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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莹

《我的中国心》
感动亿万炎黄子孙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
然是中国心……流在心里的
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身
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
心……”1984年，在中央电视台
春节联欢晚会上，穿着中山装
的香港歌手张明敏演唱的《我
的中国心》，感动了亿万中国
人，也打动了无数海外游子的
心，引起了中华同胞的强烈共
鸣。

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
定中小学教科书时，公然篡改
侵略中国的历史，激起了黄霑
的愤慨，于是他和王福龄共同
创作了《我的中国心》。1983年
交给当时还是业余歌手的张明
敏演唱，磁带卖得并不好，张明
敏已经打算返回电子表厂工作
了。没想到当时正在考察节目
的春晚导演黄一鹤听到了这首
歌。于是1984年，张明敏以游子
归家的姿态登上了央视春晚舞
台，他深情演绎的《我的中国
心》立即唱响华夏大地！“业余
歌手”张明敏也成了红遍大江
南北的大歌星。

还记得当时已是高中生的

我，家里有台收录机，我用“内
录”技术录下了《我的中国心》，
非常清晰，小伙伴们听了都羡
慕不已，没事就来我家让我放
给他们听。对于很多中国人来
说，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
心》虽然声音上有港台腔，但它
旋律优美，区别于民族唱法的
嗓音，朗朗上口。尤其是歌词，
黄霑很聪明地运用了“长江长
城，黄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
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
整首歌以海外游子的语气直抒
胸臆，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
自然而然。当时唱起这首歌，只
要周围有人，就很容易形成合
唱。

《我的中国心》产生于爱国
情怀，更抒发了人们的爱国情
怀，表达了海外赤子眷恋祖国
的深情与民族自豪感，从此《我
的中国心》便成为炎黄子孙的

“同一首歌”，直至今天。

《人生》
变革下的价值观冲撞

作为一个资深追星族，清
晰记得当年《人生》中的男主角
周里京，拿今天的话说他当时
就是“小鲜肉”。在《人生》之前，
周里京只是个普通演员，《人
生》之后，他一下子家喻户晓。

电影《人生》改编自路遥的
同名小说，由中国第四代导演
中的代表人物吴天明导演。片
中，陕北农村青年高加林满怀
抱负、心性甚高，当轻易改变命
运、名利双收、佳人在怀的机会
来临时，他选择与一直爱他、帮
助他的女主分手。结果女主嫁
给了别人，他成了别人眼中的
负心汉，最后工作和佳人都丢
了，只能灰溜溜地回村。

《人生》是路遥的代表作，
他的小说有强烈的时代感，人
物命运跌宕起伏，有强烈的冲
击力。当《人生》被拍成电影时，
谁演高加林？谁演刘巧珍？人们
很期待这部小说搬上银幕的样
子。当年的演员没有“鲜肉”“鲜
花”之说，周里京和吴玉芳为演
好角色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也
演活了片中人物：一个高傲地
不屈服于命运，一个卑微地跟
着爱人的脚步。

导演吴天明尊重了原著中
浓郁的民族风格，用流畅质朴
的电影语言讲述了年轻人在人
生和爱情面前不得不做出的抉
择。高加林是那个特定时代的
一个缩影，他一方面想要逃离
祖祖辈辈耕耘土地的生活，另
一方面又在城市中遭到各种挫
折，在这个过程中是价值观念
的纠结。电影上映后盛况空前，

人们争相进入影院观看。周里
京的年轻帅气，吴玉芳的美丽
质朴，抢占了当年电影的话题，
成了当红明星。影片获得了第
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
片奖，吴天明也确立了自己中
国电影史上第四代导演核心的
地位，女主角吴玉芳获最佳女
演员奖。

《今夜有暴风雪》
开创性的知青题材剧

《今夜有暴风雪》是山东电
视台拍摄的四集电视剧，我对
这部电视剧的记忆是模糊的，
只记得女主角裴晓芸在暴风雪
中冻僵在岗哨上，这部剧很好
看。这几天重温了一下，虽然网
络能找到的版本已经变得黯
淡，但电视剧如电影画面般的
丝丝入扣，现在看来仍是精品。

