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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顧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來的文化長卷時，那些驚艷了時光的歌曲亦是一條靚麗的脈
絡。從禮讚人民教師的《長大後我就成了你》到唱響改革開放偉業的《春天的故事》，從飽
蘸歲月情的《我們這一輩》到滿溢中國風的《清涼》與《閒》，著名作曲家王佑貴以一首首
經典歌曲記錄着時代，這位與共和國同齡的作曲家因而也被譽為 「時代之音的記錄者」 。

近日，王佑貴在北京接受了大公報獨家專訪。他表示，以全部熱情譜寫出能夠折射時代
變遷的音符，是自己畢生的追求與使命。正像自己以十年之功磨礪出的鋼琴協奏曲《春潮》
《追夢》《漁歌》一樣，它們將繼續 「春天的故事」 ，唱響中華之歌。

大公報記者 秦占國、張寶峰

一
九
六
三
年
，
香
港
遭
遇
六
十
年
一
遇
的
大
旱
。
﹁冇

水
了
！
﹂
﹁冇
水
了
！
﹂
廣
大
香
港
市
民
發
出
了
﹁淡
水
告

急
﹂
的
求
助
聲
。
當
年
，
時
任
國
務
院
總
理
周
恩
來
特
批
中

央
撥
款
三
千
八
百
萬
元
，
啟
動
建
設
東
江

—
深
圳
供
水
工

程
。
兩
年
後
，
東
江
水
被
引
入
香
港
，
解
決
了
香
港
同
胞
的

用
水
難
題
。

就
在
東
江
水
入
港
三
十
年
後
，
一
位
廣
東
朋
友
無
意
間

向
王
佑
貴
講
起
這
段
往
事
。
沒
想
到
，
作
曲
家
的
情
緒
和
靈

感
一
下
子
被
撩
撥
起
來
。
沒
過
多
久
，
一
曲
滿
是
柔
情
的

《
多
情
東
江
水
》
從
王
佑
貴
的
筆
下
流
淌
了
出
來
。
這
首
由

著
名
歌
唱
家
張
也
演
唱
的
名
曲
，
既
藝
術
化
再
現
了
香
港
與

內
地
血
濃
於
水
的
深
情
，
也
讓
王
佑
貴
與
香
港
結
下
了
不
解

的
情
緣
。

一
支
竹
笛
闖
樂
壇

一
九
四
九
年
，
王
佑
貴
出
生
在
湖
南
省
郴
州
的
一
個
小

山
村
。
十
五
歲
中
學
畢
業
那
年
，
王
佑
貴
硬
是
憑
着
一
根
破

舊
的
竹
笛
考
上
了
縣
文
工
團
任
演
奏
員
。
﹁我
家
當
時
離
學

校
有
三
十
里
的
山
路
。
每
次
放
學
在
路
上
休
息
時
，
我
就
會

拿
出
竹
笛
吹
母
親
唱
過
的
歌
。
幾
年
下
來
，
這
笛
子
也
越
吹

越
熟
。
﹂
畢
業
那
年
，
正
好
趕
上
縣
文
工
團
招
生
，
王
佑
貴

抱
着
試
一
試
的
心
態
，
吹
響
了
那
支
自
製
的
竹
笛
，
沒
想
到

贏
得
了
招
考
老
師
的
認
可
。

後
來
，
王
佑
貴
又
憑
藉
這
支
竹
笛
，
考
上
了
湖
南
師
範

大
學
藝
術
系
，
並
且
通
過
自
己
的
勤
奮
努
力
，
得
以
優
異
成

績
畢
業
並
留
校
任
教
。
做
了
大
學
教
師
