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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写清贫不坠青云之志的中

国娃，写相依为命的共和国，写老

百姓的每一天，写国内外大型运

动会及节庆活动会歌、开幕式主

题歌，写老少边贫困地区文艺扶

贫歌曲，写气势恢宏的系列大型

组 歌 ，写 历 史 题 材 的 民 族 歌

剧……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唯有不变的真情贯穿始终。

  他就是从图书馆里走出的作

词名家、为时代放歌的曲波。从

《中国娃》到《中华全家福》，从《劳

动创造幸福》到《红色照金》，曲波

作词的1000多首歌曲里，有生活的

感悟，有人性的温度，有人民的心

声，更有时代的强音。

  初夏的风轻轻掠过烟台养马岛，带着微
咸的海味和阳光的温度，给环岛路增添了一
抹清新。
  海边长大的曲波，闲暇之余常习惯性环
岛漫步，赏浪花轻舞，眺舢板摇曳，望鸥鸟
竞翔，或在慢行中构思一首词作，或驻足记
下偶得的佳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胶东
的崇山阔海塑造了我的情怀、抱负和格局，
无论走到哪儿，一想起故乡的海，我就会灵
感如潮、激情澎湃。”曲波说。
  环岛路东端，一处松梅掩映的小院温馨
又别致，这里便是让曲波文思泉涌的工作
室。工作室多功能厅墙上，四个遒劲的大字
“放歌时代”格外醒目。
  “作为文艺战线的一员，应自觉用歌曲
为时代发展的重要节点留下音乐注脚，为同
心前行的中国人、为铿锵逐梦的时代，喊响
加油的号子，擂响奋进的鼓点。”曲波以一
口颇具穿透力的浑厚男中音，向记者讲述他
对“放歌时代”的理解。
  时间回到20 世纪60 年代，曲波出生在
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父亲从事宣传工
作，母亲是文学爱好者，给他起的名字也承
载着父母希望他能像《林海雪原》作者曲波
一样成为文学家的心愿。在父母的熏染下，
曲波从小就对文学、戏剧、影视、音乐、美
术等各类书刊珍爱有加，总是通过各种途径
搜集阅读。
  1980年，曲波入职原牟平县图书馆，他
仿佛一下子跳进了书籍的海洋。“当时我一
边管理图书，一边读了很多同龄人难以接触
到的海量书籍，并开启了自己的业余创作生
涯。”曲波说，图书馆的那段经历让他受益
终生，也为他后期歌词创作及横向拓展打下
了厚实宽博的基础。
  忆起与歌词结缘，曲波认为自己命中注
定与三“海”有不解之“缘”。一是“大
海”，他从小就痴恋家乡的海，在他眼里，
千里海岸就是金色旋律，万顷浪花就是一海
音符，而他则特别喜欢在风急浪高的天气跑
到海沿儿，一边聆听气势恢宏的自然交响，
一边放飞无限遐想。曲波16岁时写了一首小
诗《属大龙的孩子》，里面记载着他与自然
之海无可替代的缘分。二是“书海”，曲波
入职图书馆时，正值纸质阅读的最佳年龄，
近七年的书海畅游，让他渐悟“读书万卷始
通神”之妙。三是“恩海”，曲波少年时代
便对作词情有独钟，还有幸得遇师恩如海，
他受益于山东省音协孟广征先生的教诲，后
期又师从张藜先生，并深得薪火相传。他也
永远铭记在坚韧求索之际，时任中国音协
《歌曲》杂志编辑的陈晓光先生、特邀词作
家王晓岭先生，对他别具一格的词作撰写
评论。
  “靠知识、见识和胆识垫好底儿，多读
书、多行路、多上手，才可能信手拈来，书
山是词作者最结实的靠山。”曲波说。如今
他家中藏书多达数万册，采风足迹遍布大江
南北，每次采风归来带回最多的总是他淘来
的各种书籍。

  回顾40多年的歌词创作生涯，《中国
娃》是曲波的欣慰之作。1997年《中国娃》
首次入围春晚，就深受亿万观众喜爱，曲波
登上了春晚领奖台，还一举荣获了全国“五
个一工程”奖。
  “20世纪80年代末去沂蒙采风，我看到
一个个身穿补丁袄、脚穿千层底儿的山里
娃，背着装有煎饼大葱的书包跑进漏风漏雨
的简陋教室，却依然书声琅琅、笑飞歌扬，
就萌生了要为娃娃们写首励志歌曲的念
头。”曲波回忆。1996年，得知央视春晚公
开征集作品，曲波当即便和曲作者赴京毛遂
自荐，几经辗转找到春晚导演组，总导演袁
德旺对这首接地气、冒热气、聚人气的爱国
主义佳作高度赞赏，并将已编排基本成形的

