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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词话》是我从事歌词创作的
心得体会，采用的是“问答式”写作方
法，举例中有大部分是自己创作的作
品，1993年由广西民族出版社纳入《中
国词海论丛》出版。近几年，我又补写
了《续集》，也算是我音乐文学创作五六
十年的感悟和总结吧。
《月下词话》中，“上篇”主要写了创

作歌词的一些基础知识。如：歌词是什
么、歌词的特点、歌词的结构、歌词的段
式、歌词的开头、歌词的结尾、歌词的语
言、歌词的辙韵、歌词的音乐性、歌词的
史诗性、歌词与时代、歌词与生活、歌词
与群众、歌词与作曲、歌词与演唱等；
“下篇”是有关歌词理论方面的“焦点访
谈”，意在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一
些探讨和研究。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现
代歌曲创作，至今已有 100 余年的历
程。每个重要历史阶段都有优秀的歌
曲涌现，不少歌词成为时代的丰碑、历
史的经典。如：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
行曲》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歌》；公木作词的《八路军进行曲》被确
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光未然作
词的《黄河大合唱》唱响海内外；萧华作
词的《长征组歌》传承一代代；贺敬之作
词的《南泥湾》唱出了红色延安“又战斗
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曹火星词
曲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用激
扬歌声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王莘词曲的《歌唱祖国》唱出了“五星红
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麻扶
摇作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唱响
了“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
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乔羽作词的
影片《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唱出了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还有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晓光作词的
《在希望的田野上》；蒋开儒、叶旭全作
词的《春天的故事》等，都不愧为划时代
的具有史诗意义的作品。

鲁迅先生把诗歌分为“眼看的”和
“嘴唱的”两种。他说：“诗歌虽有眼看
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
陈毅曾说：“五四运动以来的歌词支持
了新诗。”艾青曾为我题词：“歌词和诗
是孪生姊妹。”如今，歌词已成为时代的
号角、人民的心声，是讲述中国故事、传
播中国声音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

我是由写诗转入歌词创作的。我
于 1958年从河北农村参军入伍，在基层
连队工作了五六年。为鼓士气、壮军
威，我在业余时间写起了诗传单、墙报
诗。1964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
的第一本短诗集《兵之歌》。之后，我被
调入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从事专业
歌词创作，先后谱写了上千首曾被演
出、传唱的歌曲。主要有：《八一军旗高
高飘扬》《十五的月亮》《望星空》《军人
道德组歌》（合作）等。我先是恋上了诗
歌，后又爱上了歌词，两手并驾齐驱，度
过了军旅文学创作生涯。我认为，诗能
言志抒怀、鼓舞人心；歌词谱曲后便于
流传、振奋精神。两者“八仙过海，各显
神通”。

为什么有的歌曲会深受群众喜爱，
久唱不衰呢？以《十五的月亮》为例，我
回顾创作过程，往事历历在目。1984年
4月，我和一批词曲作家到河北高碑店
驻军深入生活、搞调研。在一个座谈会
上，我们问：“连队官兵到底喜欢什么样
的歌？”一位基层干部提出：“写一首赞
美军人妻子的歌吧！她们太辛苦了！”
原来，这位干部的家在四川农村，当时
农村改革划分了“责任田”，他妻子一人
肩负着全家的重担，上有老下有小，又
要下地种田，又要回家做饭。可是，在
给丈夫的信中，妻子从来不叫苦埋怨，
往往是隐瞒辛酸，鼓励丈夫在部队好好
工作。这是多么好的军人妻子啊！座

谈会上的一席话激起了我积蓄在心底
多年的感情波澜。

前些年，我到祖国北疆边防部队深
入生活，那是个“风吹石头跑，六月即飞
雪”的地方。军人的妻子不能随军，只
能居住在距边防部队千里之遥的一个
农村里。我走进一位军嫂住的“干打
垒”式的小屋，左右两旁床上各躺着一
个老人，那是她瘫痪了的公公和婆婆。
她常年要为“二老”喂饭、熬药、翻身搓
背、擦屎端尿。她是 3个孩子的妈妈，怀
里抱着一个，背上背着一个，手里还拉
着一个。“二老”相继去世的时候，她代
夫行孝，为“二老”置办上等的棺椁，亲
自送葬，摔盆、执幡，直到坟茔。丈夫有
一个弟弟一直跟着她长大，她为弟弟盖
起了 3间新房，并为弟弟操办了婚事。
丈夫还有个妹妹，她又把妹妹拉扯成
人，为妹妹找了对象，陪送出嫁。街坊
邻里都说：“天底下哪里去找这么好的
媳妇啊！”由此我联想到无数革命军人
的妻子，她们甘愿过聚少离多、牛郎织
女式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家不圆万家
圆”的家国情怀。一个英雄好汉的背后
必定有一位贤惠善良的强女人！

