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岁少年的
“遥远音乐梦”

1959年5月底，何占豪、陈钢
合作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
祝》，作为献礼新中国成立10周
年的作品，在上海之春的前身“上
海市音乐舞蹈展演月”上首演于
兰心大戏院，一炮而红。随后的
1960年，香港新新电影企业有限
公司拍摄了电影《渔光恋》，选择
了使用《梁祝》作为全片背景音
乐，并在中国内地放映。

江西南昌一名超级喜爱音
乐的少年粉丝吴颂今，1962年暑
假看到了这部电影，“那一年我
在南昌一中读初二，因为喜爱音
乐，对有关音乐的事都特别感兴
趣。这部电影里，我对配乐印象
极深，感觉如泣如诉，又带有越
剧曲风，特别好听。后来问音乐
老师，才得知是《梁祝》，由上海
音乐学院创作演奏，源自‘上海
之春’音乐舞蹈节（记者注：上海
之春国际音乐节的旧称）。”他
说，这四个字成为了16岁少年
心中“一个遥远的音乐梦”。

用今天的话来说，吴颂今是
音乐的“疯狂粉丝”。“看报纸时，我

会特别留意音乐界的事情，
第 5 届上海之春举办

时，江西省歌舞团和
省农垦文工团优
秀演员组成了演
出队，我后来
从 报 纸 上 得
知，我喜爱的
江西著名歌唱
家罗德成、马
存岚、肖玉梅
等人赴上海之
春演出了《井
冈 山 上 迎 客
来》《江西是个
好地方》等歌

曲，受到了上海听众的欢迎，心里
特别高兴，对上海之春愈加向往。”

真正对上海之春有了直观
印象，一直要到1965年。第6届
上海之春结束后没多久，上海天
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舞台艺术
片《上海之春》在南昌上映，“我
到电影院一连看了两场，其中吕
其明作曲的大型管弦乐《红旗
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歌曲
《大海航行靠舵手》、沪剧《芦荡
火种》、评弹《送瘟神》《为女民兵
题照》，还有上海舞蹈学校创作
演出芭蕾舞剧《白毛女》、汪玲作
曲的儿歌表演《李小多分果果》
等，都让我特别难忘。”

一直在业余学作曲、在70年
代初期就写出了后来流传极广的
儿歌《井冈山下种南瓜》的吴颂
今，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了
心心念念的上海音乐学院，开始
正规地学习作曲。他的儿时偶像
何占豪、陈钢，都留校担任了教
授，“我还见到了朱践耳、吕其明
等崇拜的作曲大师，得到了他们
的当面指教。”他说，自己没想到
的是，1981年底他也拥有了间接
参演上海之春的机会，“为了参演
第10届上海之春，上海广播电视
艺术团的好几位歌唱家向我委约
写歌。1982年上海之春音乐舞
蹈节，我谱写的《春天春天永在我
们的校园》《庄户人一步登了天》
《心灵花儿美》等作品，分别由该

团的歌唱家周凤兰、方时珍、金效
强、张正宜演唱。我的歌终于登
上上海之春的舞台了！”

流行音乐大咖
不忘创作初心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内
地流行音乐开始高速发展。南下
广州加盟中国唱片公司广州公司
的吴颂今，一手带出了杨钰莹、陈
思思、周亮、黄伟麟（澳门）、小曾、
任妙音等十多个风格迥异的流行
乐歌手，写出了《茶山情歌》《风含
情水含笑》《女孩的心思你别猜》
《情哥去南方》《军中绿花》等等传
唱大江南北的流行歌曲，被视为流
行乐的大咖。但即使在流行音乐
界风生水起，吴颂今“仍然对上海
之春心向往之”，“我一直坚持来这
个平台观摩学习，像1991年，我崇
拜的作曲家朱践耳推出的《第四交
响乐》《第五交响乐》两部管弦乐新
作，我听完真是获益匪浅。”

将上海之春视为“全国音乐
业界盛大聚会”的吴颂今，也在这
里继续尝试“非流行乐”的创作。

“一次宴会上，我认识了来自北京
的青年歌唱家张也。我们相见甚
欢，一起聊演唱，聊作品，十分投
缘。她在歌坛崭露头角，需要新
歌佳作，我则需要优秀演唱者推
出新唱片。双方一拍即合，约定
合作。”一年之后，吴颂今为张也
量身定制了《昭君出塞》《贵妃醉
酒》《貂蝉拜月》《西施涴纱》等8首
古代美女声乐套曲，在中国唱片
公司出版了《千娇百媚——张也
独唱专辑》唱片。随后，张也逐渐
成长为家喻户晓的著名歌唱家。

如今的吴颂今，从业50年，
创作声乐、器乐作品5000余首，他
的很多作品，都带有浓郁的中国
风格。他的《灞桥柳》，就带有秦
腔中的“哭音”音调元素。“我是上
世纪80年代末期创作的这首歌，
应该算是大陆流行歌坛最早出现
的国风流行乐，比周杰伦方文山
他们的国风流行要早了20来年，”
他笑着说，“在我学习和创作这一
路上，一直不忘初心，就是坚持在
其中使用我们老百姓熟悉的中国
元素，将当今的流行音乐和中国
传统的民歌、戏曲把它结合起来，
让它形成一种带有中国风格的音
乐作品，力求雅俗共赏。”

