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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丰台区音乐家协会主席张宏光

在音乐世界里纵横驰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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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究其一生都在寻找归宿，有时是一片山

水，有时是一尾笛声。人们在自性的修行中，接纳着

悲欢离合浸润时光。

古今，乐曲使人的身心得到释放，越来越多的

人在追随心音共振的一首歌、一个人时获得了某种

归宿感，那么创造这些灵魂艺曲的大师，他们的归

宿又在哪里？

张宏光出生在沈阳一个音乐世家，中国著名作

曲家，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第三批国家“万人

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现任北京电影学院

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多年来被音乐界

尊称为“幕后音乐高手”。

很多年前，我们的耳边是《阳光路上》《精忠

报国》《向天再借五百年》《等待》《美人吟》……

多年后，我们反反复复百听不厌，作曲旋律的经久

不衰让我们对张老师的内心感到好奇，而他，则想

探寻音乐世界里未曾到过的天地。

马头琴拉出的千里寻音

采访前的一个星期，我在北京收到了一件快

递，里面是《易·狼城》专辑。此时的张老师和妻子

正在内蒙古，我听了三首便决定启程。

在我小时候，总听妈妈唱《精忠报国》，那是一

首沸腾了一个时代的曲子。我一直在想，能驾驭得

起这份感染力的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在热切的

盼望中焦急地等待着，在飞机上一遍 遍去听张老

师创作的歌曲，旋律带出了一个聆听者的岁月，回

忆当年那些热播的电视剧，时光印证了一个音乐

人的坚守，《汉武大帝》《康熙王朝》《孝庄秘史》

《闯关东·中篇》《人间正道是沧桑》《情系

北大荒》……

压制着内心那份波涛 汹

涌走出舱门，透过廊桥的窗花，看到了藏在心底深处的海拉尔，再几步便冰天雪地，我的心

里似火燃烧。

此次内蒙古之行重中之重，便是走进著名作曲家张宏光的草原梦，感悟他在这片土地用

哆啦咪勾勒出的音乐世界。

车驰骋在伊敏河畔，眼中的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很多人对草原有着道不尽的感情，那

份炙热在碧草蓝天上歌声悠扬，耳边的马头琴将我一下融化在天地间，我摸着专辑《易·狼

城》的封面，心中是对张老师深深的敬仰。

虽然采访行程紧张，但我还是等不到张老师回北京就迫不及待地追了过去，追随着草原歌

者走近幕后作曲家张宏光，走进他的音乐人生。

草原情，中国梦

张宏光的妻子走到CD机旁放上了一张唱片，马头琴琴声悠扬,这是原生态大碟《易·狼

城》，你若听进去《向天再借五百年》《精忠报国》这种恢弘大气、磅礴感很强的旋律，很难想

象，将草原的情感用悲凉的马头琴、呼麦、长调等民族特色展现的狼城风云同样出自他的手

笔，这种纵横的跨度证明在音乐的世界中他早已运筹帷幄。我不由得走近这张描述草原生活

与美景的原生态专辑，是你引我来到这里，草原静谧的月夜，撩起了我心中的孤独，那音乐的

柔情将我紧紧包裹又让我慢慢释怀，“天载其苍，地履其黄，千载之下，亘古苍狼”，张宏光，不

愧奇才！

我转身，张老师拿出了一张和牧民的合影，在他潜意识的记忆库，呼唤灵感的创造条件

是走出去，他喜欢云南，喜欢内蒙古，曾深入草原大漠，足迹遍布十余个旗县，八年的时间积

淀，成就了他草原音乐里的荡气回肠。音乐的语言是永生难忘的，这与大自然给予他的情感

体验不无关系。

张老师说，他爱草原，当他需要不断注入新的灵感的时候，就要来内蒙古，他对马头琴

有着深深的眷恋。他想给祖国更多，这是他的中国梦。

张宏光在2006年中国新郑炎黄文化旅游节期间担任拜祖大典的音乐创作及音乐总监

后，在心中给自己绘制了一张蓝图，要把音乐的红旗插遍全国，祖国的大好河山留下了张宏

光的脚印，那些脚印踩实了他的勤恳和执着，他说，“我是朝鲜族人，要为自己的民族写歌，

写出最好的歌！”

