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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3 月，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跟
随姐姐从家乡双城堡（今哈尔滨双城区）来
到哈尔滨，报考解放军的文艺团体“东北音
乐工作团”。主考官问：“会识谱吗？”少年
答：“不会。”“会唱歌吗？”少年饶有兴味地
唱了一首《解放军天天打胜仗》。主考官又
问：“知道这首歌是谁写的吗？”少年说不知
道，主考官指了一下自己。原来，他就是

《解放军天天打胜仗》的作者、后来又谱写
了《一条大河》《英雄赞歌》《让我们荡起双
桨》《袓国颂》等著名歌曲的刘炽，报考的少
年就是日后也成为著名作曲家、担任过解
放军总政歌舞团团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
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的傅庚辰将军。

傅庚辰，1935 年 10 月生人，凭着几首
充满童真的歌，被东北音乐工作团录取
了。从延安来哈尔滨的吕骥、瞿维、晓星等
著名革命音乐家给新团员边上政治课，边

上业务课、文化课，讲述革命音乐历史，介
绍聂耳、冼星海的作品和大量抗日救亡歌
曲、中国民歌、戏曲，特别是俄国“十月革
命”和中国战争时期的许多优秀歌曲。傅
庚辰说：“这些教育对我人生观、艺术观的
形成，对我后来的人生道路、创作道路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在我人生的蓓蕾时期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1954 年，傅庚辰进入沈阳音乐学院的
前身东北音乐专科学校作曲系学习，195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 年毕业后成为中
国人民志愿军歌舞团的创作员，1961 年调
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任作曲。他后来回忆
说：“当我还是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的时候
来到哈尔滨参加革命的音乐工作。哈尔滨
给了我音乐知识、音乐力量、音乐生活，我
从哈尔滨起步，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音乐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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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哈尔滨开启音乐生涯

60年前的3月，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又过了一
年，歌曲《雷锋，我们的战友》诞生，传唱至今。这首歌的词曲作
者，就是黑龙江籍著名音乐家傅庚辰。

哪里是别处？故乡以外的地方都是别
处吧。我妹妹属鸡，虚岁今年 55 岁。按老
一代人的说法，55 岁已经是老太太了。妹
妹前额和鬓角虽然已经有了白发，但她并不
显老。不显老的标志就是她长了一张娃娃

脸，还经常在小区里轮滑。2023 年元旦当
天，她就在我妹夫的陪伴下去松花江的一个
支流滑冰，虽然速度不是很快，但她“刹车”
亮相的那一下，就很有专业运动员的范儿
了。妹妹的滑冰是在故乡明水县的一个养

鱼池上学的，那时她已经 30 多岁。初上冰
不可避免地摔了几次，但还是学会了，她 10
岁的女儿也学会了。

妹妹元旦后又去了几次松花江边的
“冰场”，妹夫是脑血栓后遗症，不能滑了，
只能帮着背装备。滑了几次，妹妹就找回了
感觉，速度明显比第一次快很多，冰面上的
动作更加自如洒脱，引得初学滑冰的几个少
年赞叹不已。少年们的家长还向我妹请教
滑冰要领，我妹像教练一样耐心地和他们交
流，那几个少年很快掌握了技巧，能够在冰
上“飞驰”了。站在冰场上的我妹，看上去
不像 55岁的“老太太”，倒像 40岁左右。

妹妹是因为女儿才来哈尔滨定居的，女
儿中医学院毕业后，留在哈尔滨工作。女儿
的房子在松北，妹妹紧跟着买了同一小区的
房子，直线距离 200米。女儿、女婿工作忙，
一个星期才能见上一面，但毕竟在身边。有
女儿在身边，妹妹、妹夫的心灵才能安宁。
在明水县生活了 50 多年，哈尔滨对于他们
是陌生的，好在老两口都已退休，所有剩余
的时光都是闲暇时光。

我妹夫 50 岁时得了脑血栓，因抢救及
时，康复训练得法，现在只有一只手臂不是
特别灵活，其他都正常。我妹夫当过兵、
写过诗，有很强的个性。搬到哈尔滨后，
他就为自己定下目标，走遍哈尔滨所有
的公园、街道……让他眼前的这座陌生
城 市 变 得 不 再 陌 生 ，开 始“ 发 现 之 旅 ”。
要发现所有的公园、森林、湿地、博物馆、
纪念地并不容易，首先要做足“功课”，在
电脑上查清具体地址，然后选择最佳线

路、坐哪路公交车等。这里我想说，这是
一件正常人都很难完成的事情，而对于曾
经患过脑血栓的人就更不容易。但是，我
妹夫做到了。两年时间他几乎走遍了哈
尔 滨 100 多 个 公 园 ，名 胜 古 迹 也 有 几 十
个。呼兰的萧红故居、依兰的五国城遗址
他就去过两次……面对夏天的烈日、秋天
的风霜，他并没有退缩，身体似乎更加强
壮了。有一回，他坐了反方向的车，到了
终点才察觉，那时末班车已过，只能打车
回家，花了 80 多块钱，他心疼了好几天。