近年来，创作不断的吴颂今，
将重心转移到了纯音乐领域，并

写出了《中国音画》这部由24首
管弦乐曲组成的原创大型交响乐
新作。今年春天，离那位爱乐少
年种下“上海之春”梦想种子62
年之后，年近八旬的他终于携《中
国音画》交响音乐会正式登上这
个大舞台。这也是继去年11月
入选“中国交响音乐季”，由谭利
华指挥北京交响乐团在首都成功
首演后，这部作品在国内重要文
化平台的又一次亮相。

上海之春“新人”
礼赞祖国山河之美
吴颂今是一位高产的创作

者，但他仍然在追求创新。年近
八旬的他，甚至和年轻人熟悉的
哔哩哔哩合作，将自己的儿歌《爸
爸的爸爸叫什么？》交给了著名的
虚拟歌姬洛天依演唱。“其实我原
来连弹幕怎么读都不知道，我还
说弹出来了，就应该读第二声啊，
后来人家说是像子弹一样，应该
读第四声。”他说，自己最近甚至
还在研究AI作曲。

《中国音画》交响组曲，是吴
颂今突破音乐圈层的束缚，跨越
流行歌曲与交响乐的分界，联袂
郑阳、徐可、孙小松、王浩宇、张书
皓、李子傲等青年作曲家共同创
作而成。“上海之春的宗旨是扶持
新人新作，我也算是交响乐坛一
名新人，《中国音画》也是新作
了。”他笑着说。

他介绍说，组曲精选为中国听
众所熟悉的颂今原创歌曲旋律为
主题，以交响乐思维和器乐化语言
讲述当今时代的中国故事，精心描
绘出汉族、藏族、维吾尔族、蒙古
族、回族、摩梭人等浓郁的华夏民
族风情，展现出中国版图上西北、
江南、边疆、赣鄱、大湾区等地域鲜

明的人文特色，用音符编织出一幅
幅色彩绚丽的音乐画卷。

“我虽然专业就是作曲，但
毕竟这么多年没写交响乐了，所
以我不仅自己补习了很多作曲
知识，还一直跟这些年轻作曲家
面对面工作，探讨整个音乐会的
结构，要设多少个乐章，每个乐
章选什么曲子，这个曲子要怎么
把它从歌曲变成交响乐，包括它
的段落布局，还有它的配器和声
的手法……”他透露，自己虽然
年纪不轻了，但仍然愿意接受这
样的挑战，“也是一次重新学习
和实践的过程。”

2023年，它诞生之后，成为
中国交响乐回顾暨第八届中国
交响音乐季推荐的原创交响乐
新作品，11月19日由谭利华指
挥北京交响乐团在北京首演，赢
得业内专家与媒体、听众好评。
业内评价它“立意高远、雅俗共
赏，旋律优美、好听易懂，配器精
致，风格鲜明”。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
也是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创办65
周年。本届音乐节以“礼赞新时
代”为主题，以重大主题为牵引，
引导扶持主题创作，通过主题鲜
明、各具特色的音乐舞蹈作品，奏
响民族复兴、文化自信的时代强
音，被吴颂今视为偶像的吕其明
经典作品《红旗颂》，将在开幕音
乐会上演绎钢琴与乐队版。而同
为“主题引领”板块的重磅演出，
吴颂今的《中国音画》也成为备
受瞩目的音乐会之一，它将以艺
术形式展现山河之美、文化之
美，抒写奋斗之志和发展之果。

“这是我音乐人生的荣幸时
刻，也是我一名作曲家的艺术使
命。”吴颂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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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创作的流行歌
曲，曾经开创了上世纪
90年代中国内地流行乐
的一个重要流派——甜
歌；他创作的军营民谣，
至今仍是无数人心中的
经典；他创作的儿歌，不
仅是街头摇摇车里的名
曲，更是陪伴了几代中国
人的成长。他是上海音
乐学院毕业的著名作曲
家吴颂今，如今又以78
岁高龄谱写了一整台的
交响乐，“补上”了自己
的交响梦。4月10日晚，
他的新作《中国音
画——颂今音
乐主题管弦
乐组曲》交
响音乐会，
将作为第
39届上海
之春国际
音乐节“主
题引领”板
块重磅演
出之一，将由青年指挥
家张诚杰执棒上海歌剧
院交响乐团，在捷豹·上
海交响音乐厅奏响。

“上海之春创办六
十多年来，我一直是它
的粉丝，至今已有62年
了，当年报考上海音乐
学院，也是受此影响。
长期以来，我一直在创
作通俗歌曲，但上音作
曲系的传统，让我觉得
似乎没有交响乐作品，
总是对不起关心我的母
校和师友。”近日，在沪
接受青年报《上海文化
Talk》栏目专访时，老先
生谦虚地说，在上海之
春圆梦的自己这个“新
人”，正期待观众来“检
阅新作。”

青年报记者 陈宏

吴颂今创作了大量经典儿歌。 受访者供图

上海之春《中国音画》音乐会海报。

从流行乐到二次元，78岁作曲家样样精通

如今要在上海之春绘《中国音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