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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监狱里唱救亡歌曲坚持斗争
!"#$年，那时的黄准名叫黄雨香，正在老

家江苏镇江上中学。随着抗战的爆发，黄准的
父母带她离开镇江，辗转到了贵州。她的姐姐
与姐夫是中共地下党员，姐夫名叫邵公文。黄
准在贵阳附近就读湄潭中学，中学里面也有
地下党，黄准在那里接受了爱国教育。

为了反对国民党当局不积极抗战，进步
学生们计划游行，黄准也参与其中。国民党当
局宪兵队将这些学生带到事先预备好的破木
板房里受训。黄准坐在稻草上，拿稻草往隔离
的木板缝里面捅，隔壁正好是“民先队”的领
导，于是两边便联系好统一行动，拒绝受训，
绝食抗议。绝食两天之后，国民党当局没办
法，把不重要的一部分人放了，另一部分关进
监狱。黄准年纪最小，依然被关进监狱。
“当时那个监狱是又黑又脏，一边一个大

炕，中间放一个很脏的马桶。再有一个铁门，
铁门有一个小门可以开的，送饭、讲话什么
的。”十二岁的黄准与四五个民先队女领导关
在一起，黄准叫她们大姐，和这些思想觉悟很
高的“大姐”们关在一起，她一点也不害怕。

当时的反抗方式，一个是喊口号，一个是
唱歌。黄准和大姐们便一起唱救亡歌曲，黄准
会唱很多，如《救亡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
头上砍去》等。国民党一天就送两餐饭。据黄
准回忆，“那饭就是很黑的米饭，里头都是石
头。”关了几天，国民党当局让黄准家人来交
保证金领黄准回去，只留下了两个领导，后来
据说是被枪毙了。

到延安去!进鲁艺
黄准回到家人身边后，姐夫便提出来两

个方案，送她到延安去，去鲁迅艺术学院学习；
或者进当时很进步的行知中学念书。黄准想
做抗日救亡工作，但年龄太小，她很喜欢唱歌，
便选择了延安。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姐夫便拜
托他人，一段路一个人，似接力一样，把黄准送
到延安。先从贵州到重庆，再从重庆到武汉，又
从武汉到西安，到了西安，黄准回忆说：“西安
办事处觉得我年龄小，可以让我坐汽车到延
安去，当时我等不及了，就跟着大概二十个青
年走了。走了二十几天，一路上有时候没有什
么吃的，不敢走大路，只能走小路。有时候在山
沟里，没人烟，就喝点山沟里的水。”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亦是黄
准本人音乐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就连“黄准”这
个名字，也是在延安改的。当黄准终于抵达延
安的时候，虽然面对未知，她却是满心欢喜：
“我们走上一个山坡，望下去就是延安的延河，
大家就一边跳啊，一边唱《延安颂》，开心得不
得了。”黄准联系到曾是贵州地下党的中国女
子大学学生王紫菲，王紫菲将黄准介绍给当
时鲁艺的教务主任田尉。当时鲁艺正好需要
小孩子的演员，便让黄准去考试。考试内容是
三个表情与一篇文章，比如当某个人正在前
面走，后面有人叫他，一回头给出一个表情，或
某个人正在缝衣服，有人叫他，这都是测试临
场反应。文章的内容则要求讲述自己如何来
到延安。黄准的文笔很好，文章写得很长，将自
己曲折的经历都记录了下来。后来，黄准便成
为了鲁艺戏剧系最小的学生。

从"一只羊#到冼星海的学生
“有一次演戏，演一个女儿，看到她爸爸

受伤了，快要死了，应该哭，结果我看到那个
爸爸很难看，就笑起来了。”对于一个小姑娘
来说，鲁艺充满了快乐。黄准没受过训练，一
上台就走神，不适应舞台演出，参与《生产大
合唱》演出，只能演一只羊，趴在地上“哼哼”。
鲁艺的教室全部都在窑洞里，窑洞仅能容纳
一二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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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只有一些简
单的油印讲义，全靠自己做笔记。在二期戏剧
系毕业后，因年龄太小无法和其他同学一起
上前线，黄准继续在鲁艺专为培养文艺综合
人才的普通班里学习了三个月。

黄准一进鲁艺便知道冼星海的名字，知
道了她会唱的很多抗日歌曲都是冼星海写
的。“冼星海这个人很幽默，很诙谐，不是那种
板着脸的人，对人很和气。面对我们合唱队
员，他指挥的时候，不是一本正经的。他教我
们唱歌的时候，也同时会讲很多故事。他经常
跟我们在一起讲他自己的出身，讲他怎么写
《黄河大合唱》，所以我们从他平常的讲话当
中就接受了他的教育了。在课堂里头他教乐
理，但是平常讲得更多的是他的创作。”

随着外界形势的逐步好转和稳定，鲁艺
改变学制，从每一学期半年延长至一年。在延
安求学的过程中，黄准的音乐天赋逐渐被发
掘出来。那时冼星海刚刚创作《黄河大合唱》，
她被安排参与《黄河大合唱》的演出。在合唱
队里，黄准认识了几个音乐系的学生，他们告
诉黄准，如果想进音乐系，就去跟冼星海说。
黄准真的去找了冼星海，冼星海对这个小姑
娘有印象，他说：“这个女孩子唱歌乐感不错
的，到音乐系来吧。”就这样，黄准成为冼星海
先生的“关门弟子”。黄准后来之所以选择作
曲为自己一生的事业，也是受冼星海影响的。

延安的教学条件和如今相比，着实艰苦，

每个学生每月的津贴是一块钱，用来买肥皂、
牙刷、牙膏等生活用品和铅笔纸张。有时偶尔
有余钱买上一个笔记本，黄准便会非常地爱
惜。然而黄准只感受到学音乐的快乐，她每天
跑到山坡上或山沟里练声，不论刮风下雪，坚
持不懈，并两次获得声乐考试第一名。结业
后，她成为鲁艺文工团的独唱演员。

