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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修林
在“‘湘’约现代化”新时代新湖南新形象系列歌曲创作精品工程中，既有

经典名句的诗意续写，也有青山绿水与寻根之旅，还有传统守望与时代之光。
这批新歌各具思想性、艺术性、创新性与时代性，闪耀着不一样的艺术风采，描
绘出这片神奇热土上的山水风情与人文景象，展现了英雄辈出的湖湘精神与
永续生长的湖湘强音，以文艺新歌展现“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新湖南”的新形
象，为“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唱响了新征程的赞歌。

一、创世纪·探源之颂
“创世纪”既是人类最初文明诞生的探源，也是当今世界伟大创举的颂歌。
“民以食为天，食以稻为先。”《城祖稻源》借故事性的描述，将历史比作一

条长街，思绪比作一件衣衫，岁月比作一坛玉液，歌颂“中华城祖，世界稻源”的
城头山，描绘出我们勤劳的祖先建构的稻作文明。《永远的稻田》以种子为寓
意，多次使用三连音的节奏积累情绪，描绘祖先耕耘的“一粒种子”改变世界。

《看万山红遍》开头描绘了时代伟人毛泽东为人民创造的历史伟业，介绍
了湖湘大地的美好风貌，在歌曲末尾“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两段词
曲彰显出的深情厚意与豪迈大气的对比，有效地表达出平凡与伟大互相映衬
的伟人形象。《我们爱唱这首歌》抒情歌颂的歌词与自信轻松旋律结合，颇具艺
术性与现代性，深情告白毛泽东。

“喝水不忘挖井人”，这创世纪之源、创世界之情的歌，就是湖湘儿女对先
祖和伟人的感恩之情与自豪之颂。

二、忆征程·鱼水之情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回忆艰难困苦里，最念是人民。
“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

人。”1934年 11月“半条被子”的故事感动了中国，感动了世界，更牵动了习近平
总书记的心，从201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饱含深情地讲述，到2020
年9月亲临沙洲村考察，强调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大批共产党人在这片热土谱写
了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沙洲村的故事》《沙洲谣》以文艺创作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
嘱托，以抒情歌谣叙述“半条被子”的红色经典故事，以歌润心，引导人民感受、感
悟、感恩中国共产党的温情。这两首歌曲虽风格各异，但主题相同，“半条被子”链
接起共产党人与人民的深厚情意。

征程路上好故事，鱼水情深显真诚。简单一故事，感染亿万人。
三、筑大梦·于斯之盛
波涌湘江，云起岳麓；鱼跃洞庭，雁栖衡岳。
习近平总书记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赋予湖南“三高四新”的战略定位和

使命任务。时代的革新鞭策着文艺人践行“艺术创作没有止境”的奋斗宣言。
《江豚的微笑》以童声模拟“江豚”的自述，描绘出洞庭湖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
美好景象。《马栏山的密码》紧跟时代，描述科技与数字赋能的融合现代化，唱
响未来世界。

《世界张》男女合唱，以几组对立词语构建中华文明的独特与博大，传递张
家界风貌响誉世界。《南岳》独具气韵与空灵，尽显南岳衡山的神性与深邃，音
乐旋律与配器的描绘，融山川、道法、水墨为一体，在歌曲的哲思学意间禅悟人
生。《莽山月》以郴州的绿色宝库莽山为对象，一问一答的真情流露，描绘湖湘
独特的地理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存续发展。《于斯》感念潇湘云水，天下才士，
筑梦正当时。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思想启迪伦理情怀，教化生存智慧，刻
画了湖湘精神之智。

歌之湖南，既有历史记忆和革命风云，这里更有伟大复兴的时代新起
航。

当我细嚼慢咽品唱这一首首歌谱，倾心入境品鉴新录制的音频，我已
深深地为之动情、化身其中、久不能拔；我深深感受到“‘湘’约现代化”潇湘
好歌与“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已同频，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发展已共
振。

湖南文艺人以这样一组新歌新曲，在“感恩过去、铭记历史、共享幸福”
的深情厚意间，绘写出了奋进征程中追溯者、奋斗者与抵达者的集体群象，
湖湘文明、湖湘精神、湖湘风貌正是以这样的文艺之为，展现着传承之力！

真可谓是：
潇湘好曲“风雅颂”，各具风骚显初衷。
琴瑟和鸣歌不尽，盛世“于斯”最湖湘！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美育中心

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盛世于斯湖之南盛世于斯湖之南 湘江北去向天歌湘江北去向天歌