我决心要写一首军人唱给妻子的歌。
写歌词要有一定的艺术技巧吗？不

同的时代、不同的题材、不同的内容、不
同的形式，歌词的创作方法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

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
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苏联著名诗人伊萨科夫斯基（歌曲
《喀秋莎》《红莓花儿开》的词作者）写过
一本书《谈诗的技巧》，其中写道：“歌词
没有情节则难以流行。”这对我很有启
发。如果只堆砌一些“标语口号”，没有
一个情节，是很难让人看得见、摸得着
的。“诗歌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
么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
的。”（《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
信》）

我开始把《军人唱给妻子的歌》标
题写在纸上，因为没找到“形象”，连“人
称”都不好解决。“我爱你呀，妻子”太老
气；“我爱你呀，心爱的人”又太轻飘；后
来想到“月亮”，终于茅塞顿开。“十五的
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
你也思念我也思念。”用“形象思维”解
决了“人称”的问题。接着“你守在婴儿
的摇篮边/我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你
在家乡耕耘着农田/我在边疆站岗值
班/啊！丰收果里，有你的甘甜，也有我
的甘甜/军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
的一半。”最后这一“金句”可以说不是
单凭技巧写出来的，而是军人和妻子实
际做出来的。前线后方，各自为战，同
甘共苦，互相思念，顺理成章的应该是
大爱无疆，有功共享。

歌词是诉诸听觉的时间艺术，受音
乐的制约，在结构、长短和语言等方面
有特殊的要求。如两段体的《十五的月
亮》，一段和二段的词语、节奏、搭配，抑
扬顿挫，平仄韵脚等，大致应该是相应
的。歌词的语言别具一格，因为它是能
唱的诗，大都要“寓深刻于浅显，寓隐约
于明朗，寓曲折于直白，寓文于野，寓雅
于俗。”这是歌词大家乔羽的创作经验
之谈。

乔羽在 1993年出版的《中国词海论
丛》序言中写道：“我们的歌曲艺术已经
发展到值得进行理论概括的水平了。
为了取得更长足发展，歌曲艺术不仅在
呼唤歌词家、作曲家和歌唱家，而且更
迫切地呼唤理论家和学者。缺乏理论
指导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此后，
成立了中国音乐文学研究所，创办了
《词刊》，在歌词理论创建中取得了一些
开拓、求索的成果。

诗随时代而歌。作为新时代歌词
创作和理论研究者，我们一定要坚定
文化自信，更加努力地加强中国歌词
美学理论建设，进一步提高歌词质量，
攀登音乐文学高峰。把歌声留下，让
辉煌永恒！

抒 写 时 代 华 章
■石 祥

作家与作品

土壤丰厚，方结硕果

只要长存好奇心和探索的勇气，青

春便可永驻。军旅作家、诗人胡世宗多

年来一直笔耕不辍，为广大读者创作了

许多报告文学、散文、诗歌作品。近期出

版的散文集《一路向南》（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一书，是作者于2017年秋，从

沈阳到海南一路所见所闻的真实记录。

作者不仅近距离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

山，也将自己途中的所思所想抒发出来

并形成文字，给人以深刻启示。出发的

意义不在于终点，而在于旅途中所经历

的人和事，以及那些美好的记忆和难忘

的景色。正如作者所言：“文学是生活的

反映。可我认为，活生生的生活本身，比

任何文字都更加珍贵。”作者的这本散文

集，是他对生活的艺术反映。作品中，作

者用细腻鲜活的笔触带领我们一路前

行，用眼睛和笔触发现和描绘了绚丽的

人生。

《一路向南》

诗意的旅行
■刘东旭

萧红（1911-1942）是 20世纪 30年代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里的优秀作家，深
受鲁迅先生的推崇，也是我敬仰已久的
一位女作家。多年前，我读过她的几篇
小说。萧红的小说弥漫着浓浓的忧伤。
我知道，她的小说真实表现了她所生活
的那个年代北方农村的现状，同时也是
作家悲凉一生的缩影。

决定再读萧红的书是一个冬日的早
晨，急着上班，抓起书桌上的一本书就往
外奔，下了楼一看，是萧红的长篇小说
《呼兰河传》。

《呼兰河传》本是萧红的自传体小
说，却不像小说，那种贯穿在文字之间的
气息与温度是属于散文的。小说的形
式，散文的笔调，这样的好作品是不能错
过的。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

满地裂着口。”一开篇就如此寒气凛凛，
可是慢慢读下去，越读越不忍释手，不自
觉地沉浸在萧红的语境里。她的语言说
不上华丽，但又比素朴高很多，有婉婉转
转的韵味在里面。

