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10.14 星期一
主编│杨道 版式│孙发强 检校│李彪 陈伊蕾

逝者B14

音
乐
人
付
林
：

投
入
激
流
就
是
大
河

■
王
凯

在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我国知名音
乐人付林先生去世了，享年79岁。

付林是跨越传统音乐与当代音乐的践行者，是我国最早涉足
原创流行音乐的作曲家之一，也是推举新人新秀的伯乐，对中国
流行音乐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这代人是听着付林的歌长
大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小螺号》《妈妈的吻》《故乡情》《小
小的我》《故园之恋》……这些优美、熟悉的旋律，伴随我们成长，
并将伴随我们一生。

故乡的山故乡的水

1946年 1月，付林出生在黑
龙江富锦一个木匠家庭，在他落
地之前，父亲死于战乱。后来他
在《与时代同步的音乐人生》中说
起这段身世：“小时候，几次听妈
妈神秘地跟别人说我是‘暮生’，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暮生’是出
生之前就失去亲生父亲的遗腹
子。”

为生活所迫，母亲带着她的
孩子们嫁给了一个名叫王崇富的
渔民。继父是个勤劳、本分、善良
的人，常年在外奔波忙碌，拼命赚
钱养活一家老小。黑龙江的冬天
极冷，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曾形
象地说：“严寒把大地冻裂了。”付
林记忆里的严冬，外面冰天雪地，
屋里寒气袭人，直到妈妈生火做
饭后，才逐渐暖和起来。这时妈
妈总是把孩子们的棉袄棉裤烤热
后，才让他们从炕上起来吃饭上
学——儿时的生活虽然贫寒，却
非常温馨。

付林的大哥爱吹笛子，最喜
欢吹的曲子是《苏武牧羊》，“应当
说，这首曲子是我的音乐启蒙，潜
移默化地引发了我对音乐的强烈
爱好。”许多年后，付林在文章中
回忆说，继父是个沉默寡言的东
北汉子，虽然不爱说话，但总是用
一种慈爱的目光看着孩子们。他
知道付林喜欢音乐，于是便用打
渔赚来的钱给他买了一台“美多”
牌收音机。付林如获至宝，整天
守着收音机，沉浸在音乐的海洋
里。据付林回忆，那年他刚刚16
岁，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我深
知这台收音机的珍贵，心中充满
了对继父的敬爱、感激之情。”

付林是幸运的，生活虽然贫
寒，却遇到了许多好人。他的老
师原来是一位专业音乐工作者，
下放到富锦一中教书，组建了一
个学校乐队，付林成为其中的成
员。在这个小小的乐队里，付林
如鱼得水，打镲、敲锣、击鼓，学
习乐理知识和各种乐器演奏，还
参加了歌剧《星星之火》的演出。
《星星之火》是 1949 年后的第
一部大型歌剧，也是第一部反映
东北抗联题材的歌剧，其经典唱
段《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传唱了几
十年，鼓舞和激励了几代人，也点
燃了付林这群青年人心中的理想
之火。

1964年，解放军艺术学
院在全国招收5名器乐专
业学生，付林被幸运地录
取了。大学毕业后，他进
入海政文工团担任演奏
员，一干就是十几年。

海政文工团藏龙卧虎，许多人都会作曲，但
能写歌词的却不多，文采出众的付林于是有了创
作机会。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逝世。付
林在海军大院一个地震棚里，怀着极为真挚的感
情写出了《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歌词。歌词
完成后，付林与作曲家王锡仁一起改，一起唱，边
改边唱，很快便成曲了。随后文工团调集全团力
量排练，先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再到中央
电视台录像，最后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成纪录
片。这首歌曲曲调优美动人，歌词明白如话，朗
朗上口，很快便在群众中间传唱起来，成为那个
时代的流行歌曲：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
春风最暖，毛主席最亲。
您的革命路线永远指航程……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

的时期，人们的思想日益解放，内地流行音乐迎
来了复兴的曙光。1980年初，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文艺部和《歌曲》编辑部联合举办了“听众最喜
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选出了15首抒情歌
曲，其中就有我们熟悉的《我们的明天比蜜甜》
《太阳岛上》《妹妹找哥泪花流》《边疆的泉水清又
纯》等。与此同时，以邓丽君为代表的一批港台
歌星和作品也悄然传入内地，在年轻人中流行起
来。在这个背景下，付林开始了流行音乐的探索
与追求。

