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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复排《长征组歌》既是我们对

红军壮举的一次朝圣之旅，也是新时

代上音师生们一次精神上的长征。”

新时代《长征组歌》传承经典

原作，保持原汁原味之余，又在舞

台形式上再创“新”高——换屏、

升场，舞台设计新中求变；服装设

计上不拘一格，提炼红军元素，于

稳重之中增添新时代年轻人的蓬勃

朝气；还在组歌的开头和结尾加入

“启”与“望”。“所谓的启，就

是启发，1934 年 10 月，红军从哪里

开始长征漫漫长途？他们为什么要

这么做？这一次长征对中国革命的

意义何在？我们都在开头就作了多

媒体介绍，让不了解长征之路的年

轻人先有一个直观印象。而收尾处

的望，则用漫山遍野的红杜鹃，拉

开一个振奋人心的高潮——从当年

将领们的戎马生涯，到如今的青藏

铁路、载人航天事业，在新旧时代

交替中展望未来，完成两个时代同

龄人的交流。”

为了以最佳效果呈现这一次跨

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上音组织了一

个豪华演出阵容，堪称是一台名师

荟萃、新秀云集的音乐“群英会”——

演出由校党委书记徐旭担任总策划，

廖昌永担任艺术总监并登台演唱。

　　在红军长征80多年之后，新一代上音人借由《长征组歌》的复排与演绎，

与革命先辈们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55 周年。这组由肖华上将作词、北

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组织晨耕、生茂、

唐诃、遇秋等四位著名作曲家合作

谱曲的大型声乐套曲，当年公演曾

引发轰动，并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作品以大合唱的形式，描摹中央红

军从江西到陕北的长征路，是一部

采集不同地域民族音乐曲调的集大

成红色经典。自诞生以来，受到周

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

心与厚爱。

《长征组歌》是“革命音乐史诗，

民间音乐画卷”，而上音新时代版《长

征组歌》则是上音师生向习近平总

书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的重

要指示交出的“上音答卷”。

“习近平总书记说，‘弘扬伟大

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

上音新时代版《长征组歌》制片人、

数字媒体艺术学院院长尤继一告诉记

记者｜阙　政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

别故乡。红军急切上征

途，战略转移去远方……”上海音

乐学院歌剧院内，传出阵阵铿锵有

力的音符——这是上音师生们正在

如火如荼地演出新时代版《长征组

歌》。从 10 月 15 日到 17 日，上音

派出三组演出阵容，在歌剧院连演

三场：15 日为学生版，由方书剑、

蔡程昱等上音学子献上首演；16 日

由上音青年教师团队挂帅；而 17 日

更是由校长廖昌永领衔的“群星版”。

在红军长征 80 多年之后，新一

代上音人借由《长征组歌》的复排

与演绎，与革命先辈们完成了一次

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据悉，结束

上海的演出之后，《长征组歌》还

将通过巡演版的形式，以迎接建党

百年为时间轴，走进长三角，重走

长征路——在长征沿线巡演，走进

校园、社区，走进历史现场，感受

长征阔大的历史场景和先辈们坚定

的理念信仰，传承和宣传伟大长征

精神，打造“四史”学习教育鲜活

生动的教材。

一次精神上的长征

作为中国音乐史上的红色经典，

《长征组歌》1965 年首演至今已是

上海音乐学院复排新时代版《长征组歌》

下图：服装设计上不

拘一格，提炼红军元

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