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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物

夏日的新疆，一辆满载着
游客的大巴车上，导游介绍起
已故“西部歌王”王洛宾。没
想到，一句“达坂城的石头硬
又平”起，大家都能接着往下
唱。原本各自瞌睡的乘客，突
然兴致高涨地齐声合唱《达坂
城的姑娘》《掀起你的盖头来》
《青春舞曲》。歌声回荡的大
巴车里，原先互不熟悉的台湾
游客、大陆工作人员，突然好
似熟识已久。原来我们都唱
过他的歌！
“我们从小就唱的，小学老

师就教过这些新疆民歌，我们
常常唱。”国际华商协进会会长
罗台秦从小在台湾眷村长大，
后来赴美读博、工作，然后去了
香港。她此次亲历新疆，又和
同胞齐声合唱新疆民歌，感动
得要落泪。

原来，在大陆家喻户晓的
王洛宾歌曲，在台湾同样广受
喜爱。他的歌是怎样越过海
峡、敲动人心的？为打开这段
音乐记忆，记者探访了位于河
北涿州的王洛宾故居，采访了
王洛宾的三子王海成和曾在上
世纪王洛宾赴台时专访他的台
湾音乐人杨忠衡。

“传歌者”王洛宾

王洛宾，是上世纪歌曲传
唱最广的中国音乐家之一，许
多关于他的报道写道：“凡是有
华人的地方，就有王洛宾的歌。”

王洛宾祖籍涿州，1913年
生于北京。由于其父王德桢40
多岁就去世，王洛宾由在涿州
的二叔王德昌接回家抚养。王
德昌家即现涿州王洛宾故居所
在。如今故居中展出着王洛宾
的音乐手稿、所获荣誉证书、奖
章等历史资料。

1931年，王洛宾入国立北
平师范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
音乐系学习。后因母亲病故、
家中生活困难，王洛宾于北师
大肄业，提前参加工作。他在
北京三所中学任过音乐教员，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前
往山西参加了八路军西北战地
服务团，开启了与祖国大西北
的不解之缘。

在甘肃、青海、新疆，王
洛宾收集当地民歌素材，改
编整理出《在那遥远的地方》
《半个月亮爬上来》《阿拉木
汗》等歌曲，后来在海内外广
为传唱。20世纪90年代，王
洛宾应邀赴境外演出，他在
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
坡、美国等地受到的热烈欢
迎连自己都未曾意料。1998
年，台北跨世纪之声音乐会
上，美国爵士天后戴安娜·罗
斯（DianaRoss），世 界 三 大
男 高 音 之 卡 雷 拉 斯（Jos?
Carreras）、多 明 戈（Placido
Domingo），特别将《在那遥
远的地方》作为压轴之作演
唱。1994年，纽约联合国总
部举行“王洛宾作品音乐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王洛宾
颁发了“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
特殊贡献奖”。王洛宾，是当
之无愧让民族音乐远播海外
的“传歌者”。

上世纪，音像制品和互联
网尚未普及，王洛宾歌曲却能
“越洋跨海”，与那一时期中国
人向海外的流动有很大关系。
早在抗战中，王洛宾就参与了
祖国大西北的文艺宣传，他的
歌随之流入民间，流入抗日军
队。王海成说，父亲曾告诉他，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军队中，有
的被派往东南亚的士兵留在了

当地，有的后来随部队去了台
湾。他们与他们的后代再四散
海外，便把王洛宾的歌带到了
世界各地。

也许可以说，王洛宾歌曲
的流传，自始便寄托着游子对
故土的怀想。优美旋律中，质
朴的中文歌词轻唱着弯弯的月
亮、溜溜的跑马、红红的脸蛋、
如梦的家乡，怎不是游子追寻
的“往事踪影”呢？也许，这也
是其人其歌如此受海外华人喜
爱的原因之一吧？