呼兰河的冬天真冷，卖馒头的越走
越慢，他脚底下团着厚厚的冰，摔了跟头
再站起来，他还是每天出来卖馒头。还
有卖豆腐的，卖麻花的，赶马车的……呼
兰河小城不大，只有两条街。环境也不
好，街上的大泥坑能困死猪鸭。萧红以
孩童的角度来写她的东邻西舍、胡家的
小团圆媳妇，这里有二伯、老厨子、磨坊
里的磨倌。命运也是令人忧伤的，却总
带着怜悯和爱。她说，我所写的并没有
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
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因为没有

什么幽美故事的呼兰河小城里住着慈爱
的祖父，还有快乐的后花园。这是萧红
一生中最温暖、最美好的记忆。

写后花园的时候，萧红的笔法是轻灵
活泼的，读起来非常轻松愉悦。她这样写
道：一到了后园里，立刻就另是一个世界
了。绝不是那房子里的狭窄的世界，而是
宽广的，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
多么远，用手摸不到天空。而土地上所长
的又是那么繁华，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
的，只觉得眼前鲜绿的一片。

她写园里的花花草草、蝴蝶、蚂蚱、
蜻蜓、小黄瓜、大倭瓜，早晨的露珠落在
花盆架上、午间的太阳照着大向日葵，黄
昏时候的红霞一会儿变出来一匹马一会
儿变出来一匹狗……

有一个小细节好温情。不仅祖母笑
了，连一向不甚疼爱自己的父亲母亲也
笑起来，一家人很少有这样欢快的时刻。

那是祖父蹲在后花园拔草，萧红站
在旁边捉弄祖父头上的草帽，给草帽插
了一圈红通通的二三十朵花，一边插着
一边笑。祖父却说，今年春天雨水大，咱
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
得到的。萧红笑得止不住，祖父还是安
然不晓得，照样拔着垅上的草。祖父顶
着满头红通通的花朵进屋来，惹得一家
人都大笑起来。祖父把帽子摘下来一
看，原来那玫瑰的香并不是因为今年春
天雨水大的缘故，而是那花就顶在自己
的头上。他把帽子放下，笑了十多分钟
还停不住，过一会儿一想起来，又笑了。