有 时 候 我 妹 妹 也 陪 妹 夫 一 块 儿 出
行，两个人的行走使旅途不再孤单。相
互拍照、相互调侃，疲惫中有乐趣、探寻
中有惊喜。 2019 年夏天我去哈尔滨，我
们三人从江畔的老江桥走起，步行至哈
尔 滨 大 剧 院 ，这 段 路 程 也 有 五 公 里 吧 ？
我妹妹、妹夫竟然走到了我的前面。行
至大剧院，我们坐下来喝冷饮，看到海报
上显示晚上演出京剧《锁麟囊》。我提议
说，不如看完京剧再回去，他们俩欣然同
意。坐在大剧院舒适的椅子上，欣赏程
派艺术若断若续、低回婉转的唱腔，真是
一种享受。是啊，我们兄妹都是靠工资
生活的人，没有大富大贵过，但知足才是
保持乐观的根源吧？谁说不是呢？——

“世上何尝尽富豪，也有饥寒悲怀抱，也
有失意痛哭号啕……”戏剧也是人生，对
面悲欢离合、命运交错，我们只能发出一
声声叹息。

我妹妹的房子只有 60 多平方米，还
养了三只猫。这三只猫有安静的时候，

也有上蹿下跳的时候。我看到，妹妹家
的窗帘已被猫撕扯成一条一条的，家具
的油漆也被猫们啃掉了不少。但，爱猫
的情结让他们初心不改，其中有一只还
是我妹夫捡来的流浪猫。养猫有乐趣也
有烦恼：厕所的门要开个洞，猫舍、猫砂、
猫粮、猫草……像照顾孩子一样。但猫
们并不像狗对人热情，它们与人的关系
只是若即若离、虚情假意。需要你时，就上
床与你共眠，不需要你时就躲在角落，人类
捉摸不透猫的性格。因为房间小，我妹夫把
一万多本书都堆在明水的车库了，毅然决然
地一本没带。当他们俩逛遍了太阳岛、道外、
阳明滩大桥等地后，感觉有点累了，要在家歇
些日子。于是，我妹又从网上购买了几本获
茅盾文学奖的小说。静谧的下午，猫趴在饭
桌上，妹妹用阅读器把书立起来，开始抄写

《额尔古纳河右岸》《人世间》……大约抄两小
时，我妹夫回来了，该做晚饭了，她立刻停止
了抄写，煮一点粥，热两个馒头，炒一盘青菜，
开始简单的晚餐。晚餐后，他们会在电脑前
欣赏旅行时拍摄的哈尔滨“风光”，这些照片
被分成了不同的文件夹，有一万多张……

异乡的生活很快变成了想要的生活，
那些哈尔滨人都很少去的地方，变成了他
们最熟悉的地方，生活在别处与生活在故
乡没有区别。这里是中国最北端的省会
城市，100 年前有大批外国侨民在此居住，
有着久远历史和深厚文化。当他们相互
搀扶着走在中央大街，在熙熙攘攘人群中
看马迭尔宾馆阳台演唱会的时候，他们
感觉到了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生活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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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我们的战友”

几十年来，傅庚辰创作了 60余部影视
音乐，10部管弦乐，5部歌舞曲，700余首歌
曲，成为著名的将军音乐家。但他始终怀
有浓浓的家乡情结，曾多次表达：“难忘哈
尔滨，哈尔滨在我的音乐人生中留下了永
远难忘的美好记忆。”“可以说，没有哈尔
滨就没有我的今天。”

傅庚辰十分关心家乡的音乐事业，多
次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回哈尔滨，参加“哈
尔滨之夏”等活动，开展音乐讲座。他还
曾隐去诸多身份和光环，作为寻常百姓悄

然回到老家双城区，游览当地著名的”魁
星楼”，再到街巷闲走，回忆少年时光。大
清早在街边小摊吃热气腾腾的包子，一位
老人走过来问：“你姓傅吧？没错，你就是
傅庚辰，前几天我还在电视上见过你！”老
人激动地握住傅庚辰的手：“年轻时，我会
唱好多你写的歌，像《雷锋，我们的战友》

《红星歌》……”傅庚辰少小离家，多年后
在故乡遇知音，十分感动：“这件事告诉
我，别人能记住你傅庚辰的名字，是因为
你的作品。我希望多年以后，当别人都忘
记傅庚辰的时候，还能有人唱我写的歌。”

2006 年哈尔滨建立音乐博物馆，傅庚
辰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全国建立的此
类博物馆的第一家，一定要办好。1948 年
傅庚辰在东北音乐工作团的时候，单位在
哈尔滨旧物市场购买了一把 19 世纪末产
于德国的小提琴，分配给傅庚辰使用。这
把小提琴曾伴随傅庚辰几十年，完成了

《雷锋》《地道战》等一系列音乐经典的创
作。作为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和
改革开放时期诸多经典音乐的历史见证，
弥足珍贵。2020 年，傅庚辰将这把小提琴
捐给了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博物馆
还曾展出傅庚辰的部分音乐手稿，其中包
括《闪闪的红星》《映山红二乐章》《日寇入
侵》《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等等，成为家
乡青少年接受音乐薰陶和传统教育的好
教材。傅庚辰期望家乡能出现更多的音
乐人才，能有更多与时代碰撞出灿烂火花
的作品，成为历史的听觉记忆。

