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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歌曲，点亮城市梦想

“好韵济宁”，走出去的创新表达

为开拓学生视野，丰富寒
假生活，激发孩子们对地质文
化的热爱，星海艺校三3班的同
学们在寒假伊始开展以“探索
地质科学 争当科普少年”为
主题的研学活动，让同学们进
一步感受到了地质文化的魅
力。

走进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
陈列馆，琳琅满目、五颜六色的

岩石与矿物，引得同学们兴奋
不已。活动中讲解员带领同学
们认真参观了陈列馆内各类矿
石标本、山东重要矿产分布以
及山东主要地层等，细致地介
绍了各种地质勘查工具与方
法。同学们不仅开阔了眼界，同
时也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赞叹
不已，对地质科学充满了好奇
心、想象力和探索欲。

此次研学活动，不仅激发
了同学们对地质科学探究的兴
趣，还增强了同学们“爱护环
境，保护地球”的生态环保意
识，树立了“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
念，更加爱护人类赖以生存的
地球环境。

（通讯员 星海艺校 贺
婷婷）

探索地质科学 争当科普少年

作品丰富有内涵
唱出济宁人情感羁绊

《晚风吹过太白楼》《我想来
济宁找你》《济宁姑娘》《我的济
宁老家》……首首原创歌曲取材
于济宁人耳熟能详的特色元素，
既歌颂儒家经典、太白诗仙，也
唱和运河边的蛙声蝉鸣、竹竿巷
磨得发亮的石板路。男声独唱、
男女二重唱、女声小合唱等丰富
歌唱形式，令人身临其境，再次
认识济宁、了解济宁。

“演出太精彩了！”现场观众
李一梅兴奋地说，“这样集中地、
连续地聆听关于济宁的好歌好
曲还是第一次。歌曲不仅曲调悠
扬、余音绕梁，令人久久不忘，而
且歌词细品起来，也极有味道。”
李一梅尤其喜欢歌曲《长歌千
年》，“曲调磅礴大气，令热情、自
豪感充盈心中。其中‘长歌千年，
唱出正气浩然。厚土高天，泱泱
儒风存心间’副歌的几句歌词，
堪称济宁人的写照。儒家文化、
运河文化，已然成为我们最难以
割舍的情感羁绊。”李一梅补充
说。

本次文艺演出是“好韵济
宁”——— 2023年原创歌曲征集活
动成果的集中展示。2023年4月，
济宁向全国发出邀请，征集富含

“济宁元素”的原创歌曲。历时9
个月，共收到来自全国的歌词作
品579首，共评出36首入围作品，
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
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音乐文
学刊物《词刊》刊发本活动歌词
28首，其单活动刊发数量为历史
之最。此外，共收到歌曲作品537
首，经十余位专家教授采用隐名
编号的方式，共评选出一等奖2
首、二等奖5首、三等奖9首、优秀
奖29首。

中国音乐家协会《词刊》编
辑部主任徐春晓对作品给予高
度评价，“济宁是儒家文化的发
祥地，历史文化厚重，依托丰富
的文化资源，词曲作家们创作的
作品内容也比较丰富。从不同角
度展现了济宁的人文历史、自然
风光、风土人情、城市风貌、精神

内涵。”“从整体上来看，主办方
前期工作做得比较周到、细致，
作品各有特点。孔孟、运河、水
浒、李白、微山湖等济宁当地的
独有意象，给予创作者们较好的
取材空间，令歌词、谱曲富有内
涵。而且，这些作品都很好地展
示了孔孟之乡的人文之美、自然
之美、生活之美、发展之美、精神
之美。”中国音乐家协会《词刊》

《歌曲》《儿童音乐》特邀编辑付
广慧补充说。

实地采风读济宁
文化沃土滋养好歌曲

好歌好曲的诞生，离不开采
风活动的走深走实。为更好地传
播济宁声音，济宁邀请了国内知
名词曲作家及团队实地采风，感
受浩荡儒风，汲取创作灵感。

济宁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王贵龙介绍，采风活动行程设置
以孔府、孔庙、尼山圣境、孟府、
孟庙及运河特色景点为主，全面
呈现济宁的人文历史、自然风
光、风土人情、城市风貌、精神内
涵，总体遵循“既体现孔孟之乡