与电影结缘!成为电影作曲家
%"&'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黄准到东

影厂演员剧团工作。时任厂长袁牧之与艺术
处长陈波儿找黄准谈话，希望她担任解放区
第一部短故事片的作曲，正是这次的任务，让
黄准开始了作曲之路。之后黄准又完成了《太
原战役》《踏上生路》和大型纪录片《新中国的
诞生》等影片的作曲。%"$(年，北京电影制片
厂成立，黄准从东影调进了北影，与导演史东
山合作了《新儿女英雄传》，这是北影厂第一
部故事片。%"(%年，黄准被调到了上海美术电
影制片厂，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动画片
《小猫钓鱼》作曲，黄准创作的插曲《劳动最光
荣》迅速流传开来，并获得第一届全国文艺作
品三等奖。%"(#年，黄准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的
《淮上人家》摄制组报到，从此便在上海电影
制片厂扎根直到离休。
“他说一部电影若有百分之五十的音乐，

那一定是部好电影。”黄准回忆谢晋认为音乐

对电影非常重要。)*%$年是谢晋导演逝世十
周年，黄准与谢晋曾有过五次合作，每一次都
成了经典。黄准认为正是谢晋给了她很多发
挥空间，才让她有了更多的灵感。谢晋每次与
她沟通时，只涉及构思、风格，而不作硬性要
求。并且黄准总是从项目最开始就参与采风，
在生活中积累素材。%"(+年黄准为《女篮五
号》创作插曲《青春闪光》，%"'*年为《红色娘
子军》创作家喻户晓的《娘子军连连歌》，%"'(
年《舞台姐妹》中的《台外尚有台》《年年难唱
年年唱》《朗朗天空任鸟飞》等插曲，黄准又将
越剧融入其中，这些歌曲各具特色，影响深
远。%"+(年为电影《春苗》创作《春苗出土迎朝
阳》。%"$,年为电影《牧马人》作曲《敕勒川》，
曲调悠扬，由刘秉义演唱，振奋人心。

自告奋勇创作$娘子军连连歌%

《娘子军连连歌》是黄准艺术生涯的高
峰。%"("年初夏，在上影厂大门口谢晋叫住黄
准，给了她一个剧本，名叫《红色娘子军》。黄
准一口气读完后，被深深吸引了，第二天便找
到谢晋，表示自己非常有兴趣为其作曲，并且
提出要尽快到海南岛体验生活。于是，谢晋向
厂里领导申请，谢晋与黄准等人前往海南。这
种情况绝无仅有，因为除了音乐片，作曲人员
都是在摄制组成立之后才参与进来的。最开
始时，黄准想通过拍摄现场的几位老红军，找
一首现成的连歌，但是没有合适的，也有人建
议直接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黄准决定自
己创作，谢晋不相信黄准能写出符合要求的
连歌，黄准向谢晋据理力争，因为当时她脑子
里已经有了雏形。黄准用了半年时间在海南
体验生活、积累素材创作，她把当地民歌的曲
调放进作品中，使得连歌充满力量且旋律能
够兼顾当地的特点。当她写出第一段初稿，唱
给谢晋听了之后，很快被采用了。随着影片的
上映，《娘子军连连歌》传遍大江南北。

如今，面对“口水歌”风潮，希望音乐能够
有意义的黄准，对音乐创作依然坚持自己的
看法：“很多人喜欢把音乐当作随口的创作，
没有音乐的规律而是把说的话加上调调。作
为表演，这样的创作未尝不可，不过流行和流
传不一样。想要流传下去的音乐需要创作者
更多的投入和奋斗。”在黄准眼中，音乐“要能
把一个时代的精神放进去”，要有激情和感
动，如果音乐人自己不投入，而只被浮光掠影
吸引，就找不准时代的精神。

对于这首歌，黄准融入了太多的感情，以
至于在最后一次混录时，情不自禁流下眼泪。
黄准说：“当时坐在我身旁的谢晋好像察觉了
我的激动，不停地问，‘你怎么啦，你怎么啦？’
我回答不出，只说了一句‘我今后大概没机会
再写出这么完整的电影音乐了！’他说‘你太
没出息了，以后的好戏多得很，会有你的好戏
的。’随后他给我讲起了他正在构思中的《舞
台姐妹》的故事。”

在没有剧本的情况下，黄准又答应了为
谢晋《舞台姐妹》作曲，她跟着导演、编剧到绍
兴采访越剧艺人，长时间跟着摄制组跑来跑
去拍戏。黄准之前对越剧并不熟悉，但这个戏
让她后来喜欢上越剧，并且和越剧表演艺术
家袁雪芬、徐玉兰、王文娟、傅全香等都建立
了友谊。黄准的创作并不是照搬越剧选段，而
是挑选经典旋律作为主体的再创作，同时融
入绍兴风貌，如《年年难唱年年唱》便是在古
纤道中获得的灵感。

黄准，那个当年延安鲁艺最小的学员，如
今已经 ",岁。$*年过去了，她还是能够清楚
记得那段岁月，能够细数求学时同学、朋友的
名字。从她的回忆中，我们也依稀能够望见往
日的峥嵘。

鲁迅艺术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专门培训抗战文
艺干部的高等学府。1938年，鲁艺成立，最小的学员只有12岁，
她名叫黄准。黄准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创作电影音乐的女作
曲家，她先后为《留下他打老蒋》《家》《蚕花姑娘》《青春万岁》《蹉
跎岁月》等多部电影作品配曲，特别是与著名导演谢晋的多次合
作，为中国电影史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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