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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著名词作家宋青松老师的介绍， 记者才
有幸接触到了姚明老师。 彼时， 姚明老师已经身
患癌症， 处于术后调养阶段。 记者不忍过分打
扰， 仅与姚明老师电话短暂交流， 约定择日再登
门专访。

然而也许是天意， 记者始终未曾找到合适的
机会约定下一次采访。 谁能想到仅仅4个月， 记
者再次得到的， 却是姚明老师去世的消息！

悲痛之余， 记者内心的懊恼无法言说。 1月

23日参加完姚明老师的告别式， 手机热搜的却
都是一些明星情变之类的八卦狗血。 记者虽能力
有限， 但还想做点什么， 以告慰这位低调却用创
作影响了一代人的优秀艺术家， 也是在告慰自己
内心无尽的遗憾。 记者思索行文之际， 耳边还仿
佛回响起姚明老师爽朗达观的言语， 以及那一曲
曲曾伴随着听众成长的京歌名作。

斯人已去， 京歌长存！ 仅以此文怀念这位怀
揣不坠京味情结的作曲家。

记者手记

他是中国音乐界的 “小巨人”， 开京腔京韵 “戏
歌 ” 之先河 ； 他是土生土长的关东大汉 ， 却创作了
《故乡是北京》 《唱脸谱》 《前门情思大碗茶》 等北
京的 “音乐名片 ”， 69载繁华历尽 ， 他始终放不下
“紫藤、 古槐的四合院”， 心心念念地还是那 “窝头咸
菜就着的一口大碗茶” 的京味文化， 他就是当代戏歌
的开山领路人———姚明。

当1月21日姚明老师去世的消息从多个渠道传出
后， 许多艺术家纷纷表示哀悼。 著名词作家宋青松评
价姚明的去世是 “中国音乐界的损失 ， 他的作品
影响了一代人”。 著名演员六小龄童表示， 由于主演
《西游记》 的缘故， 他与姚明结下了不解之缘。 两人
之间有着深厚的 “艺情和友情”， 姚明的离世是音乐
界的一大损失 。 著名歌唱家刘和刚参加了遗体告
别仪式， 送姚明一程。 媒体报道了消息后， 不少网友
也留言表示悼念与不舍 ， 当然也有很多网友直到此
刻， 才了解到这位创作了如此多耳熟能详作品的中国
音乐名家。

京胡开启音乐之门
因为写了不少 “戏歌”， 很多人都以为姚明是土

生土长的北京人 。 曾经有北京同行开玩笑对他说 ：
“为何我们北京人该干的活儿， 却让您这位东北人给
包了圆儿？” 姚明答道： “你们是老北京人， 对北京
的一切都太熟了！ 正像一句唐诗说得好———‘不识庐
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可我从外地来的北京，
对这里的一切更新奇敏感。”

姚明是地道的东北汉子， 1948年生于辽宁营口。
母亲是营口市东北乐器厂的一名工人， 所以他比同龄
的孩子更早接触音乐。 6岁时， 他已经接触到各种各
样的乐器了， 家里有很多的京剧唱片， 舅舅常常放来
听， 潜移默化下， 京韵文化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姚明。
他坦言， 之所以后来能写出京味的曲子， 与小时候他
舅舅带给他的艺术熏陶分不开。

有一次， 他与外公上街， 突然被一种美妙的音乐
声吸引， 姚明四处寻找发现是一位卖京胡的商人， 叫
喊的同时还拉着曲调， 姚明当时就被这种与众不同的
乐器发出的声音吸引住了， 非让外公给他买下来， 回
家后他就学着拉 ， 渐渐地他对京剧有一种独特的情
感， 发现自己已对这种音乐有了一种很深的依恋。 直
到今天， 他回忆说， 是那把一元钱的京胡为他开启了
一扇音乐之门。

