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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流行音乐领域耕耘数十载的付林，创
作了不少耳熟能详的歌曲，堪称中国流行音
乐界的泰斗。不为人知的是，一直在流行音
乐圈子兜转的付林，内心一直有“剧”的
情怀。
  在海政文工团工作时，他已经接触了歌
剧、音乐剧等音乐体裁。不同于一般的词曲
创作，音乐剧需要写词谱曲，更要有编剧的
本事，对创作者是个更大的挑战。付林渴望
跳出单纯作词作曲的领地，“一生中应该创
作出一部像样的剧”。
  在国外，音乐剧已经成为文化产业的支
柱之一，但国内的音乐剧市场才刚刚打开。
“对中国音乐来说，没有‘剧’永远不是高
原，也永远难以抵达高峰。虽然我们做音乐
剧，不一定能成为高原、高峰，但起码要有
这样的情怀，要做点高原上的东西，要有攀
登高峰的意识。”付林决定离开平地，做那
个攀登高峰的人。
  音乐剧是一种舶来品。付林决心做中国

的音乐剧，不想完全依循国外的路子，做欧
美的爵士百老汇风格，也不想完全遵循中国
旧歌剧的板腔体系，而是做一部新的“国风
音乐剧”。
  鬼故事是很多人小时候既想听又害怕听
的，爱之怕之，欲罢不能。《聊斋志异》可
以说是集“鬼故事”之大成。付林从小就爱
看《聊斋志异》的小人书，也爱听大人讲
《聊斋志异》，对里面的故事烂熟于心。决
定要做音乐剧，首先要寻找合适的题材，他
很快将目光集中在《画皮》篇章上。
  书生因贪图美色，招引来路不明的女子
带回家同住，却被乔装成女子的恶鬼剖腹挖
心，幸赖道士识破恶鬼，一剑将其斩得魂飞
魄散。书生妻子的真心诚意最后感化了乞
丐，书生就此复活。《画皮》讲的是一个
“天道好还”的因果报应故事，劝诫世人勿
被美色所惑，学会识破伪装。“什么样的音
乐剧才算好的音乐剧？用通俗的话来说，最
低层次的要求就是好听好看。”付林觉得，

《画皮》故事便具备这样的潜质。
  作为《聊斋志异》的一个经典篇目，
《画皮》被翻拍成电视剧、电影，被重新诠
释和演绎了很多次。音乐剧《画皮》既与传
统的故事有关，又似乎相去甚远，是一个不
同于以往任何版本的故事。付林并没有遵循
原来的故事走向，而是重点谱写白狐与书生
的爱恨痴缠，在人与妖旷世奇恋的表象下，
探求何谓真心的核心命题。
  有一场戏是“万花筒里的世界”，狐妖
白眉引诱书生王升，巧设一出幻境，让故事
传说中的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李隆
基和杨玉环陆续登场，劝说王升爱情可以穿
越种种界限，让王升不自觉地沉沦其中。变
幻的灯光、轮转的色调交织成一个繁华世
界，亦真亦幻，亦虚亦实。音乐剧专家文硕
对这出戏印象深刻，他看过后特意写了一篇
长评，“在音乐创作中，付林自觉地淘洗、
抽离和融合区域文化、古典诗词、说唱、爱
情传说、民间歌舞和中国哲学中积淀的具有

戏剧活力的部分，去繁缛留简洁、去混沌留
明净。”
  这样一部作品，是付林“十年磨一剑、
数易其稿”的成果。从去年开始创作剧本，
曲子一首一首地改、翻来覆去地制作，直到
今年首轮巡演开始之前，付林又改了一版歌
词和剧本，他认为，不断地修改完善是必要
环节。首演的两三天前，演员仍在熟悉最新
版本的歌词唱段。
  为了让音乐色彩和舞台表现更加丰富，
付林还邀请了著名音乐剧导演赵永斌、“音
乐魔法师”谭伊哲、国家大剧院舞美设计张

鹍鹏和资深音乐剧舞蹈编导张恩淑等前沿艺
术家加入主创团队，“相信这些有年轻触觉
的艺术家加入会让《画皮》更对年轻人的
‘胃口’。”万事俱备之后，他只需要将评
价权交给观众。作者、歌者与听者之间的路
径，只有靠真诚的音乐才可以打通，他始终
笃信这一点，也一直在践行这一点。