的深厚底蕴，又展现现代济宁的
城市之美。”

“济宁是孔孟之乡、儒家文
化的发源地，是一个人杰地灵的
地方。可以说，济宁处处都有独
特的美、魅力的歌。”中国音乐文
学学会常务理事、福建省宁德市
文联副主席、宁德市音乐家协会
主席吴岩锦说，他在夜游运河
时，导游姑娘唱起乔羽先生的

《一条大河》，让人心生神往。“济
宁人性格热情、大方，让我感觉
像回到家一样。他们的一张张笑
脸，就是‘好客山东’的最好印
证。”

甘肃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杨玉鹏曾先后4次到访济宁，并
作词《在尼山》。他说，济宁不是
一座能轻易“看透”的城市。“济
宁拥有丰富的底蕴和内涵，只有
多来、多看、多思考，才能更好地
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而且，每
来一次，都能看到新变化。”

“目之所及是璀璨温暖的万
家灯火，岸边的百姓沐着微风，
一边散步，一边哼起欢快的歌，
展现的是济宁人的幸福生活。”
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贵州省

省乐文学学会副会长丁杰不仅
对夜游运河久久不忘，在邹城后
八里沟村采风时，2200余村民集
体拍摄的“全家福”，也令他颇受
感动。“照片中从九旬老人到两
岁孩童，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人们生活富足、互敬
友爱、和谐相处，无不彰显幸福
感与归属感。”丁杰表示，这是济
宁人的幸福生活，也是中国老百
姓幸福生活最真实、朴素的体
现。

济宁是文化的沃土，自然也
是创作的沃土，词曲作家们纷纷
就地取材、汲取营养，挥手写就
济宁好声音。

好作品搭好平台
收获过亿线上阅读量

好声音要唱得响，更要传得
开。

相关歌曲制作完成后，齐鲁
晚报鲁南融媒中心、济宁广播电
视台，省市媒体为一首首金曲制
作了MV，并通过视频号、微博等
媒介向外广泛传播。“听好运歌，
天天交好运”“好词、好曲，济宁

宜人风光令人向往”“美美的旋
律，甜甜的歌，太棒了！给作者点
赞”“歌词很有内涵，曲调朗朗上
口 ，听 一 遍 就 会 唱 了 ，动
听！”……歌曲推出后，网友们纷
纷喝彩，点赞济宁好声音。

吴岩锦表示，本次活动，作
品风格多样、创作水准很高，既
有《好运歌》这样朗朗上口的作
品，也有《孔子说》这类以说唱迎
合年轻人口味的作品。此外，一
首首歌曲还配上了专门的MV，
这在类似的征歌活动中是很少
见的。他说，朋友圈里好多人都
分享了“好韵济宁”出品的歌曲，
全国各地的音乐创作者都给予
本次活动高度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目前，
#好韵济宁的微博话题阅读量
已达1 . 4亿，足见其影响力和覆
盖面，而且，相关数值仍在不断
攀升。

本次活动不只是好歌好曲
的魅力唱响，更是一座城市想要

“走出去”的创新表达，而源远流
长的优秀传统文化、魅力独具的
宜人景色，正是济宁“走出去”的
底气。“本次活动征集到的很多
歌曲，‘瞄准’的是济宁的特性和
特点，但辐射的是大家共同的朴
素情怀。比如《好运歌》，有潜力
在全国唱响。”杨玉鹏说。他的说
法，在网友留言中得到了认证。

“《晚风吹过太白楼》歌词写得意
境真美，通过歌曲让我认识到济
宁的太白楼、大运河。作为一名
诗词爱好者，有机会我一定要登
临太白楼，再逛逛这座城，看看
济宁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让李
白一住就是23年。”

近年来，济宁加快实施“济
风儒韵”文艺作品质量提升工
程，推出更多精品力作，全力冲
击国家级大奖，在建设全国一流
文化名市上力求实现新突破。王
贵龙曾坦言，词、曲即使一时不
被大众广泛接受，也没关系。相
信有这样丰沃的文化土壤，“鲜
花”盛放是迟早的事儿。

记者 陈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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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演出为济宁观众献上文化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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