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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歌德

!"#$%"& '$$("&

银色专列

! ! ! !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由黄准作
曲、作为开幕影片的 !"修复版《舞台姐妹》
在沪首映。这部 #$年前拍摄的影片经修复，
以鲜明的色彩、原汁原味地与观众再次见
面。“年年难唱年年唱，处处无家处处家，只
要河流水不断，跟着流水走天下。”当影片插
曲《年年难唱年年唱》响起时，观众感谢黄准
带给他们的音乐依旧魅力十足而向她致敬。

今年 %%岁的黄准是新中国第一位进
行电影音乐创作的女作曲家。自 &'!(年开
始为影片《留下他打老蒋》作曲后，她已为
#$多部电影和 )$$ 多部集电视剧谱写了
音乐。其中《小猫钓鱼》《红色娘子军》《蹉跎
岁月》等影视作品的主题歌曲，更是风靡全
国。)$$*年以来，她先后荣获了“当代中国
电影音乐终身成就奖”“中国音乐金钟奖终
身成就奖”“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我曾
多次采访过黄准老师。“只要观众喜欢，就
是对我最高的奖励！”这是她的心声。

当年鲁艺最小的学员

&'+%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岁
的黄准就奔赴延安，成为鲁迅艺术学院年
龄最小的一名学员。“鲁艺”建在延安城北
门外的山坡上，无论是教室课堂还是宿舍
住房全部都在窑洞里。窑洞面积比较小，最
大的也只能容纳一二十个人上课，课堂墙
上挂着一面黑板，学生坐的则是用木桩子
铺的木板条。他们基本没有课本，只有一些
简单的油印讲义，上课全靠自己做笔记。

黄准在鲁艺，开始学的是戏剧，后来音
乐系主任冼星海收下她这个“关门弟子”，
从戏剧系转到了音乐系。正是这一调整，改
变了黄准的艺术之路。她很刻苦，每天跑到
山坡上或山沟里叫嗓子练声，不论刮风下
雪，都坚持不懈。一学期下来，她不仅取得
了良好的学习成绩，两次获得声乐考试第
一名，成为音乐系的高材生，而且后来在大
连演出《黄河大合唱》时，居然担纲了女声

的独唱，且反响强烈。

跨进电影音乐的大门

&'!,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黄准
来到该厂演员剧团。在那年举行春节联欢
会时，创作了一首女声二重唱的歌曲，被厂
长袁牧之和艺术处长陈波儿看中，遂将正
在拍摄的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的作曲
任务交给了她。想不到这部作品获得了成
功，自此，开始了她的电影作曲之路。

&'*&年，黄准调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
厂，接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动画片《小猫
钓鱼》作曲。让她欣慰的是，《小猫钓鱼》中
的插曲《劳动最光荣》，以它明快上口的旋
律很快流传开来，并获得第一届全国文艺
作品三等奖。&'*+年，一声调令，要她到上
海电影制片厂《淮上人家》摄制组报到。从

此，在上影厂她干到离休。
在上影厂，黄准和诸多著名导演进行

过合作，如和张骏祥导演合作了《淮上人
家》《燎原》，和吴永刚导演合作了《秋翁遇
仙记》。她与谢晋导演合作最多，先后为《女
篮 *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春苗》
《牧马人》等影片作曲。黄准老师告诉说，当
年这些作品，都是深入生活后的创作成果。
比如创作《红色娘子军》主题曲时，她三下
海南深入群众生活，才有了灵感：“我们当时
创作电影歌曲，很注重吸收民间音乐精华，
曲子歌词都经过反复修改打磨，提炼后才进
行音乐语言创作。出精品和作者的投入有
关，如果随口哼哼就算是歌，歌词押韵就能
拿来唱，那很难会有深入人心的作品。”

晚年生活是%人生金秋&

&'%(年，黄准离休了。但她的创作热情
并没因此衰减。劳累了一辈子，原本想休息
休息的她，一部优秀电视剧《蹉跎岁月》的音
乐，特别是主题曲《一支难忘的歌》，她请关
牧村演唱后，风靡全国，这让她打开了荧屏
音乐的大门。这时正是我国电视剧发展上升
期，《中国姑娘》《廖承志》《东南游击队》《滑
稽春秋》等电视剧编导一个个亲自找上门请
她作曲。黄准是个重情义的人，艺术的需要，
她难以推托，最后却让自己忙得不亦乐乎。

