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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35岁的吕其明是上海电影制片厂一名青年

作曲家，接到紧急任务，短短一?便写就了震撼人心、传
颂至今的《红旗颂》。时隔半个多世纪，去年已 90高龄的

他为人民作曲的初心不改，再谱新作《随想曲———白求恩
在晋察冀》。如今，有感于祖国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以及全

社会共同努力取得的抗疫成果，他又着手改写弦乐合奏
《祭》———献给为民族解放而捐躯的烈士们。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年红色经典剧目展演

季”发布会上，吕其明动情地说：“90岁写‘白求恩’，91岁
改写《祭》，我觉得我还年轻，只要身体顶得住，脑子不糊

涂，我就不会停止创作。这是一个作曲家应尽的责任，只要
听众喜欢，我就很高兴。”现场，吕其明解锁了《红旗颂》经

久不衰的“密码”：“唯有从心里流淌出来的音乐才感动人
心；只有扎根土壤的作品，才有生命力。《红旗颂》之所以能

够被那么多人喜欢，只因为我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情感
和人民对党、对祖国的感情在乐曲中交汇和共鸣。”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吕其明百感交集：“回想 2020年，
我们国家在脱贫攻坚、疫情防控中获得的胜利，让我这样

一个老人非常感慨。”他说，“我今年 91岁，能够活到今天，
我是一个很幸福的老人。但回想起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走到今天，我有很多战友倒下了，他们没有活到今天。如果
没有千千万万个革命先烈的英勇牺牲，就不可能有新中国
的诞生。在所有人都庆祝胜利时，我们

绝对不能忘记英勇牺牲的

革命先烈。”

心中涌起的这份念头，让吕其明彻夜未眠，于是他决

心要用一部作品来纪念为民族解放而捐躯的烈士们，这便
是他如今正夜以继日改写的弦乐合奏《祭》。吕其明说：“这

将是一部和之前完全不一样的作品，但它在我心中的?量
丝毫不亚于《红旗颂》和《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时，吕其明从新闻里目睹无
数白衣战士冲上前线奋力拼搏，深受感动，于是他以《白求

恩大夫》电影音乐为素材，创作出时长 17?钟的单乐章

《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1964年，上海电影制片
厂、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的人物传记电影《白求恩大

夫》上演，配乐由吕其明创作。1978年，吕其明创作了管弦
乐组曲《白求恩在晋察冀》，表达对白求恩的缅怀。“国际主

义战士的精神和这个人物，从那时起就在我心中树起了丰
碑，是个永恒的题材。”吕其明说。

4月 29日，艺术总监张艺将执棒上海爱乐乐团，奏响
吕其明的《红旗颂》《铁道游击队》《随想曲———白求恩在晋

察冀》等作品。对吕其明来说，几十年来他就做了一件事，
就是用自己的音乐为祖国为人民为党创作：“我也希望今
天的作曲家创作时，心中能多想着人民。”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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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长征交响曲》

2月 27日 19:30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

● 上海京剧院京剧《智取威虎山》

3月 6日 19:15 保利上海城市剧院

4月 18日 19:15 上海天蟾逸夫舞台

● 上海沪剧院沪剧《江姐》

3月 21日 19:15

九棵树（上海）未来艺术中心

4月 2日 19:15 保利上海城市剧院
4月 9日 19:15 上海天蟾逸夫舞台

● 上海歌剧院“唱响百年梦，扬帆新时
代”音乐会（现场直播）

3月 23日 10:00 上海中心

● 上海沪剧院沪剧《芦荡火种》

3月 25日 19:15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4月 7日 19:15 上海天蟾逸夫舞台

● 上海歌剧院歌剧《江姐》

4月 3-4日 19:15 上海大剧院

● 上海京剧院京剧《杜鹃山》

4月 17日 13:30 上海天蟾逸夫舞台

● 上海芭蕾舞团芭蕾舞剧《白毛女》

4月 23-25日 19:30

4月 24-25日 14:00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实验剧场

● 上海爱乐乐团红色经典交响音乐会
4月 29日 19:30 上音歌剧院

    本报讯（记者 朱渊）上海

红色文艺报春早！2月至 4月
期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年红

色经典剧目展演季”将在沪举办。展演季
中，上海文艺界纷纷亮出“红色家底”，9

家文艺院团将献上 12台红色优秀经典
作品，涵盖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等多种

艺术形式，线上与线下共同发力。据悉，
此次活动由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主

办，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上海戏曲艺术

中心和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共同承办。
此次参加展演的作品中，既有芭蕾

舞剧《白毛女》（见图）、越剧《家》等展现
党领导人民反抗三座大山黑暗压迫的红

色经典；也有交响乐《长征交响曲》《红旗
颂》《铁道游击队组曲》，京剧《杜鹃山》

《智取威虎山》，评弹《王孝和》，歌剧与沪
剧《江姐》，沪剧《芦荡火种》等歌颂革命

先辈信仰坚定、甘

洒热血、英勇奋斗的不朽名

篇；还有沪剧《挑山女人》等讴歌中华民

族美德的现实主义题材力作；以及在党
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创作出的小提琴协奏

曲《梁祝》等。《长征交响曲》将于 2月 27

日在上海交响乐音乐厅上演，演出票已

售罄。
除了线下展演，线上音乐会“唱响百

年梦，扬帆新时代”将带来钢琴协奏曲

《黄河》等深受观众喜爱的红色经典作
品。这些在岁月中给人们留下红色记忆

的作品，展现了党的诞生地的上海文艺
工作者用艺术语汇传递红色文化精神内

涵的初心与使命。
此次展演汇聚了沪上文艺界一批艺

术名家，9家文艺院团集体出动，全情投
入复排复演，重现经典的同时，也让这些

主旋律力作更添新意。《挑山女人》的经
典版与青春版交替上演，两代人轮番献

艺让挑山精神不断延续；深入人心的《江

姐》通过经典版与青春

版的演绎，在艺术传承中为作

品注入新的内涵；复排的《杜鹃山》在力

保经典韵味的同时，还将在舞台呈现上
进行更多的提升。

从第一代“大春”凌桂明到第六代
“大春”吴虎生，芭蕾舞剧《白毛女》已走

过了五十六载春秋，当年演出《白毛女》
的前辈芭蕾艺术家石钟琴、凌桂明现身

展演发布会现场，和所有人一起重温这

些红色经典带给几代观众的记忆和感
动。78 岁的凌桂明当年因扮演第一代

“大春”而红遍全国，说起《白毛女》之所
以久演不衰的原因时，凌桂明说：“真正

的经典永远不会过时。”
为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本次

展演不仅在中心城区演出，更是向“五个
新城”拓展和延伸，赋能“五个新城”的文

旅建设。多部展演作品乘着牛年开年的
春风，将赴奉贤区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

等“新城”剧场演出。这些来自上海文艺
院团的红色经典，将以一台台生动的“文

艺党课”新形式，让当地观众的党史学习
教育更加入耳入脑入心。

前有《红旗颂》，

今朝 《祭》英烈，吕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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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党爱国爱人民 深情交汇乐曲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