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乡会上的即兴创作

今年是宁波籍音乐家周大风
先生诞生 100 周年。笔者有幸与
周先生相处交往 18 年，并曾经在
一 个 单 位 共 事 ， 是 亦 师 亦 友 的

“忘年交”。往事历历，记忆尤深
的是那次他在同乡会上当场创作
歌词的趣事。

1987 年是我从部队转业到浙
江省文化厅工作的第二年，宁波
籍的浙江医科大学崔功浩教授推
荐我加入了杭州宁波经济建设促
进会 （简称“经促会”），不久
就 接 到 了 他 们 的 开 会 通 知 。 我
觉 得 它 应 该 就 像 以 前 各 个 城 市
举 办 的 “ 同 乡 会 ” 那 样 ， 而 周
大风先生也是宁波人，我便邀请
他一起前往，他欣然同意。

一进门，我就向大家介绍：
我把周大风先生请来了。顿时掌
声 雷 动 ， 全 场 都 向 大 风 先 生 致
意、问好。大风先生红光满面，
十分高兴地和大家打招呼。我第
一次参加经促会活动，就给大家
带来了惊喜，颇有成就感。哪知
道坐下来之后才了解到，经促会
的这次活动是以各县 （市、区）
分会为单位进行的，今天这里是
鄞州分会的活动会场。大风先生
得 知 这 个 情 况 后 ， 似 乎 有 点 尴
尬，他跟周围的人说 ：“哎呀 ，
我勿是鄞州人啊，弄错的嘞 。”
一 旁 的 领 导 和 同 乡 们 异 口 同 声
道：“呒没弄错！您大风先生我
们想请也请不来，来了再好也没
有了！”主持会议的领导马上宣
布：“现在欢迎周大风先生给大
家讲话！”

在众人热烈的掌声中，大风
先生起身说话，第一句话就批评
我。“大家好！我今天给卢竹音

‘背耙’（宁波方言，“上当”的
意 思） 了 ！ 你 们 这 里 都 是 鄞 州
人，可我是镇海北仑人啊！这可
怎么办呢？格则 （宁波方言，意
为“这下子”） 我进退两难，只
好花生橘子吃眼 （宁波方言：吃
一点）！”随即他话锋一转：“不
过，既来之，则安之。再说鄞州
人、北仑人，都是宁波人！刚才
走进这个会场，我就觉得特别亲
切 ， 听 到 的 都 是 石 骨 铁 硬 宁 波
话，老乡碰老乡，心中喜洋洋！
我们平日不在宁波本地，但我们
心里永远有个故乡，在座的都是
有所作为的人才，我们大家都要
为家乡建设作贡献啊！”

大风先生一席话，会场气氛
顿时活跃起来。接着，我们就和
同桌的老乡会员们毫无拘束地谈
天说地。

聊了一会，大风先生突然若
有所思地对我说：“竹音，你去
找一张纸，我有几句感想，请你
记下来”。马上有人帮忙找了一
本练习本，全桌人都听大风先生
胸有成竹诵念 ：“客地逢乡亲 ，
开口闻乡音。月是故乡明，水是
故乡清。茶是故乡香，酒是故乡
浓。宁波老乡一家亲，祖国处处
有亲人。为了家乡更美好，阿拉
宁波老乡心连心 。”说罢问我 ：

“你觉得怎么样？”
大风先生一番流利的极具宁

波风味的普通话，同桌们都听得
出了神，频频点头，连连赞叹。
有的夸大风先生“出口成章 ”，
有的说这简直就是一首诗歌呢！

趁大家七嘴八舌评说之机，
我已经用宁波小唱 《五更调》 在
记下来的歌词旁谱上了曲谱。随
即，我说，这首词可以谱成一首
歌曲，我已经试着谱好了。大风
先生说：“唱来听听看。”我立即
轻 轻 地 哼 唱 起 来 。 只 听 了 头 两
句，他就说：“很不错，你可以
唱给大家听，也算我今天给大家
一个‘见面礼’。”同桌的一位领
导马上向大家宣布：“周大风先
生 有 感 而 发 ， 刚 刚 写 了 一 首 歌
词，卢老师已经作好曲谱，现在
大家欢迎卢老师来为大家唱这首
歌好不好？”我就爽朗地用宁波
方言演唱了这首歌曲，全场反响