歌曲跨越海峡

“我们小时候，这些歌几乎

全台湾每个人——我说每个人
并不夸张——都会唱。《康定情
歌》《青春舞曲》……尤其《在那
遥远的地方》。小学的音乐课、
电视广播，都有这些歌。但是
没有多少人知道是王洛宾写
的。”曾作为台湾《中国时报》记
者采访过王洛宾、现“音乐时代
剧场”艺术总监杨忠衡说。

知其歌不知其人，这是为
什么？

在台湾，王洛宾改编的歌
曲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入
选中小学音乐教材。据王海成
介绍，这与王洛宾早年在青海

认识的友人丑辉瑛有莫大
关系。丑辉瑛后来成为
台湾地区“立委”，她听到
传入岛内的西北民歌被
改得稀里糊涂（如《达坂
城的姑娘》成了《杭州的
姑娘》），便自费整理出版
《西北民歌集》，让《青春舞
曲》等民歌有了准确版
本。这些歌能入选教材，
歌集功劳甚大。

不过，早时既无今日的
“著作权”意识，又处战争乱
世，即便在大陆，也是歌儿
传开、大众却不知作者。许
多王洛宾改编整理的歌曲，
作者栏署的都是“西北民
谣”“维吾尔族民歌”。

让台湾民众初识王洛
宾的，是台湾艺人凌峰。
1987年，凌峰带着摄制组、
冲破台湾当局限制，来大
陆拍摄风土纪录片《八千
里路云和月》。他们在大
江南北拍摄各地锦绣山
河、民俗人情，为台湾民众
带去故土熟悉而新鲜的风
貌。片中寻访了多位大陆
文艺界名人，其一便是西
部歌王王洛宾。1989年，
香港女作家夏婕又在台湾
报纸发表了关于王洛宾的
文章。正是这几篇生平故
事感动了三毛，引出后来
三毛与王洛宾的交往。

王洛宾真正被广大台
湾民众所知，是1993年3
月，王洛宾应凌峰主持的台
湾中华文化促进会邀请赴
台。他是两岸开放交流后
最早赴台的大陆名人之
一。在台湾民众的盛情欢

迎下，王洛宾停留了足足三个月，
掀起轰动一时的“王洛宾热”。

“西部歌王”爆红

杨忠衡还记得，王洛宾刚
来台时的新闻发布会上，黑鸦
鸦围了好几重人。王洛宾坐在
中间，表情严肃，因为多数媒体
的设问，全与三毛有关。“王洛
宾回应以沉默，让记者们有点
尴尬。没有采到焦点题材，大
家才赫然发现，对这位神秘音
乐家还真所知有限。”很早就开
始收集华人音乐作品资料的杨
忠衡，提出关于王洛宾歌曲创
作背景的问题。“他听到关于音

乐的问题就变得兴奋，
手舞足蹈。”

次日，杨忠衡介绍
王洛宾的报道“一枝独
秀”，很多人这才了解
王洛宾是如此重要的
音乐家。随着接下来艺术活
动的开展，“王洛宾在台湾的
后续，可用现代媒体常用的
‘爆红’一语形容。”

1993年4月25日，“在那
遥远的地方——王洛宾之歌”
音乐会在台北隆重举行。主
题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总共
演唱了四次，现场气氛高涨，王
洛宾也激动极了。随后，多家
电视台、学校争相邀请王洛宾
前去受访、讲学、演出，青年音
乐家文教基金会创办人崔玉磐
还提出筹资制作一套王洛宾自
述自唱、有手稿歌集在内的有
声回忆录。

频频的荧幕露面，让台湾
民众熟识了这位“西部歌王”的
面容和标志性牛仔帽。在台
湾，王洛宾也见到了许多老朋
友，帮他出版民歌集的丑辉瑛、
北师大的校友、青年时代的老
师……有一天他在台北一公
园散步时，偶遇一位白发老
人，聊天时，发现对方是曾在
山西前线抗日的退伍军人，战
斗中腹部受伤，从风陵渡回到
潼关治伤。而那时王洛宾正
好在风陵渡运送伤兵，听闻对
方的经历，他激动地说：“说不
定我还背过你呢！”

