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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幸福福的的花花儿儿心心中中开开放放
爱爱情情的的歌歌儿儿随随风风飘飘荡荡
文艺充分回应和表达了人们的期盼

本报记者 张宇
实习生 杨丽宁

生活充满阳光
爱情的歌儿比蜜甜

不管在哪个时期，音乐都能给人们
最好的感情慰藉，也常常是人们生活和
内心的真实写照。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开始走向致
富之路，这个时候的歌曲是理想、浪漫
的曲调，最具代表性的是1979年电影

《甜蜜的事业》的主题曲《我们的生活充
满阳光》。《甜蜜的事业》是部宣传计划
生育的喜剧故事片，拍得饶有趣味，主
题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开朗、明
亮、感染力极强，再加上于淑珍的演唱，
更加亲切动人，在当时十分受欢迎。“幸
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歌儿随风飘
荡，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歌曲描
绘了那个时代人们蓬勃向上的精神面
貌，生活和社会的开放让人们品尝到了
爱的甜蜜。

这首经典歌曲的背后，还有一段关
于署名的故事。据著名导演秦志钰回
忆，《甜蜜的事业》拍摄时，做导演谢添
助理的她心血来潮写了八句歌词，并起
名为《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著名作曲
家吕远和唐诃用了三拍子的圆舞曲表
达爱情的美好和浪漫。曲子出来后，吕
远和夫人又一起加写了第二段，于是有
了“并蒂的花儿竞相开放，比翼的鸟儿
展翅飞翔”这样美好的词句。一首爱情
歌曲就这样诞生了。

在那个不计较个人名利的时代，

《大众电影》索要歌篇刊登时，秦志钰谦
虚地写上了“集体作词”。之后，许多报
刊转载此歌都用了这一版本，就连全
国广播电台评选的15首优秀歌中也写
着“集体词”，以至于30多年后央视音
乐频道都不知道这首歌的词作者究竟
是谁。

这首歌在当时传唱度极高，1984年
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还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选入亚太地区音乐教材。除此
之外，这首歌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
男女还另有一番特别的影响，因为歌词
与人们当时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倾向特
别吻合，积极向上同时又充满了浪漫情
怀，几乎是那个时代的爱情代言歌曲。
影片中，这首歌响起时，男女主人公追
跑的场景也成了那个时代表现青年男
女恋爱的标志性画面。

报晓春天
电影《小花》绚烂绽放

1979年，改革的春风唤醒了文化
艺术界的勇气和激情，电影创作以拥
抱的姿态与世界文化“久别重逢”，电
影《小花》就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它
以1947年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
攻战争为背景，讲述了两个“小花”的

故事。
从1979年开始，中国电影出现了历

史上少有的创新浪潮，其中战争片创作
是一股重要的力量。在电影创作之中，
对不同题材给予了人性化的解释。在

《小花》中，战争的呈现是背景式的，战
争中人物的命运和情感才是重点，这让
当时看惯了传统战争片的观众耳目一
新。而且《小花》较为罕见地以女性角色
塑造为主，开始给予女性更多的角色空
间和话语空间。

说起《小花》，大家印象深刻的一个
是演员，一个是音乐。片中陈冲扮演的
山村姑娘之所以一下子迷倒观众，是因
为她将乡下姑娘的清纯和城里姑娘的
美丽大方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塑造了一
个符合观众审美趣味的小花。片中的

“另一朵小花”刘晓庆和“哥哥”唐国强
也因此走红。李谷一演唱的片中插曲

《妹妹找哥泪花流》特别有感染力，成了
当时的流行金曲。

《小花》被赞誉为“报晓中国电影春
天的一朵小花”，它不仅极大地开拓了
中国军事题材电影的艺术空间，也标志
着中国电影创作新时期的到来。自此，
以《小花》《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
为标志的创新浪潮，从根本上改变了新
中国电影的创作面貌。在逐渐打开国