热烈，大风先生几次站起来向大
家致意。不久，这首歌就在经促
会 创 办 的 《宁 波 乡 情》 报 上 刊
发。

歌曲发表之后，获得了不少
好评，也有人觉得这首歌曲简短
了一点，似乎意犹未尽，建议再
作些 深 化 ， 使 它 成 为 一 首 我 们
宁 波 同 乡 会 之 歌 。 于 是 我 特 地
跑 到 大 风 先 生 家 里 与 他 商 讨 加
工 修 改 事 宜 。 大 风 先 生 说 ， 我
在 会 上 口 述 的 歌 词 ， 并 不 都 是
当 时 想 出 来 的 ， 它 在 我 心 里 酝
酿 、 默 诵 了 很 久 。 现 在 根 据 大
家 的 意 见 改 一 改 ， 我 看 也 有 必
要 ， 我 们 要 赋 予 它 更 强 的 艺 术
生 命 力 。 经 过 一 番 商 议 ， 歌 词
里 又 添 加 了 “ 天 南 海 北 有 亲
人 ”“ 阿 拉 宁 波 人 ， 勤 劳 刻 苦
讲 诚 信 ”“ 宁 波 帮 要 帮 宁 波 ”
等 新 词 。 尤 其 是 最 后 加 上 了

“哎格楞登哟 ”，周先生称“这
五 个 字 又 立 新 功 了 ！ 以 后 就 按
照这个修改稿唱”。

《采茶舞曲》 并
非“浙江民歌”

大风先生多次说过“ 《采茶
舞 曲》 并 不 是 我 最 得 意 的 作
品”，而每当我对他说：“不可否
认，这是您的成名作，是您的作
品中影响最大、贡献最大者 。”
对此，先生点头表示认可。

《采茶舞曲》 自 1958 年问世
以来，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与所处
地位不言而喻，它是一首在国际
上获得最广泛展示和最高声誉的
中国茶歌——

《采茶舞曲》 问世不久，浙
江人民广播电台把该歌的旋律作
为播音“开始曲”；

1959 年，天安门广场举行国
庆文艺晚会期间 ，《采茶舞曲》
被循环播放；

1983 年，《采茶舞曲》 被联
合国科教文组织评为“亚太地区
风格的优秀教材”;

半个多世纪以来，它已经被
制作成一百多种音像制品，广泛
传播，广受青睐⋯⋯

在大中华文化圈里，人们大
都会哼几句这首歌曲；在与国际
朋友接触中，他们往往会说：我

们知道你们中国有两首最著名的
民歌 （随即哼起旋律），一首是
江苏民歌 《茉莉花》，另一首是
浙江民歌 《采茶舞曲》。

其 实 ，《采 茶 舞 曲》 不 是
“民歌”，它是周大风先生作词作
曲的“创作歌曲”。可能因其词
曲优美动听、流传广泛，国内外
好多人就以为它是一首民歌，有
的出版物刊发这首歌，署名也是

“浙江民歌”。笔者就作品署名一
事，特意问过大风先生，他回答
说：“歌是写给大家去唱去欣赏

的，署名那些事情就随它去了。”
“ 文 革 ” 期 间 ， 有 人 批 判

《采茶舞曲》 是“靡靡之音”“大
毒草”。所幸这首歌被点名批判
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在火车上说
了“毒在哪里？我看好的，出了
新的”这十二个字，从此舞台上
就可以演唱 《采茶舞曲》 了。

经典“茶歌”好
在哪里？

首先，这首歌曲直接表现和
歌颂劳动，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劳
作形象和精神风貌。它展现了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时期的江南
地 区 春 天 农 村 茶 山 的 “ 东 山 西
山”和水稻田的“上畈下畈”的
生 产 劳 动 场 面 ， 是 “ 哥 哥 、 妹
妹”这些青年男女在插秧和采茶
的劳动进行时。人类的生产劳动
是最伟大的题材，最美的场景，
最 有 活 力 和 生 活 情 趣 的 生 动 画
面！

春风劲吹，青年男女你追我
赶 进 行 劳 动 竞 赛 ， 他 们 朝 气 蓬
勃，青春洋溢，插秧采茶，干劲
冲天，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新
春采茶插秧图”啊！

而 这 些 充 满 生 机 活 力 的 场
景，是在以抒情为主的优美曲调
中体现的，柔柔的曲调，却给人
以信心和力量，让人“听着听着
就觉得自己年轻起来，而且加入
到劳动者的队伍之中”。风光是
多 么 美 好 ， 劳 动 是 如 此 神 圣 ，
采 茶 的 姑 娘 们 是 那 么 勤 劳 、 淳
朴 、 活 泼 甚 至 带 点 俏 皮 。 听 歌
声 ， 似 见 采 茶 姑 娘 头 戴 笠 帽 ，
双 手 灵 动 ， 娴 熟 采 茶 ， 景 美 、
人美、动作美，一股新茶清香扑

鼻而来⋯⋯
歌中唱道：“两个茶篓两旁

挂，两手采茶要分家”“一手先
来一手后，好比那两只公鸡争米
上又下”；“采茶好比凤点头”和

“采茶好比鱼跃网”，形象而富有
动感；“千篓万篓千万篓，片片
茶叶放清香”，又是那么富有浪
漫主义色彩。优美的歌词渗透着
姑 娘 们 对 家 乡 、 对 祖 国 、 对 茶
业、对美好生活的爱。