  付林小时候沉默寡言，不太爱表达，因
此他时常庆幸习得了音乐这门语言，能帮自
己道出那些不能言明的思绪和情愫。
  1946年，付林出生在黑龙江省富锦市的
一个小镇，这里是北大荒的腹地，松花江经
此流过。北大荒狂风暴雪的呼啸声，流淌不
息的松花江水，铭刻在他的记忆深处，再多
时间也磨灭不掉。于是，故乡便成了付林早
期创作的重要主题，他把自己对故乡的深厚
情谊化作旋律，谱进《故乡情》《故园之
恋》《放歌大三江》《老家》等歌曲中。
  在音乐的领地中，付林想盛放那些最美
好的事物和那些最重要的人。付林出生时，
上面已有四个兄弟姐妹，亲生父亲则在四个
多月前离世。母亲一个人挑起生活的担子，
独自抚养五个孩子，艰难地生活了两三年之

后，改嫁给一名渔民，两人又养育了五个孩
子。付林时常感慨母亲的坚强和柔软。在他
的记忆中，母亲永远是全家第一个起床的，
在所有人还沉浸在梦乡时，母亲就用茅草、
玉米秸秆，把火炕烧得热乎乎的，放在炕头
的衣服也烘得暖暖的。在寒冷逼入骨髓的东
北，母亲造出了一个寒意难侵的温暖小窝。
后来那首传唱大江南北的《妈妈的吻》，便
诉说着他对母亲那些没来得及诉说的情谊。
  付林最早开始接触音乐，源于继父买的
一台收音机。放学后，他就守在收音机旁
边，等待收音机播完新闻，飘出动人的歌
声。他全神贯注地倾听每一个音符，流淌在
茅草屋的音乐，让他时常有灵魂被击中的感
觉。他跟着收音机学会了几百首歌曲。
  后来读富锦一中，见识到学校乐队排练

演出的现场，付林才知道世界上原来有那么
多种类的乐器。他迫切地想要一件属于自己
的乐器。最初，他迷恋上小提琴，可小提琴
价格不菲，最便宜的也要20块钱。付林当然
不好意思问父母讨要，就想办法自己赚钱攒
钱。对于当时还在上学的付林来说，最可行
的方法就是捡破烂。付林每天都像寻宝一
样，在破烂堆里找可以变卖的东西，往家里
带了一堆废铜烂铁。终于靠卖破烂，攒够了
20块钱，付林买了一把店里最便宜的小
提琴。
  没有老师，他就自己在家里练习，可小
提琴不好学，付林也一时不得法，拉锯一样
的声音，兄弟姐妹受不了，邻居也多有抱
怨。付林便将乐器换成了一支竹笛。18岁那
年，他就是用这支竹笛，考入解放军艺术学

院音乐系民族器乐专业。离开自幼生活的富
锦，付林独自一人来到北京，音乐的世界完
全向他打开了。他不必像幼时一样，攒些破
铜烂铁买便宜的乐器。在军艺，读书不要
钱，平时还发生活费，付林终于可以自由地
追逐自己的音乐梦。
  大学毕业后，付林被分配到海政文工团
工作。当时文工团作曲的人很多，作词的人
很少，于是付林就被安排去写歌词。人人都
知道作曲家付林，却少有人知晓付林最早成
名却是因为作词。1976年，那一年付林刚好
30岁，在海军大院的一个抗震棚里，他写下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歌词，由王锡仁
谱曲，歌词平实而朴素，感动了无数人。在
往后的数十年中，他将音乐语言运用得更加
娴熟，谱写了更多的动人歌曲。