此时正逢海政文工团准备推出13岁的二胡
演奏员程琳，付林负责这个节目的排练。有一次

他偶然听到程琳在学唱邓丽君的歌，模仿的声音
很像。付林爱才心切，于是将小姑娘领回家，反
复回放邓丽君的磁带，指点她如何从台风和唱法
上把握邓丽君的特点。在付林指导下，程琳进步
很快，几乎可以乱真。根据她的年龄特点，付林
选了《草帽歌》《小小少年》等几首歌曲，这样既借
鉴了邓丽君的演唱方式，又避免了歌词内容的泛
爱情化。不久程琳以歌手身份在首钢俱乐部登
台演出，引起了轰动，付林回忆说：“清新自然的
演唱风格，加上话筒的音效，让她简直像换了一
个人。她接连唱了6首歌仍下不了台。有年轻
人在台下大喊：‘我们也有邓丽君了！’”

看到这个演出效果，付林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但他也发现了程琳的一个缺点：缺乏原创作品。
演出结束后，付林连夜写词作曲配器，为程琳量身
定做了歌曲《小螺号》。这首歌采用渔歌调子，生
动活泼，节奏感强，非常适合程琳的嗓音和形象。
歌曲第二天就开始排练，当晚上台演出，程琳由此
一举成名，《小螺号》也迅速被传唱开来。

付林从《小螺号》找到了音乐创作的突破口，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此间付林埋头创作，为李谷
一写了《相思河》；为王洁实、谢莉斯写了《祝愿
歌》《摘下一朵白云》；为朱明瑛写了《彩云追月》
《新春到》；为远征写了《幸福在明朝》等深受群众
喜爱的歌曲；同时为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介绍歌
手和作品，创作进入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几
十年过去，付林回忆往事感慨万千：“在流行音乐
的创作与推动上，我们这些人早走了半步，也付
出了不小的代价。”

从艺半个多世纪以来，付林为毛阿敏、韦唯、
杭天琪、范琳琳等歌手创作了大量歌曲；发掘培
养了程琳、朱晓琳、苏红、陈汝佳、江涛等歌坛新
人，今天他们大都已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歌坛
领军人物。

在付林的早期学生中，苏红、陈汝佳和江涛
都是在央视青歌赛荣获金奖而成名的。1986年
6月，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在北京举
行，这次比赛第一次设置了通俗唱法奖项。今天
我们回首当年流行乐坛，发现许多歌坛巨星都是
从青歌赛开始为人所知的，甚至连当年主持人所
说的“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也一度

成为坊间流行语。
1986年 6月25日，第

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
大奖赛专业组比赛结
束，获得通俗唱法冠
军的是辽宁歌手苏
红，后来大红大紫
的韦唯、毛阿敏紧
随其后，分别获得
亚军和季军。几

个月后，苏红带着付林创作的《小小的我》来到
1987年春晚，闯入了全国观众的视野。

1988年第三届青歌赛前夕，广东选手陈汝
佳上门讨教。付林还记得他当时的样子：“他是
一个很有礼貌的歌手，染了一缕金黄色的头发，
比北京歌手洋气多了，但是我能接受。”根据陈汝
佳的嗓音特点，付林为他选了两首参赛歌曲，一
首是付林原创的《故园之恋》；一首是翻唱歌曲
《外面的世界》。事实证明付林的判断完全正确，
陈汝佳演唱的《故园之恋》美妙动听，真假声变换
完美自如，征服了所有评委和观众，在“西北风”
狂飙的竞争中获得业余组通俗唱法第一名。

江涛出身工人家庭，酷爱音乐，后来调入青
岛歌舞团，成为一名专业歌手。1992年到京参
加青歌赛，付林将《故乡的雪》送给江涛，还带他
到录音棚录音，让他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原创歌
曲。后来江涛凭借这首《故乡的雪》，摘得青歌赛
专业组通俗唱法的桂冠。

这篇短文收官之际，耳畔仿佛又响起了熟悉
的旋律：“小小的我，小小的我，投入激流就是大
河……”

悼念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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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乐坛巨星的背后推手

付
林
年
轻
时
。

刚
出
道
的
程
琳
歌
曲
集
主
打
《
小
螺
号
》
。

付
林
在
活
动
现
场
耐
心
指
点
孩
子
表
演
。

本
版
图
片
均
为
资
料
图

付林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