两个老人谈得热火朝天，
王洛宾为此写了一首诗——
《两岸》。“紧握双手，默默无言，
顿时心中，更没有什么两岸！”

王洛宾在台期间，杨忠衡
还获得多次专访他的机会。
杨忠衡回忆，“采访时，他往往
带着有点悲情的严肃，但是熟
络后，他就变得像个老顽童。
以他的浪漫个性，我敢臆测，
他若活到一百岁，照样可能谈
恋爱。”

1994年，杨忠衡与伙伴创
办了《音乐时代》杂志，并请北
京特约主笔赵世民继续撰写专

文，让台湾民众知悉王洛宾回
大陆后的情况。一直到1996
年，王洛宾离世。

歌声里的故土

2016年，由台湾作者撰写
的王洛宾传记图书《掀起你的
盖头来：王洛宾永远的青春舞
曲》，在台湾多家艺术机构支持
下出版。据介绍，写成此书也
是当年为王洛宾制作有声回忆
录的崔玉磐老先生的心愿。王
洛宾已离去多年，但他带来的
触动从未消散。

去新疆参访的中华两岸
（香港）文创观光协会创会会长
方秋云，与记者聊起对王洛宾
的记忆时，展示了一张她儿时
跳新疆舞的照片。这次来到新
疆唱起王洛宾的歌谣，真是回
忆满满。

台胞们说，新疆从来就不
遥远。在学校的地理课上、在
从小就会唱的王洛宾歌谣里，
这里的风土人情，早已是“熟悉
的遐想”。当终于踏上这片土
地，不能不满心快乐和感动。

正如台胞罗台秦说的，这
是去到异国永远不会有的亲切
体验。故土所以不同于他乡，正
是因为浸润其中的回忆、情感、
熟悉的父老乡亲与生活传统。
王洛宾用音乐记录了西北同胞
的生活，听歌的中华儿女或是那
种生活的亲历者、或因此更加向
往和热爱祖国的一方疆土。新
疆的少数民族同胞应该和歌里
唱的一样热情爽朗吧？当台胞
们来到当地，发现果真如此！
大西北从来就不遥远，在歌里
相熟多年，所以一见如故。

王洛宾临终前，曾在病榻
上题下“愿透过歌曲带给人们
美的享受”。这是这位饱经坎
坷而始终达观的老人留给世界
的话，也是他毕生的追求。在
两岸之间，在世界上各个有华
人的地方，王洛宾的歌曲，无疑
穿越时空把祖国的美、故乡的
美带给了听众，无论走得多远，
都永不褪色。

李晗雪（摘自中国新闻网）

文明的坐标 “天下第一庙”

山东曲阜孔庙

涿州市王洛宾故居中展示的《在

那遥远的地方》歌谱手稿（复印件）

涿州市王洛宾故居中展示的荣誉证书等

王洛宾珍藏的三毛照片

1993年王洛宾（左一）在台举办记

者会时，杨忠衡（右一）采访王洛宾

标志性的面庞和着装，这位西部

歌王被世人熟知。

孔庙位于山东省曲阜市，
是为纪念伟大的思想家、教育
家孔子而建立的庙宇。前后

九进院落，庙内有殿堂、坛阁
和门坊等，四周围以红墙，四
角配以角楼，恢弘肃穆。庙宇
宏伟耸立，屹立于青山之巅。
巍峨的大成殿，孕育着千年传
世智慧。步入古庙之内，时光
化作行云流水，文明之根深植
于此，伟大的孔子精神洋溢其
中。一起走进曲阜孔庙，追寻
儒家韵味，品味智慧馨香。

佚名（资摘）

山东曲阜孔庙建筑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