门、放眼世界的时代，观众重新涌进电
影院，燃起了对电影的热情。

《有一个青年》
展示年轻人转变的力量

作为大众最喜闻乐见的休闲娱乐
形式，电视剧创作的改革和转变有着不
可忽视的影响和意义。1979年最具代表
性的电视剧，应该是张铁林和方舒主演
的《有一个青年》。

《有一个青年》讲述了一个在“文
革”中失去正常学习机会、知识贫乏的
青年不甘现状、勇于追求，终于取得科
研成果的故事。故事以青年工人顾明华
和女青年徐薇之间微妙的感情变化作
为主线，通过顾明华由粗俗到文明的转
变过程，表达了对以顾明华为代表的一
代人的理解和宽容。

1 9 7 9年，中国开始重新梳理思
想，改革和反思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物质生活丰富了，精神环境也轻松和
谐，时代的变化让涉世未深的年轻人
陷入了迷茫的状态。作家张抗抗最早
敏锐地发现了那一代青年在“玩世不
恭的行为下掩盖着的痛苦和追求向上
的心”，以新的视角诠释了当时青年
人的精神状态，并试图触摸他们深层
的心理需求，即肯定、引导和善意地
对待他们。

《有一个青年》带给了观众很新鲜
的体验和感受，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
响，它是国内电视剧刚起步时的代表
作。虽然叙述方式、表现手法显得幼稚，
并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但是这部电视
剧足以使我们去了解改革开放初期的
中国，审视这个时期社会和人们的精神
状态。

一波三折
《第二次握手》得以面世

在1979年出版的作品中，张扬所著
的《第二次握手》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在
人们已经习惯于阅读以工农兵为主角
的文学作品之际，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
事业生活爱情的小说《第二次握手》，塑
造了苏冠兰、丁洁琼、叶玉菡三个试图
走科学救国道路的科学家形象，赞扬了
知识分子为国为民积极向上的人生追
求，这是它的时代精神之所在，其影响
和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在中国现代文学
发展史上，《第二次握手》有着承上启下
的意义。

《第二次握手》的面世可谓一波
三折。1 9 6 4年，张扬初写《第二次握
手》时刚20岁。最初它只是一篇名为

《浪花》的短篇小说，其后，手抄本风
靡全国。《第二次握手》在流传过程中
还出现《香山叶正红》《归来》等各种
版本。然而，这本书的流行在“文革”
中却给张扬带来了牢狱之灾，他在狱
中待了4年，直到1979年获释。同年，
该书正式出版，发行量超过400万册，
这意味着一个文学时代的解冻。1979
年，重病未愈的张扬坐在病床上又将
20多万字的手稿改写成了28万字的
修订稿。后来，张扬在谈到这部小说
时说，“这本描写知识分子生活的书
一直被读者喜爱，因为它赞美了美好
的爱情、爱国主义情怀，以及对知识和
真理的追求。”

《第二次握手》可以看作是当时许
多手抄作品的缩影，进入新时期后，它
们的正式出版又成为思想解放的一面
旗帜。《第二次握手》至今仍居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发行量之
首，被称为“感动过整整一代人”的长
篇小说。

1979年，改革的春
风唤醒了文化艺术界的
勇气和激情：图书馆中
的书籍种类多了起来，
年轻人不再藏掖对爱情
的憧憬，《第二次握手》
正式出版，被称为“感动
过整整一代人”的长篇
小说；电影电视剧创作
发生了改变，以《小花》
为代表的创新浪潮来
临；大街小巷、田间地
头，人们哼唱着旋律轻
快且多样的歌曲。改革
开放让人们真切感受到
了社会和生活的各种变
化，真的像歌中唱的那
样“我们的生活充满阳
光”。春风之下，文化艺
术充分回应和表达了人
民的殷殷期盼。

因出演《小花》，陈冲获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刘晓庆当年也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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