黄准老师用“人生金秋”来形容她的晚年
生活，“位卑未敢忘忧国，老骥伏枥志千里”。
她说：“我这一生并没有什么更大的作为，但
我的晚年生活依然离不开音乐。因为音乐不
仅给我带来事业，更给我带来欢乐。”

尽管年事已高，有关影视音乐的大创作
已停止，但她关注时事、关心社会，沸腾而美
好的生活，仍抑制不住她创作的念头。

)$$%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她马上提
笔撰写了抗震救灾歌曲《阳光的家》。之
后，她还与李岚清同志合作创作了国际儿
童电影节节歌《张开银幕的翅膀》。

去年，由上海市民文化节指导委员会指
导，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上海音乐家协会等
单位承办的“写给城市的歌”活动在社区展
开。黄准也热情地参加了比赛，递交上参赛
作品《梧桐情，社区梦》。她说，“我在徐汇区
湖南街道住了快 ,$年，窗外都是梧桐树。走
在街上，特别有感觉。”创作这首歌她只花了
两三天时间，可加工修改却用了一星期。那
天，她还特地赶到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参加展
演，她感慨地说：“我年纪大了，可创作热情
还在，对生活的理解还在。”

近年来，她不忘整理修订，结集创编了
《黄准创作歌曲集》《黄准声乐作品精选》，
亲自动笔撰写的《向前进，向前进———我的
自传》，都已一一出版。

今已 %%岁的黄准，精神矍铄，思路清
晰，谈到养生之道，她也毫无保留：“我信奉
华佗说的，‘动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
得生。’”她平时注重锻炼，做健身操是每天的
“必修课”，)$年来坚持不断。有时外出参加
社会活动，短途的，她都走着去。“持之以恒的
锻炼使我获益匪浅，增强了我机体的抗病能
力，提高了我的身体素质。而今我已是米寿老
人，还能参与社会活动，运动功不可没。”
“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读着她那

本自传，一阵钦佩之感油然而生。黄准老师
那不平凡的艺术人生，让我们分享了她的
幸福和快乐。而“向前进，向前进……”的旋
律，将激励我们永远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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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老伯英勇灭火

近日! 奉贤海湾镇居民李

老伯在家烧菜! 因煤气火焰调

得太大! 油温过热! 油溅了出

来!正巧溅在了火苗上!火苗直

往上蹿!由于灶旁都是油污!火

势一下子就蔓延了开来" 炉灶

上方的油烟机# 厨房间的电线

和屋顶都烧了起来!浓烟滚滚"

这时! 正好 !"岁的邻居

徐老伯经过! 他看到黑色浓烟

从窗口涌出! 三步并作两步直

冲上 #楼" 这时整个厨房间里

已经布满了黑烟! 火也越来越

大了" 徐老伯沉着冷静地先关

掉液化气钢瓶!切断房间电源!

打开水龙头! 抓起旁边的脸盆

打水灭火"经过一番努力!火灭

掉了! 虽然厨房已经被烧得不

成样子! 但所幸没有造成严重

的后果"

据消防人员介绍! 因为这

里每家每户都用液化气钢瓶!

如果没有徐老伯的义举! 整幢

楼都将毁于火灾! 后果也不堪

设想" !丛歌"

老人喜看德国木偶剧

近日! 杨浦区五角场镇文

化中心与上海木偶剧团共同举

办 $木偶文化进社区% 活动!

"$$ 余位社区老年居民慕名

前来观看德国木偶剧展演 &非

凡之旅'"两位德国表演艺术家

激情洋溢地演绎出在游轮上不

同人相遇后发生的趣事" 短剧

融合了木偶# 音乐与舞蹈等元

素!令社区老年观众耳目一新!

一致拍手叫好" !魏鸣放"

%立冬&一起包饺子

立冬当日! 杨浦区殷行街

道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邀请老

人开展包饺子活动" 民间在二

十四节气之一的立冬有吃饺子

的习俗"为此!日间服务中心准

备了食材#炊具等物资!让老人

在包饺子#煮饺子#吃饺子过程

中! 感受暖意融融的社区大家

庭氛围"

科普助力社区居民消防

近日! 龙华街道机场居民

区请来徐汇区消防支队和一泰

公司的科研人员为社区百余名

中老年居民介绍无毒环保的水

基型灭火器的原理以及使用方

法"

在消防宣传周! 龙华街道

机场新村在街道综治办的指导

下!将$科技消防%列入向居民

宣传科普教育的重要内容" 通

过 &科普与消防' 电视片的播

映! 让居民学到了较为详尽的

科学灭火知识" !冯联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