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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 北京颐和园十七孔桥的
“金光穿洞” 成了热门 “网红”， 吸引
了不少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去观赏 。
所谓 “金光穿洞” 就是每年冬至前后，
日落时分， 十七孔桥的十七个桥洞都
被夕阳点亮， 美不胜收。 于是坊间流
传， 这是古人建桥时运用了天文学原
理， 因此赞美其是巧夺天工的一大奇
迹。 事情果真如此吗？

让我们穿越回清代。 在乾隆十四
年， 乾隆帝准备为其母孝圣皇太后庆
祝六十大寿之前， 西湖 （昆明湖前身）
上本没有桥， 只在湖东界长堤上有一
座龙神祠。 旧长堤的位置是自龙神祠
斜上西北直至今昆明湖石舫附近。 也
就是说当时的瓮山 （万寿山前身） 与
西湖基本上是东西错开的。 同年冬天，
乾隆命将旧长堤东移至畅春园的西堤
（即今昆明湖东堤的位置）， 并挖湖东
扩 ， 留下龙神祠形成今日的南湖岛 。
同时， 在湖的西堤外又建藻鉴堂和治
镜阁岛， 与南湖岛分别象征东海的三

仙岛， 即蓬莱、 方丈与瀛洲。 扩建后
的西湖名为昆明湖， 比原来的西湖大
了两倍， 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水抱山
环的美丽风景。

清帝非常重视敬天祈雨， 所以乾
隆帝重修龙神祠， 改名广润祠， 后又
御名“广润灵雨祠”，并且年年都到这里
祈雨，企盼天下风调雨顺。有了南湖岛，
与岛最近的岸边必然要建桥以相通 ，
这样， 十七孔桥也就应运而生了。

此桥是三山五园中最大的桥， 仿
卢沟桥而建 。 桥上的石雕极其精美 ，
每个桥栏的望柱上都雕有形态各异的
狮子， 惟妙惟肖， 大小共544个， 比卢
沟桥上的石狮子还多。 桥两头还有石
雕异兽， 形象威猛， 极为生动。 十七
孔桥上有乾隆撰写的匾额， 正南端是
“修蝀凌波”， 形容十七孔桥像一道彩
虹， 飞架碧波之上。 正北端是 “灵鼍
偃月”， 比喻十七孔桥像西海神兽， 横
卧水中如同半月。 至于古人如何用天
文学原理制造出 “金光穿洞 ” 现象 ，

我想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
乾隆帝还令在十七孔桥的东岸建

造国内最大的敞亭 “廓如亭”， 这是清
帝与翰林词臣们饮酒赋诗的地方。 当
时的清漪园 （今颐和园） 东堤是没有
园墙的， 于此亭四面观景， 可让人无
私无欲， 胸怀宽广， 故名 “廓如”。 另
外， 乾隆帝有时在畅春园问安或想去
玉泉山静明园， 又或由万寿山返回圆
明园时， 这里也是他的登舟之处， 极
为近便 。 乾隆帝曾作 《廓如亭 》 诗 ，
其中云： “虚亭湖岸俯澄流， 恒此登
舟亦舍舟。 设以廓如名责实， 大公却
与我心投。”

清漪园建成后， 乾隆帝非常喜欢
这座山水园子 ， 每年数次前往游观 ，
光吟咏清漪园的诗就多达1500余首 。
其中， 在 《昆明湖泛舟》 一诗中， 他
赞美道： “何处燕山最畅情， 无双风
月属昆明。” 盛时的清漪园景观有100
余处， 可以说是晨昏皆佳， 四时皆美。
其中观赏夕阳落日最佳之处， 除十七

孔桥外， 还有望蟾阁、 夕佳楼、 知春
亭等诸多地方。 但品读乾隆的清漪园
诗时， 我们却发现， 里面不仅没有一
首咏十七孔桥的诗， 也没有咏清漪园
夕阳落日的诗， 更不要说 “金光穿洞”
了。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 乾隆帝在乾隆九年大规模
扩建圆明园后， 他写了一篇 《圆明园
后记 》， 赞誉圆明园为 “天宝地灵之
区， 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 暗示自
己不再建园， 但事隔不久， 清漪园又
动工了。 随后， 乾隆给自己立了一个
规矩， 如他所说： “园虽成， 过辰而
往 ， 逮午而返 ， 未尝度宵 。” 也就是
说， 他每次赏游清漪园都在上午八时
左右， 到中午就返回圆明园， 从不在
清漪园中过夜。 这一点， 乾隆帝还真
是做到了。 所以， 我们今天能够欣赏
到的十七孔桥 “金光穿洞” 的自然美
景， 当年贵为天子的乾隆大帝却无此
眼福， 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小小遗
憾吧。 摘自 《北京日报》