春晚节目重新布局，最
终《中国娃》得以在
1997年春晚黄金时段
惊艳亮相。
  继《中国娃》
之后，曲波作词的
《鼓震神州》《中
华全家福》《好消

息》《中国喜事多》等
歌曲也相继登上央视春晚。其中，以讴歌
“中华民族大团结”为主题的《中华全家
福》连续两届入围春晚。
  除央视春晚及其他各种大型晚会外，曲

波的词作还先后参加中宣部、文化和旅游
部、公安部、农业农村部等多部委及多省份
数千台各类文艺晚会。此外，他还应邀为以
邓友梅名著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烟壶》以及
《天下大任》《地雷战传奇》等二十余部影
视剧、话剧创作主题歌。中国唱片总公司等
先后出版了《爱在中国》等16张曲波个人作
词专辑。
  由曲波作词的《和谐中国》被业内外公
认为“唱出了中国文艺界构建和谐社会第一
声”，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庆祝改革开放
三十年经典歌曲集《放歌三十年》评价此
歌：“是继《东方红》《春天的故事》《走
进新时代》之后，又一首主旋律歌曲力
作”。
  “这首歌题材重大，却写得最顺。”曲
波仅用两个小时就完成了《和谐中国》的词
作，直到正式录音都没改过一个字。在曲波
看来，正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以及长期自觉对标文艺“特种兵”积淀的综
合修为，给了他一气呵成的灵感和底气。
  曲波一系列大气魄、大题材、大情怀的
词作，无不跃动着时代脉搏。他既善于从身
边人、眼前物选择人人熟悉又饱含情愫和哲
理的意象，又长于“说人话、道人情、讲人
理、感人心、励人志”，小中见大，大小由
之，既朗朗上口、荡气回肠，又让人熟中见
奇、回味无穷。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
作’，词作者只有与时代和人民的向往相向
而行，才能收获广泛的共情共鸣。”情系家
国天下的曲波始终追求发先声、传新声，通
常人们都感叹主旋律作品叫好不叫座、重大
题材更难写，曲波却常有令人拍案称叹的别
开生面之作。
  为激励下岗工人再就业，曲波振臂一呼
写出了《重整旗鼓》；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
庆典，他携手李富胜写出了《领航中国》；
宣介“一带一路”，他推出了《龙马精
神》；描绘中国梦，他作词的《我梦最美》
入选中宣部等多部门联合向全国推广的“我
们的中国梦”主题歌曲；冬奥会倒计时1000
天，他创作并由成龙现场发布了纪念主题歌
《晴雪飞虹》。
  “一个有追求的主旋律词作家，要写就
写让民族励志奋进之作”。曲波认为，词作
家既要有生活的厚度，又要有思想的深度，
同时要有大情怀、大视野、大格局，方能写
出与民族的精神气度相匹配的词作。
  将传统文化精华融入时代审美，也是曲
波词作的一大特色。从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
助的《礼仪东方》，到《茶香中国》《太极
东方》《中华书香》等一系列歌曲，曲波的
词作彰显着传统与现代交融共生的韵致和
魅力。

以虔诚之笔，写赤子之歌

  除创作单曲歌词外，曲波还是目前词坛
独立策划并创作大型组歌最多的词作家，先
后担纲《劳动创造幸福》《长城》《沂蒙红
崖》《沂蒙组歌》《黄河之水天上来》《中
国海之梦》《红色胶东》《寻梦威海》《你
永远是灯塔》《红色照金》等18部大型情景
或交响组歌全部曲目作词、总体设计、艺术
总监或总导演。此外，他还担纲《神游楼
兰》等大型实景文旅演艺，全运会开闭幕
式，湖南、江西、陕西等多省省运会开闭幕
式，艺术节、旅发大会开幕式等上百台各类
大型文体演出总策划、艺术总监、总撰稿或
总导演。
  “组歌是以不同声乐体裁、艺术风格、
切入角度表达同一个主题的大型音乐作品，
常常是一个民族悠久历史、灿烂文化、风俗
民情、价值取向的立体展现，应当闪耀人文
与人性光芒，让历史照亮现实和未来。”曲
波向记者介绍，他的组歌创作惯用秘笈就是
始终追求思想性、史诗性、交响性、戏剧