20世纪80年代初，反思伤
痛、呼唤新生的电视剧拉开了
现实主义题材的帷幕，《今夜有
暴风雪》是其中优秀的代表作
之一，它生动描述了知识青年
大返城前后那段令人难忘的历
史。1979年冬季的一个夜晚，
北大荒某生产建设兵团团部召
开紧急会议，八百多名知识青
年焦急等待着返城的答复。当
夜，工程连驻地只剩女青年裴
晓芸一人留守。因受父母“问
题”的牵连，她十年来第一次赢
得拿枪站岗的机会，感到神圣
而骄傲。但因团部迟迟做不出
决定，人们忘了换岗忘了裴晓
芸，她因忠于职守冻僵在岗哨
上。

这部只有四集的电视剧，
现在回忆起来仍然是宏大而震
撼的。该剧由孙周导演，这是他
执导的首部电视剧，孙淳、任
梦、王咏歌等主演。《今夜有暴
风雪》涉及了当时很少有人涉
足的领域，深刻揭示了一代知
青经历的痛苦、美好和磨难，展
示了他们对生活对情感所特有
的观念和思考，从题材上而言
是开创性的。它走出了电视剧
多写普通人家庭生活的框框，
在有限的屏幕上没有用过多的
笔墨描写某个人的遭遇和伤
痕，而是塑造了一群活灵活现
的人物群像，更多地赞美和讴
歌知青们的献身精神。

该剧是山东电视台继《武

松》《高山下的花环》后获得全
国“飞天”“金鹰”一等奖的“三
连冠”作品，开创了山东电视剧
创作的新局面。

《钟鼓楼》
现代的“清明上河图”

《钟鼓楼》是著名作家刘心
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
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在北京
钟鼓楼一带的故事。刘心武用
一种历史观察的方法来看改革
开放初期的北京市民，将他们
通过一件事情联系起来，再逐
个展现每个人的生活情况，看
似片段，无主题，却又有一条暗
线把所有人物串联起来。市井
的悲欢、几代人的命运，小说穿
越岁月烟尘，展示了极其丰富
多彩的社会场景，看其笔下的
动人世相，犹如翻开了城市记
忆的鲜活浮世绘，让我们更清
晰地看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
北京市民的社会生活状况……
被称为一部洋溢着浓郁京味的
现代《清明上河图》。这部小说
在改革开放以来蓬勃井喷的文
学作品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
放渐渐迈开步子，社会开放多
元了，有进步当然也有保守，城
市受到的影响大于农村，年轻
一辈接受程度肯定比老一辈
快。《钟鼓楼》中所写的就是这
些人物中的代表：荀磊、张秀藻
是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他
们拥有先进的思想文化与科
技，遇事理性，恋爱不再讲究门
当户对，他们与同样住在四合
院的詹丽颖形成鲜明对比，这
里同样住着没有接受过先进教
育，思想狭隘、自私粗鄙的人，
还有幕樱这一类思想过于“先
进”的人，为了刺激与新鲜，不
惜抛夫弃子；当然还有一群每
天在院里聊天的老人，上世纪
80年代初就已经出现了老人被
年轻一代忽视的问题。

在京味百科书《钟鼓楼》
中，每一个人在改革开放的大
潮中都有着不同的命运，牵动
着读者的心，读者会在他们的
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达到情
感与精神的共鸣，现在读来，仍
然很受触动。《钟鼓楼》是一部
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小说。

流流在在心心里里的的血血，，澎澎湃湃着着中中华华的的声声音音
炎黄子孙同唱一首“中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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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中国以崭新
的姿态迎来了新中国成立
35周年：这一年，中英两国
政府就中国收回香港问题
签署联合声明；这一年，射
击运动员许海峰为中国赢
得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
牌，国人的爱国情怀高涨。

《我的中国心》充分表达了
每个炎黄子孙的心声与自
豪；电影《人生》展现了年
轻人在人生与爱情中的矛
盾与抉择；知青题材电视
剧《今夜有暴风雪》展示了
一代知识青年对生活、对
情感所特有的观念和思
考，从题材上而言是开创
性的；京味百科书《钟鼓
楼》，则为我们展示了改革
开放初期北京市民的生活
状况和动人世相。

电影《人生》呈现了当时年轻人的矛盾与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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