黎艺婕
歌 曲《看 万 山 红 遍》（鲁 小 平 、青 柯

词，廖洪立曲）既有“燃点”，又有“爆点”，
是一首彰显大主题、大情怀、大气势的新
时代之歌。那么，“看点”在哪里？

看新颖创意——从中国画《万山红
遍》得来的灵感

《看万山红遍》是音乐界第一次根据
《沁园春·长沙》重新创作的歌曲，并借鉴
了美术版《万山红遍》的表现手法。歌曲
如画作大量使用“红色”意象，使用展现
宽 阔 雄 浑 大 画 面 的 词 汇 ，呈 现“ 万 山 红
遍”的壮美气韵，让歌曲充满着英姿勃发
的生命力量。

看独特视角——站在“橘子洲头”的
眺望与思绪

创作者通过虚拟化、人格化的手法，
塑造了一个伫立在橘子洲头的眺望者形
象，歌中有远眺 、有近观，有实景 、有虚
景。第二人称“你”反复出现，拉近了听

众与歌曲的距离，强化了歌曲的艺术表
现力。

看深刻主题——由“万山红遍”联想
到“万里江山”

歌曲由“万山红遍”联系到“万里江
山”，把自然意义与政权意义的“红色江
山”有机融合起来，把“江山”与“人民”有
机统一起来，集中揭示了人民是“江山如
此多娇”的内在动因的秘诀，简洁有力地
表达了歌曲深刻的主题。

看恢弘气势——如同“湘江北去”的
大河交响

歌 曲 主 歌 温 暖 抒 情 ，副 歌 大 气 磅
礴，尾声反复歌唱“就是江山”，显得作
品 荡 气 回 肠 。 歌 唱 家 将 作 品 的 高 雅 格
调 、磅礴气势表现得淋漓尽致，词 、曲 、
唱 融 为 一 体 ，有 如 大 江 大 河 奏 出 的 交
响，令人震撼，让这首歌具备了成为“爆
款”的潜质。

（作者系省文联四级主任科员）

歌曲《看万山红遍》的看点在哪里

胡碧瑜
千年岳麓，弦歌不辍。歌曲《于斯》（高

汉武词，陈鹏杰曲）以其别致的词曲构思、典
雅的语言韵致、清丽的国乐之风，讲述了新
时代、新湖南、新岳麓的音乐故事。“于斯”即
在这里。在岳麓这里，飞檐黛瓦，清远幽深，
既集山水之景，亦聚人文之要，其呈现的语
境语象与千年书院气质高度吻合。一是，在
这里，“赫曦之光”照见大地。歌曲将阳光洒
在岳麓书院“赫曦台”屋脊琉璃上的景象轻
点于歌中。曾寄住过岳麓书院半学斋、深受
岳麓文化影响的毛泽东，寄语青年时所说的

“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正指“赫曦”。如今
“赫曦之光”依然照见大地，为湖湘学子提神
振气、润心铸魂。二是，从这里，“实事求是”

薪火相传。第二段歌曲以更为坚定的语气
婉转唱出“一句实事求是源于斯”。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岳麓书院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
是思想路线的重要策源地。于斯从“在这
里”转向“从这里”，有了更深的意蕴。湖湘
精神从这里出发，薪火传中国。三是，这时
代，“空时轮转”新的征程。歌曲终段重复两
遍“当”字，将歌曲从空间向度的诉说，转向
了时间维度的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岳麓
书院考察时说：“于斯为盛的这个‘斯’，是指
的这个时代”。生逢其时的湖湘儿女，更应
带着新的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新时代中新湖
南的新篇章。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美育中心教师、
硕士生导师、博士）

新时代湖湘精神从这里再出发
——评歌曲《于斯》

伍婷婷
密码因数据价值而预设，也因数字

排列而破解，如何艺术化地利用数字音
符的跳动产生颇具现代感、人情味、聚
合力的旋律，成为了歌曲《马栏山的密
码》（向敬之词，刘淮保、蒋军荣曲）追求
的艺术表达与审美感应。

歌词开篇大有宇宙哲学意图，写出
世界与宇宙在人工智能催化下，变化无
穷，却在身边，展现着无限奇妙。奇景幻
化，触手不及，却每时每刻都感受着春天
一样的美。持续一语双关，凸显“妙笔生
花，一念成画”的历史使命，坚定文化自
信，马栏山的蓝图星空璀璨，日新月异，
极具画面感，体现湖南人敢为人先、经世
致用的湖湘文化精神，积极主动地融入
国家战略和世界格局的高质量发展。