之
後
，
他
又
先
後
到

武
漢
音
樂
學
院
、
中
國
藝
術
研
究
院
音
樂
研
究
所
、
中
央
音

樂
學
院
等
學
府
進
修
。

﹁古
董
﹂鋼
琴
譜《
春
天
的
故
事
》

一
九
九
四
年
，
詞
作
家
蔣
開
儒
將
一
份
詞
稿
交
到
王
佑

貴
手
上
，
請
他
譜
曲
。
﹁一
九
七
九
年
，
那
是
一
個
春
天
，

有
一
位
老
人
在
中
國
的
南
海
邊
畫
了
一
個
圈
…
…
﹂
原
來
這

是
一
首
描
繪
改
革
開
放
、
讚
頌
鄧
小
平
的
作
品
。
讀
着
讀

着
，
王
佑
貴
的
思
緒
漸
漸
飄
遠
…
…
﹁青
年
時
期
，
我
曾
經

在
鄉
下
務
農
長
達
七
年
之
久
，
正
是
因
為
小
平
同
志
出
來
主

持
工
作
，
我
們
這
一
代
人
才
有
機
會
回
到
校
園
。
我
也
是
那

個
時
候
考
上
的
大
學
，
走
上
了
自
己
熱
愛
的
音
樂
之
路
。
﹂

有
了
發
自
肺
腑
的
情
感
，
王
佑
貴
拿
起
鉛
筆
，
像
素
描

家
畫
畫
一
樣
，
在
鋼
琴
前
，
時
而
深
沉
低
唱
，
時
而
高
亢
作

歌
，
時
而
手
舞

足
蹈
，
時
而
靜

坐
不
動
，
《
春
天
的
故
事
》
的

最
初
版
本
就
這
樣
誕
生
了
。
後
來
，
另
一

位
詞
作
家
葉
旭
全
也
參
與
到
改
編
之
中
，

三
位
藝
術
家
共
同
打
磨
，
最
終
將
這
樣
一
首
禮
讚
改

革
開
放
的
經
典
之
作
呈
現
在
了
世
人
面
前
。

其
實
，
在
創
作
這
首
歌
的
過
程
中
還
有
一
個
小
插
曲
。

﹁譜
曲
時
，
我
總
覺
得
哪
裏
不
對
。
﹂
王
佑
貴
回
憶
說
，

﹁那
天
當
我
睡
到
凌
晨
三
點
多
，
突
然
想
起
戲
曲
中
表
現
大

人
物
的
場
面
，
都
有
個
鳴
鑼
開
道
的
氛
圍
，
何
況
是
一
位
偉

大
的
人
物
？
我
趕
快
跑
下
床
把
鋼
琴
打
開
，
加
上
了
《
春
天

的
故
事
》
合
唱
段
，
而
且
還
將
南
方
的
秀
美
與
北
方
的
粗
獷

糅
合
起
來
。
於
是
，
現
在
大
家
聽
到
的
版
本
就
這
樣
誕
生

了
。
﹂外

人
不
知
道
的
是
，
王
佑
貴
創
作
這
首
歌
時
用
的
鋼

琴
，
是
自
己
花
一
千
八
百
元
從
別
人
手
裏
淘
來
的
幾
近
報
廢

的
老
物
件
。
而
歌
曲
廣
為
傳
唱
之
後
，
王
佑
貴
也
收
穫
了
一

個
別
名

—
﹁春
天
的
故
事
﹂
老
師
。

《
春
潮
》組
曲
創
作
歷
經
十
年

縱
觀
王
佑
貴
的
音
樂
之
路
，
幾
乎
對
各
類
主
題
、
各
種

曲
風
都
有

所
表
現
。

從
禮
讚
教
師
的

《
長
大
後
我
就
成
了
你
》

到
稱
頌
軍
人
的
《
中
國

兵
》
，
從
《
黃
河
小
浪
底
》

到
《
大
三
峽
》
，
從
《
桃
花
依
舊
笑
春

風
》
到