命运已在回眸中注定

40多年前，沈阳军区杂技团的一段往事开启了张宏光的音乐人生。他回忆说，现在已成

团长的一位战友当年编了一个模仿卓别林的节目，找了很多老作曲家，因为是小孩，未能获

得他们的创作，他就找到张宏光：“宏光你帮帮我吧！”那时的张

宏光只有15岁，初生牛犊不怕虎，仅在当时跟沈阳音乐学院的老师

学了一些音乐技术，钢琴、合声……从严格意义上讲没有深入学习，

看着战友左右犯难，张宏光说：“成吧，那我给你写！”战友喜出望

外，把他关进办公室：“我相信，你一定能写出最棒的音乐！”就这

样，磨了几天，虽然写得很痛苦，但凭着对音乐的执着，杂技音乐

《卓别林》创作出来了, 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反响，帮战友渡过了难

关，也为自己拉开了音乐生涯的序幕。

音乐世家的熏陶让张宏光渐渐在这个领域崭露头角，20世纪

80年代，一部印象派交响作品《空白》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大篇幅

乐章，而那仅仅是身为学生的张宏光的一部习作。他回忆说，“那

时候，父亲把我放到排练室，一待就是一天，每天耳濡目染”。说到

这，他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对往事的眷恋，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小男孩

坐在教室最后看着那些随音乐情不自禁摇摆的大人，接受着自然

且最美好的熏陶，飘荡的音符哄着一个孩童从懵懂到成年，这样的

优待对一个生来即为音乐的人来说是幸运的，就像在谈到哥哥张

千一，张宏光说，“这么多年，每当回到沈阳老家，哥哥依旧会坐到

钢琴前弹奏起《北方森林》”。这首曾获金奖的交响音画，穿越了流

年，在往事的回望中，让他感慨万千，也正是哥哥当时总让他提意

见，奠定了张宏光作曲的信心，家庭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民族乐

队的融合，这些生活阅历锻造出了张宏光创作的真金白银。

学习和阅历即是功力

到底是什么造就了这样一位天才？张老师说：“学习是基础，

三年音乐附中、五年音乐学院、八年的学习积淀了专业素养；另外

就是经历，部队的团结友爱、领导的关怀照顾对他来说弥足珍贵。

创作是感性的，这种感性不是说你高兴、你悲伤就能有一个很好的

表现力，是需要时间来沉淀，而学习，不断地学习不会让你走弯路，

两者缺一不可。”