旋律时尚而有“潮”感，一开始就使
用电子音乐贯穿始终，彰显满满的科技

感。五度音程变化反复和乐句的倒影
创作手法，营造出电波传送的声音。大
量的切分节奏，孕育了灵动变幻的音乐
色彩，极富魔性和神秘的穿越感。旋律
和歌词的贴合度很高，语化感的音乐语
言正是流行歌曲创作的一项重要标准。

作品以流行风格为主体，在间奏和
副歌部分加入抒情花腔女高音，音乐既
有亲切自然、朗朗上口的松弛感又有轻
盈空灵、典雅华丽的高级感，这种将西
方传统古典的美声嵌入中国流行时尚
元素中的尝试，能雅俗共赏、中西结合，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实现了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唱出了中国声音和中
国气派，演绎出了凸显中国精神的国际
范、电声感和空灵感。

（作者系省艺术研究院剧目与非遗
研 究 部 副 主 任 、省 音 协 评 论 学 会 副 会
长、硕士生导师）

数智赋能《马栏山的密码》

施俊杰
《沙洲谣》（高汉武词、张想想曲）的

作者匠心独运，通过朴实真挚的曲调、
简约精练的歌词，展现了沙洲村人在乡
村振兴的新征途上编织甜蜜生活、拥抱
美好未来的美丽新画卷。

在旋律上，《沙洲谣》的“民谣体”旋
律 犹 如 清 泉 流 响 ，给 人 耳 目 一 新 的 感
觉，特别适合年轻人聆听传唱。对年轻
听众而言，主旋律歌曲并不一定非要节
奏铿锵有力、充满口号，同样可以非常
时尚、前卫、新颖。

在结构上，《沙洲谣》四段一体的旋
律意境恬淡静美，节奏朗朗上口、好记
易传。短短的几行句子中，既有山清水
秀的自然风光，也有旧貌换新颜的人文
画卷；既有感人肺腑的红色故事，也有
乡村振兴的幸福画卷；既有过去，也有
现在，更有未来。

在歌词上，《沙洲谣》以温暖真诚的
语言抒发老百姓真情实感，释放出直抵
人心的力量。“那一天，新雨后，习习春
风村上留”，把党的政策比作习习春风，
将温暖幸福的生活带给村民；“小山村，
新画卷，动人的歌谣唱不休”，展现了新
时代以来沙洲村发生的山乡巨变，字里
行间，充满了沙洲村人的思源感恩与幸
福喜悦之情。

《沙洲谣》通过民谣式写法，简练的
结构，时尚的语言，既突出了歌曲的时
代性，又不失主旋律风格，悦耳更走心，
在展现新时代新湖南新精神风貌的基
础上，兼具了通俗性、艺术性和传播性，
既能传情，也能言志，更能咏怀，堪称是
一首优秀的新时代主旋律歌曲。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省网
络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省文艺评论家
协会会员）

简约时尚的新时代主旋律
——评歌曲《沙洲谣》

李 丽
由刘德才作词、李建衡作曲的歌曲

《江豚的微笑》，语言生动流畅，旋律活泼
欢快，是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新湖南的形象展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新湖南的生动诠释。

歌 词 首 段 的 一“ 醉 ”一“ 美 ”，入 诗
入 画 ，让 人 沉 醉 于 和 谐 共 存 的 和 美 之
景中。作者以人文的观照展开浪漫的
想 象 ，用“ 和 欢 花 鼓 调 ”“ 秀 出 洞 庭 姣 ”
描 绘 出 悦 耳 的 鸣 叫 与 花 鼓 调 之 乐 相
和 、欢 快 的 舞 蹈 与 洞 庭 湖 之 美 相 映 的
情 景 ，突 显 了“ 长 江 精 灵 ”的 快 乐 逍
遥 。 第 二 段 的 一“ 乐 ”一“ 暖 ”，入 眼 入
心 ，让 人 沉 浸 在 和 谐 共 处 的 和 乐 之 情

中。作品通过描写江豚与花草 、飞鸟 、
人 类 之 间 的 互 动 问 好 ，形 象 生 动 地 展
现 出 江 豚 乐 在 其 中 、传 递 快 乐 的 自 由
自在的生存状态。

作品后两段，虚实结合，情理交融。
以“江豚的微笑，自然的回报”点题，以

“我的爱是一江碧水，任你逍遥”升华，以
“一江碧水”守护“江豚的微笑”彰显出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合之境。