  40多年来，我国流行音乐记录了社会经
济、文化以及人民生活的变迁。流行音乐的
发展从彷徨到繁荣，老一辈的音乐人作出了
不懈的努力，呕心沥血，倾其所有，只盼春
风到。要说内地流行音乐的先河之作肯定绕
不开《小螺号》———
  “小螺号，滴滴滴吹，海鸥听了展翅
飞。小螺号，滴滴滴吹，浪花听了笑微
微……”
  1980年，一首朗朗上口的《小螺号》横
空出世，不仅捧红了年仅13岁的小歌手程
琳，也成为人们心中抹不去的美好回忆，至
今仍被传唱。
  当时，流行音乐在内地还是新鲜事物，
尚处于开拓期，传播主要以盒带为主。听惯
了高亢激昂旋律的人们，还不清楚流行音乐
的魅力。恰逢海政文工团的苏小明凭借《军
港之夜》一炮而红，成了偶像。组织上安排
付林组建乐队，推出原本是二胡独奏演员的
程琳。受到港台流行歌曲的启发，付林一口

气为程琳写了14首歌
曲，天天骑着自行车载
着程琳赶往录音棚，
《小螺号》就是其中

之一。
  这是一首描绘新时代海边渔家儿童生活
情景的歌曲，词曲和编配都是由付林承担。
  付林回忆，写《小螺号》的时候，突
发性比较强，一个13岁的孩子适合唱什么
类型的歌曲呢？一辈子在海军的付林，从
松花江奔向大海，走过一万八千里的海岸
线，可以说，这片蓝色的国土是他重要的
创作源泉。“我突然就想到海边，小螺号
给我的印象很深，一吹嘟嘟嘟……吹出了
海螺的声音。”茫茫的海滩，蓝蓝的海
水，海鸥自由自在地飞翔，一声声小螺
号，是孩子呼唤父亲归来的音符。正是小
螺号吹出清脆的“嘟”声给予了付林灵
感，一个晚上的时间，他用流行音乐的写
法谱曲，配合细腻动人、娓娓道来的歌
词，最终《小螺号》问世。
  “歌曲完成后，经过排练磨合，程琳为
首钢工人演出，收到了非常热烈的反响。”
付林说，自己当时在台下目睹了这一幕，激
动得落泪。现场掌声雷动，有观众大喊：
“我们也有‘邓丽君’了！”许多媒体对
《小螺号》进行了报道，程琳因此一唱成
名，逐渐走红。可是，受年代认知的局限，

流行音乐并未被大众完全接受，有的文章就
对歌曲进行了批评，认为是颓废之音，教坏
了孩子，并呼吁“救救孩子们”。
  负面的打击，并未阻挡付林创作的脚
步。在“沉默”的岁月里，他依旧埋头创
作，写出了《祝愿歌》《相思河》《摘下一
朵白云》等歌曲。同时，经过努力，《小螺
号》收录于程琳发行的专辑《童年的小摇
车》中，如今已是中国经典的儿歌，温暖、
陪伴了许多人的童年。
  自始至终，付林都觉得创作不是商业行
为，一切都凝结在情上——— 从心里涌出的那
股真情实感，才是最强烈的创作动机。
  《妈妈的吻》是一首经典歌曲。付林将
其定位为“中国乡村民谣的代表作之一”。
“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过去的时光
难忘怀，难忘怀，妈妈曾给我多少吻，多少
吻……”这是付林从亲身经历出发凝结的
词，为此，付林专程去找音乐名家谷建芬作
曲、 86 版《西游记》总作曲许镜清先生编
配。“根据过去在家乡对妈妈的感受，我迅
速地写出了歌词。”他说，小时候家里兄弟
姊妹众多，生活拮据，但一到腊月十五，母
亲都会将5分钱塞进付林的掌心，让他去买

一个白面馍，那个时候能吃上“生日蛋
糕”，多么的幸福！“直到母亲去世的时
候，我才发现，其实我欠妈妈一个吻，欠得
太久了……”
  最开始，《妈妈的吻》是为程琳专人定
制的一首歌曲。“《妈妈的吻》推出之后，
有不同的反响，就一个吻字带来了不少麻
烦。”付林说。
  一些比较保守的评论者对其持批评态
度，“恋人之间用的吻字，妈妈怎么能用
呢？”这些不同的声音并未左右付林的想
法，“我虽然没有反驳，但我一直坚持，为
什么妈妈不能用吻呢？我们的妈妈从小亲吻
我们，我们再还给妈妈一个吻，这不就是一
种爱吗？”尽管产生了一些风波，付林却看
得很淡，“对一首歌，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
的观念是正常的。”
  机缘巧合之下，经由扬州姑娘朱晓琳演
唱，《妈妈的吻》迅速传遍大街小巷，唱响
了祖国大江南北。“吻干我那脸上的泪花，
温暖我那幼小的心。”如此贴近生活、感情
真挚的旋律，打动了亿万歌迷的心。