提到人生的贵人，张老师很感谢一位老师，1977年正好赶上脱

军装上学考音乐附中，由于14岁当兵理论知识相对匮乏，文化课不

及格，学科主任一看专业考得不错，就跟学校提“这个学生如果不

进来，今年这个班没法办！”就这样他被破格录取了，从此进入了科

班，开始了作曲专业道路的学习，是这位老师改变了他的命运。

他说恩师帮助了他，他成长起来后，就帮助别人。他想用音乐

表达爱，想让更多的年轻人真正懂得人生的大爱，在追求音乐的过

程中，感悟自己，感动别人。

天赋求之不得，自己能做的就是努力学习努力感受。

人生的经历让这个豁达的北方汉子将人格魅力与独到的艺术

见解相融合，在音乐世家与生俱来的天赋基础上，源于内心，融入

他心的作曲、编曲功力更加深厚。或许，张宏光从来没有问过自己

想要什么，但是，向前走，为了音乐向前走是他全部的理由。

更好的“张宏光”永远在下一首。

喜欢听《向天再借五百年》吗？他认为，明天的音乐会更好。当

韩磊演唱这首歌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他还在埋头继续创作。在他

心中，最好的作品永远是下一首。在不断突破自己、推陈出新的过

程中，压力不言而喻，创作过程的焦虑激励着张宏光不断挖掘，不

断进取。一首满意的作品，带来的不仅是一场听觉盛宴，更是社会

意义层面的精神励志与灵魂归宿。随着年龄的增长，录制完一首满

意的作品，张宏光已经对外在的荣誉淡然了，内求新颖独特是他永

远不变的目标。

瞬间即永恒

人与作品反差越大，越能跳出感觉的局限，获得作品里的鲜

明，艺术内在的呼唤让张宏光将万千情绪融入器乐之中，抓住生活

每一个稍纵即逝的灵感。在张老师的心里，创作出耳目一新的音乐

是他要到达的圣殿。站在音乐的世界，他既是众人的伯乐，帮助过

很多人，成就过很多人，又是驰骋的千里马，笔耕不辍，给予了大家

更多的听觉体验，打开了无数人的心灵，在词作家曲作家歌唱家一

环扣一环的齐力创作下，跨越创新。所以很多时候，看到的张宏光，

脑海里早已是千里之外，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但是分秒、

丝毫都与音乐有关。有一次，他想到了一个旋律，没有及时记下来，

懊悔得几夜没有睡着觉。后来，他的兜里常常有一支笔，灵感来了

的时候再也跑不掉了，那是他最喜悦的时刻。

一场盛宴背后的前世今生

在问及音乐会《手写的流年》的渊源时，张老

师把目光投向了妻子。

他的妻子说，当时她提议给张宏光办一场音

乐会，朋友们就准备起来了，当时暂定音乐会主题

叫“向天再借五百年”，后来一张他手扶一米多高

谱子的照片传到中央电视台策划李媛手里，她看着

那堆成山的谱子突发奇想，改叫“手写的流年”！

2018年7月28日晚，《手写的流年》张宏光经典作

品音乐会在北京凯迪拉克中心成功举办。

能静心创作离不开妻子的牺牲，为了他安心走

遍大江南北，妻子辞去工作承担起了主内的重担，

默默站在背后扫除他一切后顾之忧。由于艺术创作

需要全身心的投入和长时间的专注，女儿的生活和

教育全靠妻子一人。朝鲜族有一句谚语，“聪明的

鸟儿珍惜羽毛，聪明的人儿珍惜时间”。敬业，是深

入骨子里的，每次与韩磊一起吃饭，席间的话语永

远是围绕着创作，沉浸在每一个音符里。能取得这

样的成就，是几十年踏踏实实干事、沉下心来做音

乐的结果。人生多感受，一个音乐人用自己的五味

杂陈填满了音乐的世界，著名音乐评论家金兆军称

张宏光为“中国流行音乐活字典”。

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张老师的手机数次响

起，是为一首曲子的最终敲定。工作之中、工作之

外，张宏光永远是与音乐在一起。

与智者聊天永远是意犹未尽，回忆的点滴都

是故事，故事里是那一代音乐人对梦想的诠释。窗

外小年的鞭炮声把我们从记忆中拉回，我们都激动

地站了起来，张老师作为一位心怀家国的作曲家，

每一次创作都饱含着对时代的感悟，他用对梦想的

坚守描绘着祖国发展的壮阔宏图，与时代同步，与

世界同行。张老师说，年轻人有梦就要大胆去付出、

去承担，摒除功利思想，真心做一个纯粹的人，扎根

生活、潜心创作，用工匠精神，把对梦想的爱融入血

液，融入时代，奉献祖国。

在张宏光的音乐路上，永远没有停歇的脚步，

而我将在内蒙古继续追随他的步伐感受他音乐世

界里的大国情怀。音乐让我们相聚于此，相见恨

晚，但每一个熟悉张老师作品的人，早在几十年

前，就已如初见，他的音乐人生，激励了多少人的多

少青春，我想，这大概是在用音乐修行吧。

我们一起走进雪中，我仰望海拉尔的夜空，冰

雪世界里我们头顶一片蓝天，追随同一个梦。我回

头看着雪中的张老师，已经50多岁的张宏光依旧

像一个大男孩，他为艺术活得太纯粹了，他的世界

里只有音乐。雪飘落在我们的头上，临别前，他的

妻子送给我一张用红色薄棉纸包好的唱片，她说，

“希望你喜欢《水月空禅心》”。

海拉尔的雪是浪漫的，伴着一种相聚的情怀，

飘飘逸逸。

远处，不知谁哼起了《孔子春秋》的主题曲：

“仲尼昨天你在哪里，咋相信你来你去是天意……

仲尼明天你要去哪里，人生一世你向谁吐露心机，

寥落时间点滴真情意……时时抬头我仰望着你。”

■ 文/赵 昕

▲ 张宏光在《手写的流年》音乐会现场。

 ▼  张宏光做客《回声嘹亮》。

张宏光，朝鲜族，毕业于中央音

乐学院作曲系，著名作曲家、国家一

级作曲家、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音

乐研究院院长、第三批国家“万人

计划”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军人才，

丰台区音乐家协会主席。长篇历史

巨著《汉武大帝》《康熙王朝》等气

势恢弘的主题音乐均出自张宏光的

手笔。他创作了《精忠报国》《红旗

飘扬》《向天再借五百年》等一批大

气磅礴、气势恢弘的音乐作品，部分

作品被国家军事博物馆非物质永久

收藏。此外，由他编配的《春天的故

事》《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

阳》《两只蝴蝶》《窗外》等音乐作

品家喻户晓。他还创作了《凤在江

湖》《绝对权利》等丰富的电视电影

音乐作品，参与制作了电影、电视剧

《天下无贼》《京华烟云》《成吉思

汗》《我爱我家》的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