，这三首歌
在不同的时代表达了同样的情怀。

在创作《那就是我》这首歌时，我带着歌谱去
找朱逢博，当时她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歌手，在朱逢
博的家中边弹钢琴边唱给她听，没有想到朱逢博
也被这首歌感动得热泪盈眶，后来，这首歌经朱逢
博演唱，成为群众十分熟悉和喜爱的一首歌曲。

回想自己创作的歌曲，其中上百首作品荣获
了各种大奖。与其说这些都是荣誉，不如说是见
证了时代的发展，见证了我对祖国、对人民、对生
活的热爱，并不为困难而后退，反而是越挫越勇，
激励我一直往前走。

泥泞的土壤里开放出芬芳的花朵

困难变成力量，力量变成幸福。
如没有当时的那种压力，我想我也不会下那

么大的决心专门从事通俗音乐的创作。如今回
想起来，有时候人生经历的风雨，就是一种成功
催化剂，尽管行走在泥泞的土壤中，但是只要坚
定自己的理想目标，就会在泥泞的土壤里开放出
芬芳的花朵。

1984年，我想方设法变卖家产，到处筹钱，
创办了谷建芬声乐培训中心。给来培训中心的
学员免费提供教学，还有吃住。我开设了八门课
程，从乐理、钢琴学知识、外语、试唱、练耳、形体
训练等全方面培养学员。我还特意请了金铁霖
老先生给学员授课，15元一节课，金老师骑着自

行车来到培训中心讲课，学员水平提升也很快，
能够得到他的大力支持，这令我很感动。

或许有人会问我，我和这些学员们又是什么
关系呢？我这么无私地付出为了什么？其实在我
看来，在当时，我的作品遭到非议，而这些学员还
敢来唱我的歌，我内心是很感激他们，我和他们更
多是一种“患难之交”。后来，在培训班那些日子
里，我不仅教学员们唱歌，也教他们做人。有些学
员后来成为流行乐坛的一面旗帜，在全国乃至国
际各类大赛上频频获奖。

1992年，我宣布今后不再招收学员。因为我
的目的不是想终身从事音乐教育，我只是想通过
创办培训中心这样一件平凡的事，告诉大家我创
作的作品，是受老百姓喜欢的，是受时代欢迎的。

谁说女性作曲家不行

音乐丰富了我的人生，也让我在音乐里感受
到人生的悲凉与深沉。

给电视剧《三国演义》谱曲时，一开始，我没
有打算要创作这部剧的主题曲，当时剧组先匿名
找了5个人来创作。导演告诉我，在最后翻开名
字的时候，大家决定采纳用我创作的旋律。我告
诉导演，我说我根本没想什么，要不就不写了，导
演说剧组都觉得我那个比较好。就在我犹豫的
时候，我听到导演旁边的领导说，不要找女性作
曲家，要找男性作曲家。而我就是那个女性作曲
者，我一听，我心里一下子有想法，凭什么就觉得
女性作曲者不行呢？我果断和导演说，我决定要
把主题歌的曲谱创作下去。我回去钢琴一弹，就
是第二稿，也就是后来大家听到的那首歌曲《滚
滚长江东逝水》，我是带着英雄将士的一种心情
很有力度地就完成了，我对自己说，一定要做一
个好的样子，谁说女性作曲家不行的？之后，在
剧组待了三年，为《三国演义》谱写了15首歌曲。

回想起来，我觉得我是在写歌，其实也是在
写我自己。“滚滚长江东逝水……”我非常喜欢罗
贯中这首词，传达出来的情感，与我当时的心境
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默契感，也是我几十年来对人
生另一种真实体会。

给孩子们写歌仿佛青春不老

今年我87岁了，虽然头发早已花白，走起路
来也不能像年轻时那样腿脚麻利，但是只要有音

乐陪着我，我的生命就充满了活力，所以我要感
谢音乐，感谢那些在我音乐道路上一直支持帮助
我的人。

那是2017年5月，当我听到孩子们纯净的
歌声在国家图书馆音乐厅回响时，我激动地落泪
了。“新学堂歌”前后创作了13年，其中的酸甜苦
辣，或许只有夜空的月亮知晓。

为什么想到要创作“新学堂歌”，那时候感
觉网络歌曲颇为流行，孩子们能唱的歌越来越
少。孩子是祖国的花朵，不能没有歌唱，要唱出
有中国特色的歌曲，而古诗词里的东西都是我
们祖先流传下来的是最干净的、最智慧的，也是
最能体味酸甜苦辣。我受到了20世纪初在新
式学堂传唱的“学堂乐歌”的启发，李叔同的《送
别》就是“学堂乐歌”的代表作，这首歌是经典之
歌，传唱了一代又一代人。于是我从中选取了
四十多篇经典古诗词与传统文化典范诗文结合
起来，这样单单比朗读背诵更有趣味，谱上曲子
后，于是命名为“新学堂歌”。