歌曲旋律活泼欢快，动感时尚。作
品借用音乐剧的表现形式，通过岸上儿
童与水中江豚的互动交流，展现了人与
江豚相近相亲、互爱互美的动人情景，营
造出和谐和乐的美好氛围。

（作者系怀化学院教师）

和谐共命运，微笑向未来
——评歌曲《江豚的微笑》

鲁 絮
诗人欧阳斌先生于鲁絮政协委员工

作室和我有过“交流”，而如今听到《世界
张》（高汉武词，陶光荣曲），我陡感又增加
了别样的“张家界现代化歌韵”。

—— 融 入“ 新 时 代 ”，别 样 的“ 词
韵 ”。 张 家 界 的“ 古 老 和 年 轻 ”相 融 成
韵，如非遗宝塔岗永久月饼也有“食之
美味”相融“思之滋味”，词作者高汉武

“ 深 知 其 味 ”，把 歌 名 和 歌 词 融 入 新 时
代，起到“世界的新时代，张家界的新时
代”之意。

—— 融 入“ 新 湖 南 ”，别 样 的“ 曲
韵”。张家界是首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
主办地，张家界民歌曲调皆有“湘人湘
歌”之韵，曲作者陶光荣“深谙其道”，把

“潮流”和“民族”融入新湖南，歌曲总体以

“潮流电子”和“张家界民歌曲调”相融。
—— 融 入“ 新 形 象 ”，别 样 的“ 唱

韵”。张家界一个个好儿郎就是一座座
山，若不解可去看看天门山、堡子界等

“山之阳刚”，张家界一个个好姑娘就是
一道道水，若不信可去看看澧水、溇水
等“水之缠绵”，这山这水相融遂成“世
界 之 唱 响 ”，演 唱 者 山 水 组 合“ 深 有 同
感”，把“唱响”相融新形象，巧妙相融张
家界少数民族新形象。

作家王晓霞女士于鲁絮政协委员
工作室和我有过“交流”，我又陡感“词
好、曲好、唱好，方能歌好”，更希望还有
更多的“张家界×××歌韵”增加。

（作者系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
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
协会会员）

《世界张》，别样的现代化歌韵

向敬之
我最初听见刘欢喜作词，蒋军荣、田

治清作曲的歌曲《南岳》，很是喜欢，因为
我一直企盼做成的事，被他们以一曲寓
空灵之美、贯禅境之意、具时代之妙的艺
术表达，充分地呈现出从山川灵气到生
命感应的意境美学。

从《南岳》的歌词上来看，看似意象
不少，却多取衡山代表性的自然景物，巧
妙融入生命体验，除了出现“祝融”“磨
镜”“南岳”三处地域标识外，都是不言其
名但知其形的写意，这样的写作是高超
的。有着这样神奇的生命火种和生活光
芒，才有着文明蔓延的胜境，纵是晴雨冲
刷、烟树迷离，也是幸福的今天“醉美一
张张迷恋的脸颊”。

《南 岳》的 歌 词 不 长 ，百 余 来 字 ，有
传统的七言旧体诗影子，但在每节采取
颇有现代感的长句结束，形成自然的长
短句结构 ，音乐感强烈 ，又有意境性的

画面感。曲作者以民族音乐为基，采取
空灵的写法，将这首作品写成一首五声
性七声 d 雅乐羽调式的艺术歌曲，结构
为无再现的二段式 ，旋律 、节奏与歌词
紧密结合，力求音韵声调之间的自然美
感 ，轻柔的羽调式色彩 、动听真情而又
时尚的半声唱法、圆润典雅而又大气的
乐队编配，营造出如梦如幻、仙气飘飘、
空灵清雅的意境，天籁之音入耳、入心、
入魂。

空灵、浪漫、辽阔、精美、宁静等多元
特质的艺术氛围，感应天人合一，触摸心
神相通，反映生命体验，以一种源于中国
古典意境创造一种创新文化表现方式的
新实践。这是自然与文化简洁融合的生
态美学，是历史与现代神魂融合的生命
体悟，是文化传承与文明建设高度融合
的精神家园。

（作者供职于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沙市作协副主席）

《南岳》空境

陈 珂
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新时代

少儿歌曲的创作既是当前创作的热点
问题，也是重点和难点问题。《永远的稻
田》（金沙词 陈蔷、陈明曲）在歌词和旋
律的选材、体式、创作等方面，皆有可圈
可点之处，为当下的少儿歌曲创作提供
了参考意义和审美价值。

