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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宇
实习生 刘小青

《大海啊故乡》
抒发爱国爱乡之情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
就是我故乡……”《大海啊故
乡》是中国第一部反映海员生
活的影片———《大海在呼唤》中
的主题曲。由王立平作词作曲，
东方歌舞团著名歌唱家朱明瑛
首唱。歌曲表现了主人公对大
海、故乡和祖国深挚的感情。
1983年，在中央电视台首届春
节联欢晚会上经郑绪岚演唱
后，火遍大街小巷，此后歌曲被
多位知名歌手翻唱过。

《大海啊故乡》虽然没有气
壮山河的气势，没有华丽满溢
的旋律，但它胜在朴实中见真
情，温暖中见力量。歌词从“小
时候妈妈对我讲”开始，通篇质
朴纯真，如叙家常，但情深意
长，感情真挚，有深刻的内涵。
它借助浓郁的抒情色彩和优美
秀丽的曲调，表达了对大海的
思念与赞颂，抒发了对哺育我
们成长的故乡和祖国的热爱之
情，是一首深受欢迎、脍炙人口
的抒情歌曲。

这首歌之所以一直深受人
们的喜爱，是因为它有一个博
大的主题——— 爱。它表面上是
对大海、对故乡的爱，实际上是
歌唱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
向往，对伟大祖国的歌颂与祝
福。王立平曾说，这首歌应该说
是一首关于爱的赞歌，“对童
年、对大海、对母亲、对生活、对
祖国的一种赞美和深深挚爱。”
都说音乐是无国界的，其魅力
会打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
景下的人们。正因为如此，这首
歌不仅在国内广为传唱，同时
也深受海外华侨和外国人的喜
爱，更是不少音乐会及歌舞晚
会上的保留曲目。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越
来越多的国人离开家乡求学、
做生意、环游世界……在许多
抒发思乡、爱国之情的歌曲中，

《大海啊故乡》始终广为传唱。

《咱们的牛百岁》
农村喜剧片经典之作

《咱们的牛百岁》是一部反
映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生活的
影片。它以农村开展联产承包
责任制为背景，通过五个没人

要的“刺儿头”社员跟随小组长
牛百岁之后逐渐转变的过程，
体现了新农村建设时期人们思
想的变化，表达了人与人之间
团结互助的精神。影片贴近生
活，节奏明快，上映后即风靡大
江南北，在全国不少地方甚至
每天24小时放映，创造了数亿
人次的观影纪录。

编剧袁学强是土生土长的
农村人，他根据当时胶东农村
的实际情况创作了剧本。电影
中每个演员都选得特别好，像
陈裕德扮演的懒汉田福，梁庆
刚扮演的牛百岁等等，回头来
看，几乎都是非他莫属的选择。
当时已经是大明星的王馥荔扮
演的寡妇菊花，更是让人刮目
相看。让深受观众喜爱的“天下
第一嫂”王馥荔演个骂大街的
泼辣寡妇，别说演员本人，就是
很多观众都不接受，但让剧组
没想到的是，演完这部电影后，

王馥荔“天下第一嫂”的称号反
而叫得更响了。

《咱们的牛百岁》在笑声
中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
达，温情、乐观、昂扬，是一部
散发着乡土气息、生活气息，
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农村题
材喜剧片。因为对时代主流意
识形态的积极响应、民间性的
审美取向，电影受到不同层次
观众的喜爱，真正做到了雅俗
共赏。电影上映后，“牛百岁”
就成了一个代名词，“工厂里
的牛百岁”“县里的牛百岁”
也随即出现在人们的话语中。
影片获得了文化部优秀故事
片奖一等奖，第7届大众电影
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如今回过头来看，虽然影
片处处打着改革开放之初的
时代烙印，但其深入到中国农
村的伟大变革中开掘主题，通
过牛百岁这一形象，展示了中

国农村新的事物和新的人物，
提出了新时期农村共产党员
的时代觉悟和模范作用这一
重要课题，这一点直到今天仍
值得关注。

《霍元甲》
激发拳拳爱国心

20集电视剧《霍元甲》是徐
小明执导的香港古装武打片，
1983年引进内地之时盛况空前。
很多人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
一部电视剧首播时能万人空巷，
重播还能万人空巷的，那就非