《
我
們
這
一
輩
》
，
從
搖
滾
樂

到
民
族
樂
，
從
流
行
風
到
中
國
風
，
可
以

說
，
王
佑
貴
的
作
品
構
成
了
回
顧
中
國
現
當

代
音
樂
史
的
一
條
獨
特
線
索
。

如
今
王
佑
貴
依
然
保
持
旺
盛
的
創
作
力
。
新
作

《
我
們
這
一
輩
》
剛
推
出
沒
多
久
，
網
絡
播
放
量
超

過
一
億
次
，
這
首
歌
曲
唱
出
了
共
和
國
同
齡
人
的
心
路
歷

程
，
配
以
王
佑
貴
極
具
滄
桑
感
和
感
染
力
的
聲
線
，
受
到
各

年
齡
段
聽
眾
的
喜
愛
。
﹁我
前
段
時
間
剛
剛
完
成
了
鋼
琴
協

奏
曲
《
春
潮
》
（
與
張
朝
合
作
）
、
《
追
夢
》
和
《
漁

歌
》
。
﹂
王
佑
貴
說
，
這
些
作
品
凝
結
着
自
己
對
於
生
活
和

音
樂
最
新
的
思
考
。

近
年
來
，
王
佑
貴
還
筆
耕
不
輟
，
將
自
己
對
於
音
樂
創

作
的
體
悟
整
理
集
結
。
先
後
出
版
了
五
十
七
萬
字
的
專
著

《
王
佑
貴
教
你
寫
詞
作
曲
》
以
及
音
樂
專
輯
等
。
這
些
文
字

不
僅
是
王
佑
貴
對
自
己
創
作
的
集
成
，
更
為
眾
多
音
樂
後
輩

提
供
了
寶
貴
的
藝
術
指
引
。

﹁有
時
一
晚
上
修
改
一
句
，
有
時
整
晚
不
睡
覺
想
到
兩

小
節
，
結
果
還
是
作
廢
，
創
作
太
艱
辛
了
。
﹂
回
憶
起
《
春

潮
》
組
曲
的
創
作
，
王
佑
貴
十
分
感
慨
。
這
組
鋼
琴
協
奏
曲

花
了
作
曲
家
十
年
之
功
，
在
很
多
人
看
來
，
《
春
潮
》
組
曲

既
是
對
﹁春
天
的
故
事
﹂
的
續
寫
，
同
時
也
是
王
佑
貴
創
作

生
命
的
一
次
新
的
高
峰
。

部
分
圖
片
：
受
訪
者
提
供

如果對王
佑 貴 進 行 比

喻，或許 「老頑童」
的稱呼最為合適。雖年逾

古稀，但他對生活依然充滿
熱情，談吐間風趣幽默，渾

身上下散發着年輕人的活力。
而在創作之外，打斯諾克（英
式桌球）是王佑貴最大的業餘
愛好。 「翻袋，翻袋，這個球

可以有……」 初見王佑貴，這
位大作曲家正和球友酣戰，沒
有覺察記者的到來。

「打桌球不僅能舒展身
體，還能放鬆心情。」 王佑貴
對記者說，每當創作乏累或者
將靈感表達充分後，自己就忍
不住打上幾場。打完之後，感
覺自己又像充滿電量的蓄電池
一樣，可以帶動全部身心向着

音樂的征途飛馳。
在王佑貴看來，斯諾克非

常講究設計、走位和靈感，需
要充分動用思維和身體，這對
於自己的音樂創作有非常大的
幫助。 「我們一定要善於借鑒
其他領域的東西，來激活自己
新鮮的創想，這樣的創作也才
有趣味。」 說話間，王佑貴將
一顆遠台紅球擊落入袋， 「你

看，我用的是左手哎，他們都
叫我 『音樂界的奧沙利文（奧
蘇利雲）』 嘞！」

王佑貴，東方歌舞團一級作
曲、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第四屆
大眾音樂協會主席。七次獲中宣部

