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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在飞机上听音乐会，而且是在

飞往延安的途中听令人振奋的《长征组歌》！”

昨晚，在从上海飞往革命圣地延安的春秋航
空 9C6311航班上，乘务长黄超杰说。

昨天，上海音乐学院师生一行共 200余

人乘坐该航班前往延安演出新时代版《长征

组歌》。当飞机到达平飞高度后，征得机组同
意后，上音师生决定在机上即兴举办一场“音

乐快闪”。他们从随身携带的行李中拿出小
号、圆号、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等各类乐

器，在客舱里演奏起来。旅客们也跟着一起哼
唱着熟悉的《长征组歌》片段，大家在万米高

空歌颂万里长征。

为庆祝建党百年，自 2020年起，上海音

乐学院开启了“新时代版《长征组歌》”的全国

巡演，本次的演出目的地是革命圣地延安。新
时代版《长征组歌》，一方面原汁原味保持了

作品的经典风貌，另一方面根据新时代的特
征做出适当的创新。师生们在飞机上演奏曲

目便是选自新时代版《长征组歌》，包括声乐
歌剧系青年教师陈阳、研究生彭楒然的二重

唱《遵义会议放光辉》，声乐歌剧系王凯蔚教

授、艺术处王乾老师《四渡赤水出奇兵》，声乐

歌剧系李秀英教

授的《报喜》等。上音师生表
示，希望通过“音乐快闪”的形式将“伟大的长

征精神”传递给更多的旅客。

很多旅客在演奏结束后依然沉浸在愉悦
中，表示这场表演为大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美妙视听享受。“没想到能在飞机上听一场音
乐会”，家乡在延安的谢女士对记者表示，上
音师生演奏的曲子非常经典，延安是红军长

征胜利的落脚点，而《长征组歌》又是自己从
小听到大的，加上上音师生精彩的演奏，内心

特别受鼓舞。 本报记者 吴翔

万米高空响起《长征组歌》

百年前陈望道创作的 《太平歌》首

次由孩子们在上海音乐厅唱响；上音师
生在万米高空唱响 《长征组歌》———这

两件事儿放在一起，自然而然会让人想
到日前首演的上昆第一部大型革命现

代昆剧的剧名———《自有后来人》。

上昆成立 43年来首次创排的这出

大戏，剧名出自唱词：“举红灯，再出征，

革命自有后来人！ ”京剧《红灯记》的故

事家喻户晓。1964年上海青年京昆剧团
曾排演过同名现代昆剧《自有后来人》。

而建党百年之际，由“力量之声”男

团策划的“百年回响”主题音乐会，挖掘
出陈望道作品，由儿童演唱，就是对“自

有后来人”的艺术化诠释。上音创排《长
征组歌》， 并到延安去上演， 也正是对

“自有后来人”的艺术化践行。继承与创
新，不仅限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

展和创造性转化，更应体现在对初心使

命的继承，对艺术表演的创新。

马上评

    □ 朱光

文体特写

“天下要太平，劳工须团结……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
吃，这才是共产社会太平国。”庆祝建党百年之际，一首百
年前由陈望道作词的《太平歌》首次在上海音乐厅的“百年
回响”主题音乐会上唱响（见下图）。遥想百年前，这首歌被
印在贺年卡的背面，发给上海市民，如今“力量之声”组合带
着一群少年把这首歌从上海音乐厅一直传唱到宝山、奉贤、
临港等，未来，他们还要继续一路唱下去。

    这台“百年回响”主题音乐会从

去年开始筹备，是由上海音乐厅和
“力量之声”联合制作，“力量之声”