《霍元甲》莫属了。
《霍元甲》由黄元申、米雪、

梁小龙主演，生动描绘了清末
著名武术家霍元甲富有传奇色
彩的一生,剧中漂亮的武打场
面至今令人难忘，尤其是大侠
霍元甲和陈真强烈的爱国精神
深深感染了当时的人们，大大
激发了中华儿女的民族自信心
和爱国主义热情。“冲开血路，
挥手上吧，要致力国家中兴，岂
让国土再遭践踏，个个负起使
命……”主题歌《万里长城永不
倒》正气凛然，唱得人热血沸
腾，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张口
就来。

《霍元甲》不仅让黄元申、
梁小龙和米雪等人迅速成为内
地几代人的偶像，还引发了内
地武侠文化的热潮和学习粤语
的热潮。该剧之后迅速拍摄了

《陈真》和《霍东阁》两部续集，
内地也借机推出了不可计数的
由电视剧衍生出的小说和新编
故事，较有影响的是《霍元甲陈
真传》《津门大侠霍元甲》，就连
小人书也风行一时，全国有不
少人在练习迷踪拳，到处在谈
论霍师父。

作为一部曾引得无数中华
儿女荡气回肠的经典剧集，《霍
元甲》能够让我们找回逝去的

武侠记忆！更重要的是，《霍元
甲》给国内影视剧市场带来了
一股势不可当的武打片风暴：
剧中实打实的真功夫和武打场
面，看起来过瘾且对后来的武
侠影视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那以后，层出不穷的以武打
为主题的各类作品风靡一时，
同时也造就了国内外一拨又一
拨的武侠迷。

《花园街五号》
唱给勇士的赞歌

《花园街五号》是当代作家
李国文的代表作，也是影响较
大的“改革文学”作品之一，刊
于《十月》1983年第4期。写“花
园街五号”这座特殊建筑物里
发生的故事，其实关注的是改
革对整个社会尤其是人的思
想、道德、伦理观念带来的变
化。

小说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
花园街五号那座洋房和韩大宝
这一艺术形象。花园街五号既
是一个建筑物，又是一种历史
的象征物。韩大宝不仅仅是一
个人物，而是象征着一个狂热
的、缺乏理性的时代。作品通过
这个富有象征性的人物告诉人
们，人和社会一样，摆脱过去完
成自我更新不是轻而易举的。
小说把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
的认识统一起来，在展示历史
发展艰难曲折的同时，揭示了
现实社会改革的历史必然性。
从总体上看，小说充满乐观主
义精神，这种乐观精神也是一
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情绪。

李国文是一位具有高度社
会责任感的作家，《花园街五
号》是他在改革这一社会大背
景下创作出来的。正如他自己
所说，“创作这篇小说是想为在
这场变革中，披荆斩棘、冲锋陷
阵的勇士斗士唱一支赞歌。大
家来关心这场改革，支持这场
改革，并且投身到这场改革洪
流中来。”

“改革文学”是继“伤痕文
学”之后出现在新时期文坛上
的一股创作热潮。1983年至
1984年间，描写社会改革的作
品形成了一个创作高峰，在社
会上颇为轰动。用文学反映改
革开放的火热生活，记录中国
社会发生的深刻变革,“改革文
学”的兴起是时代潮流与作家
社会责任感相契合的产物，至
今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文学作
品仍层出不穷。

万万里里长长城城永永不不倒倒
千千里里黄黄河河水水滔滔滔滔
这一年，改革开放中的新事新人出场

1983年，被称为高档消
费耐用品的电视机、收录
机大量进入寻常百姓家，
为欣赏文艺作品提供了有
利条件。这一年，首届央视
春节联欢晚会登上荧屏，
从此年年与全国观众见
面，以至于发展成为新的
民俗；这一年，时代潮流与
创作者的责任感相互激
荡，爱国、乐观、昂扬向上。
歌曲《大海啊故乡》传唱大
街小巷；电影《咱们的牛百
岁》创数亿人观影纪录；内
地首次引进的港剧《霍元
甲》掀起了爱国和武术热
潮；李国文的小说《花园街
五号》，为改革中披荆斩棘
的勇士们唱响了赞歌……

电影《咱们的牛百岁》创下了数亿人次的观影纪录。


	A1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