第一，新时代少儿歌曲创作应选材广
泛、有所选择。《永远的稻田》以城头山稻
作文化起源、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为核心
素材，选取来自山间地头、最常见也最普
通的稻田为主要意象，深情讲述了在稻田
上发生的古今传奇故事，致敬和讴歌千千
万万个稻田的守望者和耕耘者。因此少
儿歌曲的题材选择只要能拓宽孩子的认

知和想象，易于他们接受，引发共鸣，达到
寓教于乐目的都可以是范围之内。

第二，新时代少儿歌曲创作词曲应
传承创新、与时俱进。《永远的稻田》的
创作者坚持“传承创新、与时俱进”的价
值观念，践行“为少儿写好歌”的创作承
诺 和“ 纯 真 、清 新 、自 然 ”的 音 乐 追 求 。
在歌词创作上，使用了形象、简洁、易懂
的口语化语言。在旋律创作上，不断地
更新创作理念、提高创作技法，吸收了
优秀的传统和流行的音乐元素。

歌曲《永远的稻田》的创作是词曲作
者对祖国的未来的一种责任和爱，也是对
新时代少儿歌曲创作的一种积极探索。

（作者系南昌职业大学青年教师、
湘西州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

新时代少儿歌曲创作初探
——评少儿歌曲《永远的稻田》

徐 欣
《城祖稻源》（刘德才词、刘淮保曲）

思想深邃，立意深刻，主题鲜明，形象生
动，娓娓道来的歌声向我们展现出一幅
中华悠久农耕文化的壮阔美景。

作品开篇直接点题“城”与“稻”，句
式结构均衡对称，以第一人称的口吻饱
含深情地讲述过往。随后将“思绪”化作

“一件衣衫”，“岁月”比作“一坛玉液”，让
人对享有“中华城祖·世界稻源”之美誉
的城头山无限神往。此外，歌词还分别
调动视觉、触觉、听觉、味觉等多种感官
展开描述，令意象鲜明且深入人心。全
曲采用现代流行音乐风格的创作手法，
以电钢琴、吉他、爵士鼓等现代电声乐器
为基础，融合了萧、古筝，丰富的创作技
法让人耳目一新。主歌多次以八度大跳

引入，衬托出一种“小我”效应，第二段音
乐动力性大大增强，在弦乐的铺垫下呈
现出积极迸发、蓬勃向上的态势，与第一
段形成强烈对比。副歌再现使用转调思
维（E 转 F），音乐色彩变化恰到好处，生
动地描绘了“粮仓里堆满了天下笑颜”的
美好图景。

一 粥 一 饭 ，当 思 来 之 不 易 ；一 城 一
稻，应知源之所出。

《城祖稻源》生动地展现了湖湘优秀
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气韵，既具有本土活
力又体现当代审美需求。城头传佳音，
稻花应秀色！那一大片稻花应是郁郁葱
葱、芬芳馥郁，城头山亦频频传来悠扬的
歌声……

（作者系省艺术研究院副研究馆员）

城头传佳音 稻花应秀色
——评歌曲《城祖稻源》

谌 蕾
《莽山月》(高汉武词,漆放军、璩小梅曲)

以古雅的国风情歌恰当地表达了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时代主题。

一、以诗意之美表现生态文明
2023 年 9 月，第二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

在郴州举行，大会吉祥物体现了莽山元素。
词作家巧妙地运用了“月”的意象，和“情”的
词眼，诗意地将生态文明这一宏大主旨具象
到莽山的云蒸霞蔚和奇幻月夜以及美好的
爱情故事中。歌词从开头的三字句简明地
表达出只是惊鸿一瞥便已心动成劫，到随后
的“灯火纷飞蝶，几生修得郴州约”进一步以

“情”赋予莽山，“情”之极致纯粹与真挚恰如
莽山自然保护区的和谐之美。

二、一首艺术风格鲜明的国风情歌
此曲在音乐上是一首韵味独特、曲调舒

缓的国风情歌。作曲家将用词考究、句式简
短且原本预设为主副歌音乐结构的歌词扩
展成了一个三段体结构，加强了作品的念唱
叙述感。歌曲平稳流畅的旋律弧线好似月
色下的莽山轮廓，呈现出柔美多情的音乐形
象，情绪相对高昂的第三段也不例外。作品
中箫、鼓的运用、合唱的映衬以及歌唱家何
英智的干净嗓音都很好地强化了歌曲意境。