其 次 ， 旋 律 优 美 ， 引 人 入
胜。

“吴侬柔语”委婉动听，而
这 首 歌 就 是 这 动 听 语 言 的 音 乐
化。用的是啥曲调呢？那就是风
靡全国 的 越 剧 。 歌 谱 以 越 剧 的
唱 腔 和 音 乐 曲 调 为 主 ， 糅 合 了
江南民间音乐“滩簧 ”“走书 ”

“四明南词”等曲调，并以这些
曲 调 中 的 “ 起 、 平 、 紧 、 叠 、
落 ” 为 基 本 结 构 框 架 ， 同 时 采
用 某 些 小 调 的 句 型 和 旋 法 ， 还
应 用 了 民 间 音 乐 中 “ 多 上 一
下”的手法。

作为一首极富 江 南 特 色 的
创 作 歌 曲 ， 作 者 在 创 作 时 煞
费 心 思 地 采 用 了 五 声 音 阶 中
的 “ 宫 徵 交 替 ” 调 式 ， 遗

“ 角 ” 为 先 锋 ， 以 “ 商 ” 为 依
托 （反 复 落 在 “2” 音 上）， 取

“ 羽 ” 作 跳 板 ， 在 五 度 移 宫 中
获 得 了 与 众 不 同的富有特色的
音乐语言，实践了作者“写他人
之眼中有，出他人之笔下无”的
创作理念。

人们常说“旋律是歌曲的翅
膀”。很多人未必能记住整首歌
词，却能把旋律完整地“哼”出
来。《采茶舞曲》 的成功，很大
程 度 上 就 依 赖 于 优 美 的 旋 律 。

《采茶舞曲》 具有厚实的民族、
民间音乐基础，很容易为人们所
普遍接受。首句既似一弯溪水淙
淙，自然流淌，又似一阵土味芬
芳，扑面而至。接着，乐句的落
音，就在“5”和“2”二音上大
做 文 章 ， 偶 尔 以 “1” 音 点 缀 ，
组成了整个第一 （亦是第四） 乐
段 ， 这 是 全 歌 的 核 心 乐 段 。 第
二、第三乐段是从这个核心乐段
中 衍 化 出 来 的 分 支 ， 它 们 更 加

“ 越 剧 化 ”。 无 论 是 移 宫 出 “7”
音，还是两次出低音“3”和偶
出一个“4”音以及后来对“1”
音的多次重复运用，都能把前面

“核心段”加以细化和深掘，通
过旋法上的不断重复，使前后形
成速度和情绪上的对比，给人以
深刻印象。这些乐句的旋律，并
非“周氏”标新立异的“新奇产
品”，而是“似曾相识”，有着很
强的吸引人的“音乐磁场”，普
普通通的七个音，被周大风先生
赋予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令人叹
服。犹如名中医配药方，几味普
通的中草药，配出了经典名方，
永世传享。

第 三 ， 纯 朴 清 秀 ， 朗 朗 上
口。

有 许 多 歌 曲 ， 听 起 来 很 好
听，但是像个贵妇人，浑身珠光
宝气，只适合在镁光灯下作秀，
不入人群；又像高科技研究项目
中密密麻麻的数字，使人望而生
畏，自惭学识疏浅。这类歌曲大
有“此歌只能专家唱，常人哪能
够 得 上 ” 的 属 性 。 但 《采 茶 舞

曲》 不是这样的，里面全是普普
通通的常用词语，这些朴素的、
富有生活气息的语言，有对自然
风光的写实描绘，有采茶姑娘的
对话或内心独白⋯⋯它们如果作
为文学作品发表，可能进入不了

“ 诗 ” 的 行 列 ， 至 多 是 “ 顺 口
溜”之类。但正如各自宁静的阴
阳二电，一旦接触便会产生火花
那样，当这些并不“高档次”的
词语，一经结合“碰撞”，一经
和旋律“化合”，便产生了闪电
般 的 光 芒 。 作 者 运 用 排 比 、 呼
应 、 加 冠 等 民 歌 手 法 ， 藏 秀 奇
于 平 凡 ， 在 攥 拳 中 蓄 力 量 。 既
保 留 了 越 剧 的 神 韵 ， 又 打破了
越剧的“方整性”，使“词意合
着乐意，乐韵和着词韵”，词乐
紧密结合，堪称天衣无缝，浑然
天成。

一朝分娩 怀胎十月

笔者多次跟大风先生聊起：
这首 《采茶舞曲》，在泰顺县东
溪乡的土楼上，你一个通宵就写
了出来，简直是神话！你哪来这
么 多 可 写 的 东 西 ， 这 么 快 的 反
应，这么清爽的思路？

