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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故事

高如星，1929 年出生于山西兴县城关
的一个贫困家庭。自幼略通文墨，过年时，
高父抱着三岁的高如星上街看对联，生性
敏慧的他竟当众念出了整副对联，引来不
少人围观。

兴县是晋西北的一处革命老区，也是
一个种地用镢掏、不长庄稼光长草的穷地

方，高如星因家里穷，从懂事起就开始放
羊、拣煤核、挖野菜。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兴县被日
军占领，第二年初，贺龙带领八路军 120 师
深入敌后，在晋西北一带建立了抗日政权，
师部设在兴县。年仅 10 岁的高如星加入

“抗日儿童团”，前往乡村贴标语、站岗放
哨，教老百姓唱《打东洋》《松花江上》等抗
日救亡歌曲。

虽然土地贫瘠，可晋西北一带与陕北
风情相似，蕴藏着丰富的民歌资源，高如星
从小就会唱很多民歌，加上他性格活泼、相
貌俊朗，1943年，还在“兴县第一完小”读书
的高如星被 120 师战斗剧社挑中成为小演
员，正式当上了小八路，也开始了自己不可
限量的艺术生涯。

高如星多才多艺，人又聪明，加入剧社
后开始学习拉大提琴、敲鼓、指挥、跳舞，也
创作和表演了不少秧歌剧、快板剧、活报
剧，演出效果热烈。他最爱的还是唱歌，曾
对战友们说，小时候，他一边放羊一边高声
唱民歌，听歌声在四野回荡，有一种占据宇
宙空间之感。

1947 年，战斗剧社被改编入晋绥边区
的宣传队，剧社成员魏风创作了话剧《刘胡
兰》，当时，歌剧《白毛女》正到处上演，剧社
领导安排高如星等人将话剧改编成歌剧。
歌剧《刘胡兰》以晋中民歌音乐为基础，上

演后引起轰动，“数九寒天下大雪”等唱段
从此广为人知。1949年，北平解放后，在全
国第一次文代会上，由高如星任乐队指挥、
演出歌剧《刘胡兰》，获得巨大成功。

1949 年 10 月，高如星带领战斗剧社成
员跟随贺龙入川解放大西南，在重庆解放
后，战斗剧社与二野文工团合并为“战斗文
工团”，高如星仍为乐队指挥。

1950 年，他开始了歌曲创作，作品《藏
胞歌唱解放军》在全军文艺汇演中获奖，此
时他才 21岁，只有小学文化，不但能担任大
型管弦乐队的指挥，还在作曲上屡有佳作，
不得不说是个音乐史上的奇迹。

此后，高如星曾前往朝鲜战场慰问演
出 ，冒 着 枪 林 弹 雨 深 入 前 沿 阵 地 演 出 。
1954年，他随战斗剧社全体团员前往北京，
被改编为总政文工团，高如星仍任乐队指
挥，这个放羊娃出身的苦孩子，在八路军
和共产党的栽培下才有了辉煌的艺术人
生。

1957年，随着军旅爱情电影《柳堡的故
事》在全国热播，主题曲《九九艳阳天》风靡
一时：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
十八岁的哥哥呀想把军来参
风车呀跟着那个东风转哪
哥哥惦记着呀小英莲
风向呀不定那个车难转哪

决心没有下呀怎么开言”
带有传统民俗气息的优美音乐旋律，

将一对年轻人内心欲诉还休、互相牵挂的
朦胧情愫渲染得婉转缠绵，既美好又细腻
深沉。

《柳堡的故事》被称为“新中国电影的
第一抹柔情”，这柔情，也存在于欢眉大眼
的“十八岁哥哥”与笑容甜蜜的“二妹子”充
满期待的眼神之间，也存在于指导员饱含
深情的画外音中，更存在于这支情感饱满、
曲调悠扬的主题曲里。半个多世纪过去
了，《九九艳阳天》这首曲子仍然被传唱不
止，成为中国经典歌曲之一，更回荡在那个
时代青年人的心底，为他们艰苦岁月的青
春留下一抹值得回忆的柔美气息。

参考文献：《晋绥边区风云人物》

名曲《解放区的天》响彻新中国成立之
日的阅兵大典，奏响在新中国第一部革命
历史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里。就是这样一部
脍炙人口的革命歌曲，其作者是刘西林。

1919 年 ，刘 西 林 出 生 于 河 北 沧 县 。
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
参加八路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
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 120 师战斗剧社演
员、编剧、导演；1941年组建晋西北军区战
斗平（京）剧社；1942年入延安鲁迅艺术学
院戏剧系学习，1943年返回晋绥。创作了
秧歌剧《逃难》《夫妻拜年》《劳动英雄回家》