性、人民性、时代性、引领性、观赏性以及
可续性“九性”统一，用质朴感人、走心动
情的歌词，辅以感人至深的曲调及演唱，以
真挚感人的艺术魅力释放直击心灵的震撼。
  2014年5月，曲波创作的首部大型交响组
歌《劳动创造幸福》在北京音乐厅成功首
演，引起了强烈反响。业界一致评价这是一
部经得起时代审视的优秀作品，是改革开放
以来第一部用高雅交响合唱形式，讴歌从高
级知识分子到普通劳动者的大型交响组歌。
整部作品受邀参加“2014国家艺术院团优秀
作品演出季”及春节慰问首都劳模演出，其
中曲目《好样的》还作为压轴节目入选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春
节团拜会演出。
  “担架抬民心，小车推解放”“煎饼剩
下月芽大，你也掰成星星分”“谁把百姓举
头上，百姓把谁捧心间”……曲波组歌歌词
的字里行间总释放着人性的温度，闪耀人民
群众优秀品格的光辉，这种接地气的表达，

正是曲波先后无数次赴革命老区采风的结
果。好作品是用脚力“写”出来的，他的足
迹遍及全国，为的就是能挖到一手鲜活的
素材。
  曲波的组歌创作还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就是戏剧性，许多曲目是完全歌剧化的咏叹
调或宣咏调，常汲取地方戏曲或民间音乐元
素，组歌充满亲切动情的感染力。曾与曲波
合作的万山红、黄华丽、孙丽英等歌剧表演
艺术家均称赞《甲午国殇》《求索》《青山
绝恋》《党员登记表》等多首曲目堪称歌剧
化的经典咏叹。
  “目前创作的这批组歌，只是我进行歌
剧、音乐剧创作的预演。未来除了创作红
色、绿色等多个系列的大型组歌，还将继续
发挥‘特种兵’的综合修为干‘全活’，总
体设计、艺术总监、总导演、总撰稿一肩
挑，确保作品各个环节高品质呈现。”早已
从单曲作词破圈的曲波底气十足地说。

组歌创作“好戏连台”

  在曲波主旋律歌词创作的平行空间，还
一直闪现着爱心词家曲波的身影。数十年
间，他始终热心参与各项公益事业，作为中
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曲波先后走进新、
云、贵、川、渝、宁、甘、陕、赣、藏等
地，和各族兄弟姐妹交知心朋友，进行公益
培训或扶贫创作。
  《中国娃》春晚一炮走红后，曲波无偿
以自己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命名中国儿童少年
基金会“中国娃专项基金”，与赵季平合作
无偿为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情系西部、共
享母爱”募捐义演创作《中华祖训》，与卞
留念合作无偿为小香玉希望艺术学校的孩子
们创作《中国鼓》，与丁纪合作为景迈山世
界 申 遗 创 作 主 题 歌 《 敬 世 界 一 杯 普 洱
茶》等。
  令曲波记忆犹新的是，2019年夏天，他
受中国文联委派，分别赴贵州省三都水族自
治县、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创作文艺扶贫
歌曲《慢城之恋》和《一见钟情》。两首歌
曲发布后引起热烈反响，被视为两地文旅形
象推介的符号化歌曲。后来，镇宁宣传部门

找到曲波，说当地有一种叫蜂糖李的水果，
果实虽甜却很少有人知晓，希望曲波能写一
首公益助农歌曲，帮助果农打开销路。几天
后，一首由曲波作词、浮克作曲，为蜂糖李
量身打造的歌曲《蜂糖李》新鲜出炉并迅速
火遍贵州，大大提升了蜂糖李的知名度。
  事后，相关人员要给曲波邮寄蜂糖李以
表感谢，曲波婉然拒绝：“我既然是志愿服
务，就不能收你们一分钱、一颗果子。”
  “每次文艺志愿服务都是向人民群众学
习的收获之旅，更是心灵净化之旅”。曲波
回忆起赴云南贡山创作文艺扶贫歌曲《秘境
天堂》时，感叹那是一次生命探险之行。他
们当时翻越了碧罗雪山、梅里雪山等五座大
山，涉过金沙江、澜沧江等四条大江，一路
颠簸抵达贡山。“途中一侧是斧劈刀削的万
丈悬崖，一侧时有滚石骤然天降，头顶仿佛
悬着一把随时会落下的利剑，那是我走过的
最提心吊胆的路。”曲波说。
  在青藏高原采风时，曲波常常在海拔
5300米以上的高原游走，高反极度严重的他
一边吸氧一边采访藏族兄弟姐妹，尽管常常