综上，《莽山月》听来似静水流深，似大
象无形，不刻意但富于力量，是一首立意崇
高、艺术风格鲜明的佳作。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博士）

以国风情歌唱生态文明
——评歌曲《莽山月》 邓永旺

《我们爱唱这首歌》（邱文波词、刘
婷曲）是一首歌词朴实无华、旋律优美
时尚、歌声婉转动听，通俗易懂而又富
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歌曲。

好的歌曲它不需要华丽的辞藻，也
不需要夸张雕琢，只在人们的轻声吟唱
中自然流出，与心迹浑然一体。《我们爱
唱这首歌》歌名的立意就非同一般，意
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自己内心的歌，
整首歌词没有假大空的语言表达，而是
采用了生活中很朴实近似白描的语言，
给人感觉非常舒服和亲切。

《我们爱唱这首歌》音乐一开始是
一段韶山山歌的“呦嗬嗬……”朴实而
有特色地引出歌曲主题。音乐旋律以
湖南特色与草原风格的有机融合为本

曲创作特点，引子和间奏部分融入了著
名的韶山山歌《日出韶山东方红》，运用
作曲技巧创新融合，尝试新的手法和新
表达，为民族歌曲流行化提供了一条新
思路与新经验。

音乐配器以流行节奏和舞曲化的
律动为基础，看似简单，但并不枯燥，使
歌曲情绪层层叠起直到完美收尾，让人
闻歌起舞，意犹未尽。乌兰图雅充满磁
性的演唱更使这首歌增添了不少魅力，
她深情地歌唱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
淋漓尽致、动人、富有感染力，让人为之
动容。在歌曲中融入了中国传统音乐
元素，使得歌曲更加具有中国特色，让
人仿佛置身于一幅美丽的画卷之中。

（作者系中国音协会员、中国音乐文
学学会理事、省音协音乐文学学会副会长）

唱响新时代幸福之歌
——评歌曲《我们爱唱这首歌》

肖 舞
近日，歌曲《沙洲村的故事》（青柯、

帅泽鹏词，谢盼春曲），甫一全网发布就
“新”声绽放、“湘”飘万里，引发广大网民
的关注与点赞。

向“红”。从歌名到歌词内容可见，歌曲
《沙洲村的故事》讲述的是关于2016年10月
21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温
暖全中国的“半条被子”的红色经典故事。

向“深”。歌词以温柔、隽永的笔触深
刻反映时代主题的“大事、大情、大理”，从
80 多年前的“傍晚时红军来到沙洲村”跨
越至“现在我们都过上好日子”，宛如播报
新闻、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形象生动，具
有较强的环境烘托之力以及清晰到位的
线性叙事之美。并在此基础上数度抒发
深厚而真挚的军民之情、党群之爱，以实

事求是的态度、宏阔历史的视角展开哲学
意味的深度思考与诗意表达。

向“美”。此歌音乐风格通俗，构思
精巧，旋律晓畅、优美，青春洋溢，乐汇丰
富多彩而悦耳系数高，具有较强的画面
感与鲜活的音乐形象，在情绪表现与发
展上依循歌词“事、情、理”的逻辑顺序，
逐层推进，无形中建构起一道外表柔美
曲折、内含澎湃力量的音声景观。特别
是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起承转合”和创
作手法“鱼咬尾”即前一句旋律的结束音
和下一句旋律的第一个音相同结构的巧
妙运用，使得句与句之间既紧密联系又
不断发展变化，一环扣一环，顺畅自然，
别具韵味。

（作者系中国评协、中国音协会员，
省评协音乐评论委员会主任）

“新”声绽放“湘”飘万里

——“‘湘’约现代化”新时代新湖南新形象系列歌曲评论摘编

妙曲潇湘“风雅颂”

2023年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
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湖南擘画“三高四新”美好蓝图三周年。

3月伊始，省文联、省音协开展“‘湘’约现代化”新时
代新湖南新形象系列歌曲创作推广工程，邀请、组织省内
外数十位知名词曲作家深入实地体验生活，创作了200多
首艺术歌曲，多轮集中打磨、专家严格挑选，最后呈现出
12首优秀作品，有代表性地展现新时代湖南的湖湘文化
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

专心致志、朝乾夕惕、久久为功。这是新时代繁荣文艺
创作、推动文艺创新、打造文艺精品的根本要求。湖南音乐人
肩负历史使命，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时代的优秀作品，全面反映三湘儿
女为答好一张恢弘的时代考卷，将一往无前，只争朝夕。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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