责
任
编
辑

博
雅

10
2018年
2月3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文
摘

版
式
设
计

李
媛

《歌唱祖国》 是中国人耳熟能详
的歌曲， 慷慨激昂的歌词和旋律鼓舞
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在很多重要场
合， 都有它的身影。 那么这首歌诞生
于什么时候， 又是谁创作的呢？

这首歌于上世纪50年代初创作 ，
我的父亲王莘 （1918年－2007年 ） 为
其作词作曲。 1949年10月， 我的父亲
王莘参加了开国大典 。 在观礼台上 ，
当他看到游行的队伍都喊着口号走过
天安门城楼时， 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
他想如果人们能唱着歌通过天安门广
场， 该有多好？ 于是， 他下决心要写
一首大家都爱唱的歌。

最初， 他写了一百多首歌。 其中
有六首发表在 《天津日报 》和 《天津歌
声》等刊物上。 遗憾的是，歌曲发表后
并没有太多人传唱。 他觉得可能是自
己没写好，于是，父亲继续写歌。写了快
一年， 他依然没有写出满意的歌来。

1950年9月， 天津音乐工作团需要
西洋乐器， 而那时通过外汇买西洋乐
器是件不容易的事。 父亲当时是天津
音乐工作团的团长， 他听说北京西四
牌楼附近有一个当铺， 里面有国民党
军乐团遗留下的旧乐器， 他决定去西

四的当铺买几样西洋乐器。 父亲带上
了天津音乐工作团所有能动的钱到了
北京。 店铺老板告诉我父亲， 除非这
些乐器都买走， 价格上才会便宜。 我
父亲一看， 钱肯定不够。 经过几番交
谈， 父亲把能挑的乐器都挑了。

父亲一看， 买了这么多乐器怎么
办？ 他跟老板说了半天， 老板给了他
一根麻绳。 父亲拿着麻绳把乐器一件
一件地拴起来： 两支长号拴左右肩膀
各背一个； 左右手提着圆号； 剩下的
小号、 长笛、 黑管、 双簧管等乐器拴
在一起， 挂在脖子上。 父亲就这么狼
狈地从西四牌楼往火车站走。

当时是1950年9月14日， 北京城里
有小朋友们正在排练， 准备迎接国庆
节的到来。 他看到秋风中五星红旗迎
风飘扬的场景， 他想了很久的歌词和
曲调很自然唱了出来： “五星红旗迎
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然后他

又引申了两句：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
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父亲觉得这首歌写得很好， 他唱
得也挺有劲儿。 当时没法用纸和笔记
录， 父亲担心忘掉， 他就这样一边背
着乐器往车站走， 一边重复地唱着这
首歌。 就在重复的过程中， 他发现自
己被这首歌感动地哭了。

父亲上了火车后， 拿出纸和笔把
前面那几句记了下来， 此时， 他的情
绪也逐渐平静， 随着火车的前进， 窗
外的景物也不停变换。 他灵感如泉涌，
写下了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 跨过奔
腾的黄河长江……”

父亲回到家， 把整首歌的曲谱誊
写了下来。 第二天早晨兴冲冲地就送
到了报社。 结果过了没两天， 报社退
稿了， 上面写着原因： 国庆稿挤， 暂
不录用。 父亲找了一个老朋友、 当时
《晋绥日报》 的主编， 托这位朋友去问

到底是什么原因退稿。 后来这位朋友
告诉他， 报社认为他写的是一首外国
歌。 父亲觉得非常纳闷， 这首具有如
此鲜明中国特色的歌， 怎么会是外国
歌呢？

这里说一下 ， 上世纪50年代初 ，
大家传唱的歌曲 ， 比如 《东方红 》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等都是五
声音阶 （按五度的相生顺序， 从宫音
开始到羽音）， 而父亲写的这首的曲调
和旋律明显与这些歌曲不一样， 所以
让人感觉不像中国歌。

这也与父亲的经历有关， 父亲的
老师是冼星海先生， 冼星海是法国留
学的高材生， 他们平时能接触到更多
不一样的曲调。 虽然报社不用， 但父
亲感觉这首歌群众一定会喜欢， 他组
织天津音工团的团员自己演唱， 然后
到工厂、 农村、 码头以及学校中去教
大家唱。 没过多久， 这首有着激昂歌
词和欢快旋律的歌曲， 便在群众中传
唱开了。

《歌唱祖国》 传唱开之后， 中国
音乐家协会的秘书长孙慎对我父亲说，
他们准备向全国推荐这首歌 。 于是 ，
《歌唱祖国》 在1951年9月15日的 《人
民日报 》 上第一次发表 。 从发表在
《人民日报》 的那天起， 这首歌就传唱
开来， 一直传唱到今天。

摘自 《北京晚报》 作者王斌

《歌唱祖国》

？？是是怎怎样样诞诞生生的的

乾乾隆隆为为什什么么没没有有诗诗赞赞颐颐和和园园的的““金金光光穿穿洞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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