我创作“新学堂歌”的时候已70岁了，早已
经从中央歌舞团退休了。但是为孩子们创作歌
曲，我依旧觉得自己很年轻。

“古诗词是祖先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它像
粒粒种子播撒在你心田，滋润你心扉，愿你读
它，唱它，思索它……我来写，你来唱，愿‘新学
堂歌’伴着你们快乐成长。”这是我在《新学堂
歌》书中写给孩子们的话，也是我真诚的心声。

从2004年到2017年，我创作了50首“新
学堂歌”，每一首歌中都蕴藏文化力量，就是希
望寓教于乐，让小孩在音乐中耳濡目染地接受
祖先的教育，体悟诗词的智慧与纯净。

“有种幸福叫放手 有种苦难叫占有 有种
快乐叫赡予 有种痛苦叫勘求 无是有福 无欲
长寿 有就是无 无就是有 无是有福 无欲长
寿 有就是无 无就是有……”这首《有无歌》是

“新学堂歌”中我体会最深的一首歌，那是我历
经了我老伴和女儿相继离世后创作的。

2015年，我还差一首歌就完成50首“新学
堂歌”时，我的老伴因心脏病突然去世了，我和老
伴相濡以沫很多年，感情很好，他送给我的笔记
本，我都一直珍藏着，上面记录了我谱曲时的笔
记。他的离世给了我沉重的打击。在他去世8
个月后，我的小女儿又因突发脑出血匆匆离我而
去，对于这沉重的打击，我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中，
我写什么呢，怎么也写不出来，我甚至连钢琴都
不会弹了。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有种幸福叫放手，有
种痛苦叫占有”两句话，为什么不去幸福地放
手呢？这样，我就又写了一首《有无歌》，决定
将痛苦搁下，继续完成自己的使命。女儿和老
伴生前非常支持我的创作，一直是我推广“新
学堂歌”的好帮手，我要完成他们的心愿，才是
一种告慰。在录制“新学堂歌”时，我自己掏了
近200万元的录制费。当我完成“新学堂歌”
后，我希望这些歌能够进学堂，唯有进学堂，它
的流传是正规的，只有学校这个环境，才是真
正严肃地对待我们的古诗词文化和国学的传
承，这样孩子们才会伴着音乐从心底里感受千
年文化的魅力，才会快乐地长大。

心有所想，必有回念。2018年，50首“新学
堂歌”正式经北京市教委立项、北京市财政局招
投标，进入全市1630所中小学校，融入学生的社
会实践活动中。

如今，“新学堂歌”受到了孩子们的喜欢，这
令我感到很欣慰，有时候想，人生就像音符一样，
F是最强音，一个F，两个F，三个F，年轻的时候
强特强，到了老年阶段，就会是越来越减弱，就跟
结束语一样，我想我还离不开音乐，在音乐最后
的结束的时候反复多少遍尾声，我想我还要努力
地写下去，有音乐陪着我，我的一生才能长长久
久地走下去。

夜深人静时，美景盈目间，我总忍不住想，
旅京十二年回到扬州，发现这座城市已经不再
是我当初“出走”的样子。如今的扬州，不只是
文化历史悠久，科技生态发展也越来越精彩。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应该为她做点什么？

用童话的形式汲取母亲城的营养

好的作品，是会激励人们向美、向善的，写
给少年儿童的尤其如此。

为扬州城写童话是一件偶然的事，早在

2009年，满溢的敬爱和倾慕怎么也抑制不住，使
得我饱蘸激情写了一本，填补江苏省少儿科幻小
说题材空白的《蓝蓝和外星人》。书中实情实景
展现公园、街道的名称，及美食和风俗等，令读者
身临其境。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谈凤霞教授评
价：“这是一本写给每个地球人看的大爱之书。”

因为有了这本献给城市的书，蒙时任文联
主席仲衍书向当时的旅游局局长张贵联推荐，
受邀为推动扬州旅游市场和文化传播写作一
系列扬州童话，旨在用喜闻乐见的表现手法，
将扬州上下几千年的人文、历史等重新诠释、
介绍给更多人。

写扬州童话创意之初，力争用童话的形
式，全方位解析、透视一座城的历史、人文、宗
教、美食、园林、风俗、地理、神话、传说等，兼顾
成人和儿童，集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实验文
体等，以本土元素为基础，增选中华民族优秀
历史和人文的综合、全龄系列书籍，让不同年
龄段的读者们从中汲取营养。

创作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但先要在
生活里体验。想要写出好的作品，就要写别人
写到没想到、看到没悟到的内容。