（与王炎合作）《跳大神》，话剧《冲突》《活
路》《回家》，眉户剧《张老汉劳军》；导演了
话剧《还是好好干》等，其中《劳动英雄回
家》获“七·七·七”文艺奖。

《解放区的天》创作于 1943年。在此之
前的 1941 年，由于日本侵略军进攻和“扫
荡”，和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共
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
难；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1942年底，党
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
号召解放区军民英勇顽强，与“扫荡”、“清
乡”针锋相对，延安上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
大生产运动。同年，刘西林被派往延安鲁艺
学习。5月份，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针对延安文艺界
的现状和问题，联系“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
动的经验,从马列主义理论的高度,科学地阐
明了文艺工作的方向、道路问题。众多文学
艺术家纷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与劳动人民
在一起，深入生活进行采风。

1943 年，世界反法西斯阵线转入了对
法西斯阵线的进攻，全国抗日战争由战略

相持阶段逐步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的转折。
当年春节，延安兴起了新秧歌运动，形成一
股空前的群众性文艺热潮。当年与陕北一
河之隔的晋绥边区也闹起了新秧歌，小秧
歌剧《逃难》里有一首插曲，后来传遍全国，
它就是《解放区的天》。

这首歌开始叫《边区的天》。因为当时
的革命根据地都建立于多个省交界的地方，
被称作“边界”。到了抗日战争前后的民主
革命时期，几个省接连的边缘地带建立的根
据地，又被称为“边区”。《边区的天》这首歌
的创作与流传区域在当时的晋绥边区。在
这期间，由当时执政党国民党控制的区域叫
作国统区，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区域被称作
解放区，根据作家柳青在小说《种谷记》中描
述，大约 1945年春天《边区的天》就已传遍

陕甘宁边区，接着又传到其他地区。所以后
来歌曲就变成《解放区的天》。

据作者刘西林回忆：1943年春，我由延
安鲁艺调回晋绥军区战斗剧社工作，在大
秧歌运动中，我写了一个秧歌剧名叫《逃
难》，剧情很简单，是描述河南省国民党统
治区一家三口人，为了躲避水灾、旱灾、蝗
虫、汤恩伯四害之苦，逃难到了共产党领导
的晋绥边区，在边区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关
怀和帮助下，幸福地安下了家，过上了好生
活。根据剧情发展的需要，我就把地道的
民间传统曲调《十二月》填上了新词。这首
歌曲调的内容是数唱十二个月的，流行于
我的家乡沧县南部和盐山一带，历史很悠
久。我童年时代，就曾见到父辈们每年春
节踏着这个曲调的节奏，边舞边唱《十二
月》，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太平生活的心情。
我十几岁时，亲身参加了这些活动，所以时
隔多年，对这首歌曲仍然记忆犹新，“正月
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
嗨呼嗨……”的旋律经常在耳边回响。

作为该剧的主题歌以歌颂共产党的领
导。记谱时忠实原曲调，只是根据新词的
字数增加了几个音符，演出效果很好，随着
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它的唱响范围也很快
风靡全国。

《解放区的天》能够风靡全国，首先是
适应了当时的形势。在毛主席《讲话》的指
引下产生的优秀作品，反映了解放区人民
欢欣鼓舞的心情。歌曲采用了齐唱和轮唱
的演唱形式，歌声产生了此起彼伏的效果，
旋律简洁而不单调。更能表现人们在共产
党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恢宏场面。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军乐团的 200 名
军乐队队员奏响了《义勇军进行曲》《解放
区的天》等曲目，这些雄浑激昂的乐曲成为
中国阅兵仪式上的标配，成为中国各类庆
典仪式上保留曲目。

1964 年 10 月 2 日，人民大会堂演出的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建国后第
一部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历史大型歌舞作
品。参加演出的专业文艺工作者和工人、
业余合唱队员达 3000 人之多，宏大的场
面，多种表演艺术形式，载入新中国文艺史
册。位于第五场中的歌曲《解放区的天》，
以其喜庆的锣鼓节奏，明亮欢快的旋律，受
到人们的喜爱，得以家喻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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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党史》

刘西林与名曲刘西林与名曲《《解放区的天解放区的天》》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木二东木二东 搜集整理搜集整理

1947年刘西林在兴县蔡家崖

刘西林记谱、作词的歌曲《解放区的天》

高如星高如星：“：“放羊娃放羊娃””成长为作曲家成长为作曲家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木二东木二东 搜集整理搜集整理

高如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