尽管《呼兰河传》依旧裹挟着忧伤，
但我知道了萧红在这个尘世上也曾被温
柔相待，所以她才有勇气面对后来的苍
凉，才能用大气的手笔写下大地上那些
悲和疼。

要想读懂萧红，一定要读《呼兰河
传》。祖父帽子上那红通通的玫瑰花香，
隔了那么久的岁月依然芬芳。

回味岁月里的芬芳
■耿艳菊

读书是一种幸福。古人云：“有工夫

读书谓之福，有力量济人谓之福，有学问

著述谓之福，无是非到耳谓之福，有多闻

直谏之友谓之福。”五福之中，读书列首，

可见读书之幸福。

读书分“不会读书”和“会读书”两种

情形，不会读书的人会把活书读死，会读

书的人能把死书读活。

生活中常见有些人，虽然读了不少

书，但故步自封于书本之中，并没能够提

升自己的眼界、提高自己的格局和修养，

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意识，只会寻章摘

句，不懂活学活用，有时甚至连基本的沟

通交流都很困难，迂腐不堪，读死书最后

读书死，彻底迷失在故纸堆里无法自

拔。读死书的社会形象基本上可与教条

主义画等号，这样的读书者不管读了多

少书，充其量只能算是读书机器，倘若委

之以重任，可能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就是一个读死

书的典型，照本宣科直到葬送了40万赵

军性命。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

书。”读书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个性和见

解，很多东西不能硬套，应懂得变通，灵

活运用。读书实际上就是输入和输出的

过程，输入就是学习作者的观点和思想，

丰富自己的背景知识；输出就是思考和

辨别，形成自己的思想。学以致用、学以

创新才是读书的目的。陆游说得好：“纸

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很多

知识光靠书本是学不来的，必须以社会

为师，以实践为师，以他人为师。读万卷

书的同时必须行万里路，经万件事，把书

本知识与自己的思考、实践结合起来，运

用到工作生活中，才能真正体现读书的

巨大价值。

会读书的人善于厚书薄读。读书在

精不在多，现代快节奏的社会，时间变得

更加珍贵，要在有限的时间吸收更多的

营养，就得有厚书薄读的本事。如何叫

厚书薄读呢？“厚”指书的内容和信息量，

“薄”指筛选、提炼、归纳、消化。拿到一

本信息量很大的书后，要善于提炼总结，

抓住本质，把握整体，把书越读越薄，做

到融会贯通，把书中的精华悉数吸收。

叶圣陶先生一生博览群书，最善于在有

限的时间里把厚书读薄，终于成为一代

文学大师和教育家。

会读书的人善于好书精读。好书就

是人们所公认的，经过时间和岁月淘洗

而流传下来的那些书。这些书是人类智

慧的结晶，走进书中就等于走进了一个

新世界，如与日月对谈，与江河相拥，与

山川对坐，与青松共勉。好书不厌百回

读，正好比“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读好书，可以和杰出的思想家进行

交流，使自己的思想境界和道德品质保

持在一定的高度上。臧克家说：“读过一

本好书，就像交了一个益友。”冰心说：

“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经典之所以

成为经典，在于其百读不厌、常读常新。

毛泽东谈《红楼梦》时就曾说过：“读过一

遍没有资格参加议论，最少要读五遍。”

这就是好书的魅力所在，就像好酒越陈

越香，口感越丰富。随着年龄、阅历的增

长，态度、心境的不同，同样的一本好书

往往可以读出不同的意境和感悟来。

读书得有宏大的志向。宋代大儒张

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

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句亦被冯友

兰称作“横渠四句”，因其言简意宏，被历

代仁人志士所传颂。范仲淹“以天下为

己任”，刘基“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张

居正“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这些都是学

富五车的古代读书人所立下的宏伟志

向。到了近现代，周恩来少年时“为中华

之崛起而读书”，孙中山弃医从政，鲁迅

弃医从文，钱伟长弃文从理，他们读书行

事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

国家和民族的富强。

做
个
会
读
书
的
人

■
汪

翔

一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红旗
飘飘》丛刊，从 20世纪 50年代起，就是
我最喜爱读的书之一，是引领我学习长
征精神，培育我成长的书。

记忆留香。那是 1957年，我正读中
学。天真烂漫的我喜欢看战斗英雄的
故事，喜欢听红军长征的故事。那时，
正赶上学校开展“读好书”活动，我便从
母亲手中要了零钱，和几位同学到市新

华书店去买书。书店推荐广告栏中用
醒目的大字做着《红旗飘飘》的宣传，并
注明这是一本讲述红军长征和战斗英
雄的书。我和同学们立刻奔向《红旗飘
飘》书柜前，大家拿起书，爱不释手。

这本书是《红旗飘飘》丛刊在当时
刚出版的第一集。前面的“编者的话”
中说，这是一部“描写英雄人物和革命
斗争的读物”“有传记，也有小说，有回
忆录，也有记叙文。笔者有将军、英雄
和长征人”。我翻开书，第一集的目录
就吸引了我，其中有《〈红军不怕远征
难〉二章》《一个老红军的经历》《女红军
张吉兰》《红军之母》等。“就买这本《红

旗飘飘》！”我的提议赢得几位同学的赞
许，我们每人都购买了一本。

从此，《红旗飘飘》成了我的必读课
外读物。接着，第二、三集等陆续出版，
我都去买。从《红旗飘飘》上，我先后读
了刘伯承元帅等人写的《回忆长征》，还
有一些将军、英雄和长征人撰写的《遵
义会议的光芒》《通过大凉山》《大渡河
畔英雄多》《一个红军的经历》《我跟父
亲当红军》《四渡赤水奇兵》《巧渡金沙
江》《乌江架桥》《飞夺泸定桥》《千里草
地路茫茫》《部长带我过雪山》《突破腊
子口桥》《会师陕北》等，丛刊里记载着
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红军长征史。这

其中，红军强渡大渡河、刘伯承与彝族
首领小叶丹彝海结盟、突破乌江天险、
爬雪山、过草地等故事，还有杨得志将
军讲的《大渡河畔英雄多》，都深深地吸
引了我。这些故事把我带入神话般英
雄的世界中，让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
动，仿佛看到了红军将士不顾生死、英
勇作战的一幕幕。这些英雄故事都成
了我学习长征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
神的教科书，也成了我们学校故事会、
联欢会上演出的主要内容。

岁月如歌。每当我看到书架上那
一套《红旗飘飘》丛刊，就想起当年读
《红旗飘飘》的情景，还有《红旗飘飘》引
我学长征精神的真情往事。

红军长征精神飘香。岁月的奔涌
从不停歇，奋斗的征程永远向前。而
今，在工作生活中每次遇到困难和挑
战，我总会翻开书架上那套《红旗飘飘》
丛书，重温红军长征精神。红军将士在
猎猎红旗飘飘中所展现的壮丽画卷，红
军将士万里长征的高大形象，以及永放
光芒的长征精神，依然在鼓舞激励着我
们披荆斩棘，继续奋斗，勇往直前。

从英雄故事中汲取力量
■田俊明

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经典重读

每一次回味都有收获

视觉阅读·守望

胡拥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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