「五個一工程」 獎，連續五年摘取央視
MTV大賽金獎；《閒》獲美國阿卡德米

亞音樂獎最佳意境獎；《清涼》獲美國阿
卡德米亞 「無伴奏合唱類」 最佳歌曲獎；《我
們這一輩》獲首屆（杭州）國際音樂電視唯一

金獎；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王佑貴教你寫詞作
曲》；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春天的故事》鋼琴伴
奏精選十首。交響詩、鋼琴協奏曲、《漁歌》、

《春潮》已公演。

在王佑
貴的音樂筆
記中，香港

始終是一個繞不開的欄題。
「在我心裏，香港音樂和它的
電影一樣，始終都像一股強勁
的衝擊波，輻射向世界各個地
方。」 王佑貴說，有很多香港

歌曲和香港歌手，自己都非常
喜歡，比如葉蒨文的《秋去秋
來》（改編自黃鶯鶯的《哭
砂》）就非常動人心弦。

王佑貴還稱讚香港的音樂
版權制度，以及與國際接軌的
宣發體系， 「香港音樂在這些
方面也非常先進，這對於香港
音樂的發展、影響力的提升，
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在這方
面，內地音樂還需要學習和提
高，未來與香港音樂界加強合
作也是一個重要的方向。」

王佑貴因為工作關係多次
到訪香港，但多因為忙於作曲
而 「躲進小樓」 ，無暇飽覽香
江盛景。王佑貴對大公報記者
說，等待疫情形勢進一步穩定
後，期待好好到香港看一看，
並期望能夠在香港做幾場音樂
會，和香港音樂界的朋友深入
地切磋交流。

說起
王佑貴，人
們對他作品
的印象往往

是 「主 旋 律 歌
曲」 ，事實上這

有些片面。仔細梳理
王佑貴的作品發現，
除了傳統的民族歌

曲，王佑貴還創作了許多
搖滾樂、爵士樂、廣場

樂，可以說，五花八門，品類豐
富。而佛樂《清涼》更是王佑貴
在自己 「主流」 音樂之外，一首

極具分量的作品。
「桌上一壺茶，窗外牡丹

花，隔柵暖風滿窗來，淡香染碧
紗。案上一幅畫，檐外月光華，
枕上詩書閒處好，棋子落燈
花……」 伴着歌手王斯卉（王佑
貴之女）清亮悠長的嗓音，古箏
伴奏的《清涼》徐徐而來，如清
風一縷，輕鬆飄逸，靈性出塵，
滌蕩每個聞者的耳膜與心靈。

上世紀三十年代，弘一法師
與弟子共同為佛歌譜曲，合為
《清涼歌集》分為 「清涼、山
色、花香、世夢、觀心」 五篇。

時光跨越八十載，帶着傳播優秀
傳統文化的初心與敬意，王佑貴
大膽地將《清涼歌集》中的歌詞
重新譜曲，並以現代元素和編配
方式重新整理了這些作品，使得
這些歌曲具備了世界音樂的特
質。

二○一八年，《清涼》入圍
美國阿卡德米亞音樂評選，並在
競賽中脫穎而出，經過專家組進
行綜合評定後，榮獲當年美國阿
卡德米亞 「無伴奏合唱類」 作品
的最佳歌曲獎。王佑貴另一首國
風作品《閒》也獲得該獎項。

古
稀
譜
新
曲

妙
音
記
華
年 人物簡介

音樂力量

粵語歌恍如一股強勁衝擊波

一曲《清涼》詮釋國風之美

愛打桌球放鬆心情

作曲家王佑貴：
《春潮》續寫春天的故事

音樂之外

▲

二○

一
八
年
在
深
圳
舉
行
的
王
佑
貴
作
品
音
樂
會
。

▲

王
佑
貴
是
一
位
詞
曲
唱
兼
能
的
藝
術
家
。

▲王佑貴曾憑藉一支
竹笛闖樂壇。

▲閒暇時王佑貴酷愛打桌球。
大公報記者秦占國攝

▲《春天的故事》原手稿。
圖片來源：江蘇衛視《美好時代》節目

▲

《
王
佑
貴
教
你
寫
詞

作
曲
》
，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