4殷殷家乡不了情

傅庚辰说：“《雷锋》电影音乐的创作，
对我来讲具有里程碑意义。它让我明白
两个道理，一个是艺术要扎根生活，要深
入人民。创作要向生活要灵感，要激情，
要艺术的真善美。”“另一个是创作到一定
高度时，你能不能更上一层楼，就在于是
否能够坚持，能够迎难而上。”他后来又创
作出了《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地道战》

《映山红》《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等
脍炙人口的歌曲，都是秉承了这样的创作
精神，都几乎同创作《雷锋，我们的战友》
一样，深入生活，悉心体验，几经反复，甚
至完全推翻原稿、重头再来才完成的。而
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雷锋情结始终萦
绕在傅庚辰心中。

在创作了《雷锋，我们的战友》48 年后
的 2012 年，傅庚辰再次来到辽宁省抚顺
市，又到了雷锋班，“看到雷锋班里专门有

一个床铺的位置，雷锋的旧军装还在，一
下有很多回忆涌了出来。”他又见到了乔
安山，还见到了新时代的雷锋郭明义。当
时，郭明义正和一些工友唱《雷锋，我们的
战友》，还说了一句话：我们学雷锋，就是
要为老百姓做好事，帮他们解决困难。简
单质朴的语言，使傅庚辰深受感动，也深受
启发：今天学习雷锋，还是要把雷锋放在老
百姓中间，“你是一滴水，你是一粒粮”，很
普通、亲切，但同时“你是大地，高山和海
洋”，于是，新时代的雷锋歌曲、《雷锋，我们
的战友》的姊妹篇《老百姓的雷锋》诞生
了。2013 年，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为雷锋题词 50周年之际，傅庚辰正
式发布了《老百姓的雷锋》，同时还完成了
交响组曲《雷锋之歌》。傅庚辰说，在改革
开放的新时代，还是要把平凡之中的伟大
传承下去，雷锋精神永远不过时。

3续写新时代《老百姓的雷锋》

傅庚辰的音乐生活从哈尔滨起步，成
名曲则是《雷锋，我们的战友》。

1964 年初，傅庚辰接到了八一电影制
片厂为影片《雷锋》创作主题曲的任务。组
织上原本想安排他为电影《岸边激浪》作
曲，但导演嫌他年轻没经验，临时把他调换
到《雷锋》剧组。当时，傅庚辰还不满 28
岁，他憋着一股劲儿，想把这个歌写好。在
去雷锋所在部队体验生活前，他请沈阳音
乐学院的一位教授写了歌词《高岩之松》，
把雷锋比喻为高高岩石上挺立的一棵青
松，以歌颂雷锋精神的伟大。

到部队后，他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
动同训练同学习，先后五次采访培养雷锋
入党的指导员高士祥，两次采访雷锋的战
友乔安山，参加雷锋班的班会，还到雷锋担
任校外辅导员的学校找校长老师了解情
况，到雷锋劳动过的鞍钢工厂参观。傅庚
辰后来说：“经过深入的了解，我对雷锋精
神的理解发生了变化：雷锋的确是坚定高
大，值得人们崇敬。雷锋跟很多英模一样，
公而忘私，但他的表现形式有很大不同。
他的崇高不是遥不可及，而是从一点一滴

积累起来的，他去做看似平凡简单的事，并
且一直坚持做下去。一时一事做好事容
易，一辈子可不容易。我觉得《高岩之松》
不能用了。”他果断推翻已谱好的曲调，从
头开始。

一天夜里，已经工作到十二点多钟了，
仍然没有结果。熄灯躺下，脑海还在一直
翻腾。突然，脑子里浮现出一句词曲“雷
锋，我们的战友，我们亲爱的弟兄”，在心里
反复咏唱，接着又是一句“雷锋，我们的榜
样，我们青年的先锋”，再就没词了。但是
他意识到多少个日日夜夜冥思苦想的音乐
形象被捕捉到了。于是思乐激荡，不可抑
制，立即披衣开灯，一气呵成地将主题歌
旋律写下去。第二天清晨，他爬起来继续
填词，《雷锋，我们的战友》诞生了。歌曲
不再把雷锋比喻为高高岩石上的青松，而
是亲切地称呼为“战友”“兄弟”，进而“榜
样”“标兵”，从而鲜明地塑造了雷锋“寓伟
大于平凡”的音乐形象，这也是《雷锋，我们
的战友》的最突出特色。随着电影《雷锋》
的放映，歌曲迅速传播开来，影响和激励了
亿万人。

2谱写雷锋“寓伟大于平凡”的音乐形象

电影《雷锋》剧照

《《寒路寒路》》 版画版画 5555××6161cmcm 黄泰华黄泰华

傅
庚
辰
捐
赠
给
哈
尔
滨
音
乐
博
物
馆
的
小
提
琴

电
影
电
影
《《
雷
锋
雷
锋
》》
剧
照
剧
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