数千年历史、人文呼唤我走近她

接下来的采风和深入生活，每写到一处，
就会走到一处，甚至一处要走多次，去感受、琢
磨、体验。同一个地方，早晨去和黄昏去，所获
得的感知会有不同。下雨去和刮风去，条件反

射也不一样。还要有地质探矿和考古的精神
和态度，善于深挖、细究看似常见的素材，这样
才能走得更坚实、更源远。

记得在高邮瓮城采风，正值入夏，陪同人
员告诉我哪里是最高点、哪里会被大运河坍塌
的河堤里滚出的洪水淹没得片瓦不剩。明亮
的阳光瞬间刺破泪泡，好像看到先民们在洪水
中挣扎，刹那间就有了一篇文章的创意和名字
《高邮瓮城情意深》。

故事中人与人、人与神、神与神之间的温情
和虚伪，公德与私心，在一场洪水前展现得淋漓
尽致。当鬼魂们掉落水中，发现他们是淹不死
的。这才想起刚才急匆匆挤到城墙上避难，是还
把自己当成了人。有趣的细节，令人一笑，富有
神韵。这些，都来自我深入生活时的细致采访，
和了解当地地形、历史等因素后的心得体会。

中华民族一路走来，灾难与坎坷众多，身
在其中并处在兵家必争之地的扬州更是如
此。厚重的人文历史，历朝历代曾经为扬州倾
注过爱和善的人们，时常激励着心灵。令我悲
恸到泪崩的经历，采访过程中有过，写作时也
有过。同一篇文章从写到改数度长哭，甚至难
过到不能自已。读一次哭一次，改一次哭一
次，导致故事最终也感觉像没有写完。

从2018年秋开始，创作至今已有三年多，
写出二百多篇故事。历代帝王和名臣良将的
品德和操守，以及对世间的大爱，化作了夜空
里的明灯，似星辰高高悬挂。随着对他们的了

解与探究，深感能和众多高才大德做同乡，托
生在被无数帝王、俊才们眷恋过的吾乡吾土，
乃今生至福。

古老又创新的名城苦心经营，结出的数千
年历史、人文等的果实，呼唤我走近，了解和研
习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帮助我开
阔眼界、开拓知识边界。拂去历史的尘埃，让
先贤达儒们的思想与生平所作重现光彩。

平常的人与物也有生存哲学和反思

采访时常生发感慨，随着对扬州的历史和
文化一步步地了解和深入，深感这是一块被上
天眷顾的“桃花石”，和被历代扬州人深爱的琼
瑶玉宇般的所在。

月光起处，老城区的巷子里走出不同年代
的旧时人，操着各自时代的方言，为生计穿梭
忙碌。巷内的老井、城砖、老房子、拐角、歪脖
的数百岁古树都来自过去，却从不肯透露它们
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一个字，但风霜都写在了身
上、脸上、骨缝里，机警或无感地看着芸芸众生
你来我去。或连接古今，或转换时空，时而在
星海，时而处尘埃。“真、善、美”如同刻在石头
上的碑文，安放于我的头顶。写作角度无意挖
掘历史只是为了泥古、好古，需突破既有陈规，
获取崭新的认识。解析新扬州、新旅游、新文
化、新人文，迎接新使命、承担新责任。

扬州历史文化多、名人园林多、美食古街
巷多等。别说写三百六十六个童话，十倍数量

也可写得精彩不重样。越采风越深入生活，越
来越感受到中华千年的历史和人文给我的教
诲，首先化育、润泽的，是我自己。

一条河有如何跟环境相配的自觉，长于五
百万岁的火山冷却成棱柱节理后，找到跟生命
相处的方式。见过恐龙的它，高傲得低于一万
年的都不予理睬，却最终对一岁一枯荣的毛毛
草都能来者不拒。大自然是人类最好的导师，
变化和寻找自我时竟都像极了人间事。它们
在岁月变迁中顺应了环境发展和需要，在坚守
中做好自己，贡献凡世。平常的人与物，历史
长河的断续篇章里有普通的生存哲学和反思。

扬州市花琼花的花语：魅力无限，无私的
爱。这是对孕育出奇花异卉的扬州的气质贴
切的评价。花语和话语，连同这片土地上的一
草一木、一柱一石、一人一事，皆在谆谆教诲我
更谦卑、温和、善良、正直。

人总期望自己的生命和创造是美好的，对
世界是有价值的，我想我也是。用文学作品传
播积极意义，给读者以思考和借鉴，感受爱与
善。不忘初心，记取来路。为我历史悠久的母
亲城，奉上数百个系列故事，于是就有了《扬州
童话精选》一书。

这本书出版后，又筛选出数十篇精彩内容，
即将推出《扬州童话故事精选2》。

我想，我将用无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书
写出饱含深情的篇章，希望能让来过和没来过
的人了解扬州、爱上扬州。

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