面临生命极限的挑战与难以忍受的痛苦，但
他始终没有放弃，用脚去丈量，用心去感
受，最终创作出了深情讴歌援藏支边的优美
歌曲《茉莉与格桑》。当地政府还把曲波采风基
地的牌子，挂在了中印边境的班公湖畔。
  曲波还多次担任中国文联“送欢乐下基
层”文艺志愿服务团艺术总监暨总撰稿。他
在西陲第一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只有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时代抒写为人民歌
唱，才能真正体现一名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
任与人生价值。我的文艺志愿服务，永远只
有序曲，没有尾声。”
  与曲波交谈印象深刻，他思维敏捷个性
鲜明，声如歌者才情四溢，情之所至甚至会
纵情高歌。挟真情、才情、激情、豪情，如
今，曲波依然在词艺求索路上执着前行，在
他的笔下，系列化的大型组歌及重大题材的
歌剧正陆续问世。
  “惟愿只争朝夕，潜心创作，多出彰显
齐鲁文化底蕴、无愧人民和时代之作。”曲
波说。

文艺志愿服务，只有序曲没有尾声

  曲波的创作生涯里，先后与成龙、廖昌
永、谭维维等上百位各门类著名艺术家合
作，可谓功成名就。然而，最让他感到欣慰
的还是为家乡烟台创作，并邀杨洪基、殷秀
梅、雷佳、戴玉强等歌唱家录制出版了CD专
辑《爱在烟台》。
  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广电总
局“中国原创歌曲大奖”暨单项奖“最佳作
词奖”、中国原创歌曲“十大金曲奖”、中
国流行歌曲“十大金曲奖”、全军优秀文艺
一等奖……在曲波琴房的书架上，摆放着几
百个荣誉证书、聘书等，国家级的、省级的
都有，可他最珍视的荣誉，还是被家乡聘为
烟台市新时代精神文明实践文艺服务队名誉
队长、烟台市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鲁东大
学艺术学院特聘院长。“父老乡亲的情义，
山海力量的托举，早已融入我的血脉、刻在

我的骨子里。不管身处何地，我对家乡的牵
念从未间断，能以我擅长的文化艺术回馈家
乡，是我的幸福。”曲波说。
  感恩桑梓，曲波为烟台策划创作了室内
外大型演艺“三部曲”：一是担纲艺术总
监、总撰稿及全部作词，完成大型情景组歌
《红色胶东》；二是担纲总体设计、艺术总
监、总撰稿、总导演及全部作词，完成第二
届山东省旅发大会开幕式文旅演艺《海誓山
盟》；三是担纲总策划、艺术总监、总撰
稿，完成《岁月流金·山海情深——— 烟台籍
音乐名家名作演唱会》。
  值得一提的是，烟台承办的第三届亚洲
沙滩运动会会歌及开幕式主题歌，新中国成
立以来山东承办的最大体育赛事——— 第十一
届全运会会歌及火炬传递主题歌歌词均出自
曲波之手。此外，曲波还为第四届世界太阳

城大会、黄河口国家公园等创作了大量会歌
及主题歌歌词。 
  谈及下一步对山东、对烟台的音乐创作
计划，曲波表示，将为全省16 市量身打造系
列城市民谣，用音乐推介家乡的城市形象。
截止到目前，他已为烟台、潍坊、威海、东
营等城市创作了《烟台记忆》《还是这一
方》《展扬威海》《东营东营》等多首城市
民谣。
  “愿尽平生所学，悉心传授词艺，适时
将举办几场赞美齐鲁主题的个人原创作品音
乐会及史诗级的大型组歌和歌剧演出。”对
于家乡音乐的发展，曲波希望烟台乃至整个
山东的音乐人，勇于突破，探索AI时代的无
限可能，在多元风格的撞击中，为当代音乐
史留下经典力作。

山海情深，最爱还是歌故乡

从书海“游”出来的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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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曲波波在在云云南南贡贡山山独独龙龙族族怒怒族族自自治治县县
采采风风时时，，和和最最后后的的““文文面面女女””合合影影留留念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