的三位成员———宋罡、余笛和王志
达不仅是音乐会的主唱，也是整台音

乐会的艺术总监。“我们在 50多首经
典的旋律中最终选出了 16首，把整

台音乐会分成《初心》《风骨》《前行》

《以梦为声》四个篇章，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王志达说。

在选曲过程中，他们发现了这
首《太平歌》———1922年的正月初

一，上海的大街小巷，一张张贺年卡
飞来了，正面印着“恭贺新年”黑体

大字，背面花边框里写着一首《太平
歌》：“天下要太平，劳工须团结。万

恶财主铜钱多，都是劳工汗和血。谁

也晓得，为富不仁是盗贼；谁也晓
得，推翻财主天下悦；谁也晓得，不

做工的不该吃。有工大家做，有饭大

家吃，这才是共产社会太平国。”据

说当年这样的贺年卡发了 6万张，
它使人民大众惊喜，也让军阀当局

惊恐———共产主义的革命者来了。

这首《太平歌》的作者就是《共产党
宣言》中文版的首译者陈望道，他

不仅留下“真理的味道是甜的”这
个广为传颂的故事，也将真理写在

6万张贺年卡背面，撒向上海的大
街小巷。

不过，当年陈望道在贺年卡上

留下的只有词，没有旋律。“力量之

声”请来了青年作曲家潘明磊为《太

平歌》谱曲。6月 30日，“百年回响”
主题音乐会首演，来自大华小学的
一群少年站在上海音乐厅的舞台

上，首次唱响这首百年前创作的歌，
同时，这首歌也与《长城谣》《松花江

上》《红梅赞》等经典一起放在音乐
会的开篇《初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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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

今天的

    “百年回响”主题音乐会在上海音

乐厅完成 6月 30日和 7月 1日两场演
出之后，这台音乐会便成为公益性的音

乐党课，“力量之声”带着少年们开始巡
演。

“我们三个都是新上海人，我们这代
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见证了中国

的发展与变化，也在上海这座城市里感

受到了海纳百川的包容。所以这台音乐
会也是我们的心声。”“力量之声”三位成

员表示，“我们虽然是高校的音乐老师，
但更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走近高雅音

乐，所以这次音乐会上的歌，我们基本上
都重新编曲。我们本身也是中国首个流

行美声组合，用这样的方式让经典的旋
律更贴近年轻人。”

观众可以看到王志达带来的云南民
歌《小河淌水》，配以傣族三人舞，把人们

带到溪水潺潺的动人情景之中；宋罡演
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轻快活泼的词

曲穿越了时空的阻隔，回荡在人们心中；
余笛演唱的《半个月亮爬上来》，在伴舞

的衬托下，描绘出夜色里年轻人享受爱
情喜悦的模样……还有《故乡的云》《长

江之歌》《我们的上海》《光芒》《我们的时
代》等歌曲，配合舞台灯光、地面投影等

科技手段，让观众身临其境回望中国共

产党的百年辉煌。
值得一提的是，那群唱《太平歌》的

少年，在舞台上还唱了一首《听妈妈讲
那过去的事情》。8场巡演下来，少年们

从上台不会戴话筒到轻车熟路地登台
与谢幕，不仅舞台经验丰富了，他们也

比“听妈妈讲”更了解过去的事情，小朋
友们说：“从 100年前小朋友的衣服还

有脸上带有泥灰的妆，到穿上现在干净
整洁的校服，我们就能感觉到生活的变

化。”

本次巡演日前在奉贤九棵树未来艺
术中心落下帷幕，一个七年级的小观众

看完演出后说，“冒着 35°C的高温，怀着
100°C的心情来听这场音乐会，让我感

触很深的是歌曲《我们的上海》，聆听着
一声声优美动听的歌曲，回味着一句句

赞颂上海的歌词，观赏着一幅幅熟悉震
撼的画面，让我不由为上海而感到骄

傲！”据了解，此次主题音乐会将于八九
月再次启动巡演。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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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歌》

词作者陈望道

太太
平平
歌歌

﹃
百
年
回
响
﹄

当
年
藏
在
贺
年
卡
背
面
的
歌
词
由
今
天
的
少
年
传
唱

自有后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