大风先生说，当时剧团等着
要 排 新 剧 目 ， 他 作 为 艺 术 室 主
任，肩负着创作任务。“通过与
农民兄弟姐妹一起劳动，此情此
景，让我产生了灵感，我有追求
体现劳动场面和他们思想情感的
热切之情，就是要把心中想到的

都写出来，一吐为快，哪怕通宵
达旦！于是下定决心：‘今晚不
写成功就不睡觉！’”

大风先生说，他不是什么天
才，更不是神仙。写这首歌曲之
前 ， 他 已 经 积 累 了 “ 许 多 东
西”。“俗话说，十月怀胎，一朝
分娩 ，‘一朝分娩 ’，那倒是真
的，你看我写了一个晚上，第二
天 一 早 就 成 稿 ，‘ 分 娩 ’ 出 来
了；但是我这‘怀胎’，何止十
个月！我这三十多年的积累，包
括生活、劳动，看到的各种人、
各类事，学习的民间音乐、西洋
音乐，千百遍念念有词的音乐小
品“口头禅”，以及随唱随记的

‘乐句碎片 ’，一股脑儿涌上心
头，几乎都排列案头，可随手取
来用上。”

这首歌曲的雏形，应该是大
风先生在长期观察、体验生活中
渐渐孕育起来的。具体写作前，
他深入田野，看到姑娘小伙子们
采茶插秧的身影，听到他们的话
语声、歌声、笑声，催化着这首
歌的成熟，以至“一朝分娩”生
出一个“音乐宝贝 ”。《采茶舞
曲》，反映生活是那样的惟妙惟
肖，表现生活是那样活灵活现，
引人入胜且回味无穷。大风先生
说，创作前的一段劳动生活，特
别是采茶、炒茶、拔秧、插秧；
那喊声、歌声、号子声、笑声，
都是身临其境、俯身躬行的所见
所闻，他们像一幕幕电影镜头，
一 遍 遍 浮 现 在 脑 海 ， 响 彻 在 耳
边，它们催生了创作激情，直接
生成了笔下的词和谱。

不久，《采茶舞曲》 成为越
剧现代戏 《雨前曲》 的主题歌和
舞蹈曲，再后来，成为传唱更为
广泛的“流行歌曲”。

笔 者 曾 好 奇 地 问 过 大 风 先
生：创作完 《采茶舞曲》 后，有
没有想到它会“一鸣惊人”？

他说，创作时只想着让剧团
有新的好剧本排，《雨前曲》 这
个新戏要反映农村新貌，要体现
你追我赶的生产劳动热情，让人
们看到农业机械化的出路，要表
现生动的劳动场面和朴实的农民
情感。大风先生说：“作为文艺
节目，我只希望大家喜欢看这个
戏，戏中的唱腔、歌曲，大家喜
欢听、听得懂，最好还能学唱、
学演。我心里只想着讨人民群众
的喜欢，能够成为好作品，不追
求什么‘一鸣惊人’。但没想到
后来会传播得这么快，产生这么
大的影响力。”

在 过 去 的 半 个 多 世 纪 里 ，
《采茶舞曲》 已经和周大风的名
字连接在一起，似乎歌人合一，
我们可以唱歌怀人，也可以怀人
唱歌。由此可见，一个音乐作品
对民族文化建设的作用，一个音
乐家对音乐发展的重要性。每当
我们唱起 《采茶舞曲》，我们就
会怀念周大风先生。

国内外许多著名民歌和音乐
作品，往往是和劳动联系在一起
的。期待我们的音乐人跟随新时
代的脚步，创作出更多像 《采茶
舞曲》 那样展现劳动者形象的优
秀作品。

（作者简介：卢竹音，宁波
人，教授，国家一级作曲，曾任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常务副院长、
浙江艺术学校校长、浙江小百花
越剧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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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阕“茶歌”天地传
——写在周大风先生诞生100周年之际

卢竹音

二○○
四
年
，
周
大
风
先
生
回
到
阔
别
四
十
六
年
的
温
州
泰
顺
县
东
溪
乡
，
在
当
年

采
茶
的
茶
山
上
，
兴
高
采
烈
地
和
当
地
的
孩
子
们
一
起
唱

《
采
茶
舞

曲
》
。

（
萧
云
集
摄

）

故地重游留影。在当年创作
《采茶舞曲》的东溪乡茶山前的
稻田旁，周大风先生伫立凝思，
感慨满怀。 （萧云集 摄）

2014年夏日，接到周大风先生电话告诉眼睛看不清字了，笔者马
上骑车赶到他家中探望，请旁人拍下这张照片留念。（少沐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