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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都出自相同的两个人——作词乔羽、

作曲刘炽。

等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很多

电影都被解禁了，那段时间里，我看

了很多老电影，对一部农村题材的电

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印象很深。

插曲《人说山西好地方》由郭兰英倾

情演唱、具有浓郁山西风味、婉转动听，

6 月 20 日，一代词坛泰斗乔羽走

了，很多人都为失去人民的音乐家而

感到悲伤。

乔羽先生是中国当代不可多得的、

高产的著名词作家，他的作品影响了

数代人，无论你属于哪个年龄段，对

他的歌总是有所耳闻。就我而言，对

他与他的作品的认识，是从童年开始

接触，青年时期慢慢熟悉，自然生出

敬仰之情的过程。

在 20 世纪 60 年代，童年的我尤

其喜爱看电影，不过那时的电影并不

多，所以经常一部电影看过很多遍，

那些插曲自然也烂熟于心。那时的我

们喜欢将电影中的人物与自己生活中

的小伙伴对号入座，以至于现在听到

《让我们荡起双桨》时，所联想到的

并不是影片中的人物，而是儿时的玩

伴。

因为出生在军人家庭，又是男孩

儿，我自然喜欢看打仗的电影，其中

就有《上甘岭》。那时不懂电影，只

觉得紧张的剧情节奏突然慢下来，屏

幕里出现的那位阿姨好漂亮，她唱的

那首《我的祖国》真好听。

儿时听歌是不会注意作者是谁的，

但随着年纪增长突然发现，这些歌居

它不仅是一首优秀的歌曲，更成为山

西省的代言之歌。没想到还是乔羽作

词，作曲是张棣昌。后来发现，他们

还合作过一首著名的儿歌《共产主义

儿童团团歌》。此后，我开始留心乔

羽和他的作品：悠扬舒缓的《难忘今宵》

成了中国人春节的符号之一，从容舒

展的《夕阳红》成了老人群体的最爱

之一，欢快活泼的《大风车》成了著

名儿歌，爵士风格的《思念》惊艳了

流行乐坛，还有最受欢迎的群众歌曲

之一《爱我中华》，还有积极向上的《世

界需要热心肠》……还有很多优秀的

作品也出自他手。

说到乔羽，我还有个深深的遗憾。

那是在几年前，有朋友建议由我主持

在国家大剧院做一期关于乔羽父子的

活动。这项工作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去

准备，但我当时工作很忙，也深感自

己的能力与学识不够，不得已就搁置

了下来。等到再想启动时，得知乔老

爷子的身体已经不适合做节目了。

歌曲是时代的烙印，更是陪伴我

们成长过程中的精神乐园，在这个乐

园里，一定会有乔羽的歌。为此，献

上我们最深情的思念，乔老爷子一路

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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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羽先生留给几代人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