  于音乐天地里耕耘，付林笔下诞生了不
少经典曲目，名气也实现了快速提升，不过
他并无意于“个人出名”。从进入文工团，
创作几十载，直到1983年出第一盘磁带时，
上面才署名“付林”。其实不管名气几何，
自己的生活与创作不会发生太多的变化。
  作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开拓者之一，付林
在流行音乐的理论上大胆立言，流行音乐从
萌芽、成长，再到后来的成熟、壮大，走过
的每一步都少不了付林的付出。同时，他也
发掘并培养了一批音乐人才，除了程琳、朱
晓琳，还有张海波、苏红、谢青、陈汝佳、
江涛等歌星。如今，已经退休的付林依旧没
有停止工作，继续在音乐教育的事业上义无
反顾地前行。“我们有责任通过歌声传递文

化的力量，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他一直
坚持，好音乐要经得住岁月的淘洗，不能为
了利益吹捧那些不知所以然的歌曲。
  流行音乐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与变化。因
此，付林并不会把自己关在一方创作的世界
里，对于当下流行音乐的发展，他亦时刻保
持清醒。“如何在变革中把握自己的方向，
学会改变自己往往是最为重要的。”在年轻
人扎堆的B站、抖音等社交平台，付林都开
通了账号，时常表达自己对音乐的看法，动
辄收获数万点赞。周杰伦、陈奕迅、周深、
张艺兴、许嵩……对这些热门流行偶像与话
题，付林依旧愿意分享自己独到的见解。
  如今，不少年轻人在网络上邀请付林点
评偶像的歌曲，他毫不掩饰地表达内心想

法，并与年轻人交流、互动。比如，当听到
歌手毛不易的歌曲时，付林非常真诚地说：
“毛不易能唱红，非常不容易。他的《消
愁》，我觉得是一种城市的民谣体，这首歌
恰恰写的就是都市里的年轻人所处的生活状
态，所以在歌词中用八杯酒来反映年轻人的
意愿和向往。”
  “融合是未来音乐发展的主流。”对于
乐坛未来的思考，付林认为，失去原创精
神，是现代音乐批量生产的结果。“当我们
开始培养无数音乐制作人时，我们也将面对
模仿、翻版的年代再度来临。”流行音乐与
社会价值，与社会大众互为表里，他坚信，
未来社会越繁荣，大众越文明，就越不会没
有音乐，音乐也不会停止流行。

  □ 本报记者 李梦馨 朱子钰

  2 月 25 日晚，山东省会大剧院。伴随着一曲缓慢抒情的调子扬起，音乐剧《画

皮》走向终章，过去两个小时里上演的爱恨痴缠、繁华热闹，最终归于一片寂静。在

灯光舞美营造的东方美学幻境中，观众尚未从震撼的故事中走出，还在沉默地酝酿着

情绪。当该剧的编剧、作曲及艺术总监付林上场谢幕时，显然期待已久的观众毫不吝

啬地给予了如潮的欢呼和掌声。

  付林这个名字，堪称家喻户晓，他所创作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小螺号》

《妈妈的吻》等经典歌曲，在今天依然具有穿透时光的生命力。或许正因为过往成绩

斐然，许多人惊讶于他年逾古稀，仍然步伐不停、转型突破。如今，他首次“跨界”

踏足音乐剧的领地，将《画皮》搬上音乐剧的舞台。从流行音乐到相对小众的音乐

剧，意味着付林从一片坦途走进了荆棘丛生的小路，但如果这是一条必须有人开辟的

路，他愿意当那个拓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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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一一生生中中应应该该创创作作出出一一部部像像样样的的剧剧””

音音乐乐的的世世界界完完全全向向他他打打开开了了

秘秘诀诀就就是是一一个个情情字字

音音乐乐不不会会停停止止流流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