1961年， 姚明进入沈阳音乐学院附中学习， 上学
时， 姚明喜欢读老舍和其他 “京味儿” 作家的文学与
戏剧作品， 特别是对北京文化情有独钟。

1971年， 从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后， 姚明成
为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一员， 从此开始了47
年的专业音乐之路。 作为文工团指挥， 姚明用音乐、
用军旅歌曲点缀军营文化生活。 他谱写的军旅歌曲经
常在部队军营里响彻， 表现军人及军旅生活， 为部队
广大战士喜爱。 甚至在他第一次来到北京时， 听老北
京人说话都令他兴奋不已， 他觉得北京一切的一切都
令他着迷， 一切的一切都令他新奇。

上世纪70年代末， 姚明接触到邓丽君的歌曲， 听
完之后， 他被深深震撼到了。 “这是歌吗？ 这简直是
天籁之音。” 姚明意识到这世界还有许多他未曾想到
也未曾听到的却非常美妙的音乐存在。 不久， 机缘巧
合的姚明开始为一些唱片公司 “扒带子” （注： 音像
制品一般情况下不会同时与总谱发行， 这样就给业余
演奏或演唱带来了不便， 于是当时的唱片公司会找音
乐专才， 通过听觉辨别能力把港台流行音乐的乐谱记
录出来， 这就是扒带。） 他很快认识并掌握了流行音
乐的写作技巧和创作方法， 这也为他今后进行流行音
乐创作打下了实践基础。

1985年， 姚明被调到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工作， 从
此迈上了专业作曲之路， 也与北京结下了不解之缘。

京剧点亮创作火花
“走遍了南北西东， 也到过了许多名城， 静静地

想一想， 我还是最爱我的北京……唱不够那红墙碧瓦
太和殿， 道不尽那十里长街卧彩虹。 只看那紫藤、 古
槐、 四合院， 便觉得甜丝丝， 脆生生， 京腔京韵自多
情……” 这首 《故乡是北京》 由词作家阎肃和作曲家
姚明共同完成， 也是无数北京70后、 80后们童年难以
忘怀的记忆。 作品中， 姚明运用京剧板腔 “高拨子”
作为音乐素材， 恰当地与流行歌曲的创作思维和手段
相融合， 赋予其浓郁鲜明的地方色彩， 将历史悠久的
京味音乐文化提炼和升华， 给人以全新的视听效果，
这首歌曲也因此成为各大音乐院校民族声乐专业教材
的必选曲目。

其实这首歌的产生源于一次不经意的交谈。 1987
年， 一次姚明在为朋友的乐队改变京剧曲牌的时候认
识了中国唱片社的刘磊编辑， 刘磊无意中说： “你对
京剧这么熟悉， 能不能用京剧的曲目写首歌？” 姚明
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 ， 回到团里马上就去找阎肃老
师， 请他写写北京。 歌唱北京的个非常多， 咱们能有

新的突破么？ 能超越以前的经典么？ 阎肃老师提出异
议， 姚明说： “您就写写北京， 写写北京人文， 我想
用京剧的曲调谱曲 。” 阎肃老师一听觉得非常新鲜 ，
经过一晚上的推敲， 第二天他就把 《故乡是北京》 的
歌词交给了姚明。 当女演员安冬在录音间第一次唱出
时， 在场的所有的人都为之兴奋， 连声称好。 日后，
介乎于歌曲和戏曲之间的一种新形式的 “戏歌”， 就
这样诞生了。

姚明每每回忆起这段往事， 也常说： “中国的戏
曲艺术历史源远流长， 它的唱腔逐渐形成了固定的形
式。 戏歌是在大量吸取戏曲或曲艺中有特色唱腔基础
上， 通过作曲家的改编和发展， 成为一首完整的声乐
作品。 无论是由歌及戏， 还是由戏及歌， 都是在观众
熟悉适应的形式中加添新质， 这对长期形成的歌唱艺
术表演形式是一种突破 ， 产生了意外惊奇的审美效
应。 我非常感谢刘磊老师， 是她一语点破梦中人。”

1988年元旦前， 阎肃老师要了曲谱推荐给中央电

视台元旦晚会的导演袁德旺， 并得到了袁导的认同，
《难忘1988》 中央电视台晚会上， 当李谷一用她那甜美
声音把京腔京味的 《故乡是北京》 奉献给亿万电视观
众， 几乎立即传遍大江南北， 成为了中国乐坛上一个
里程碑， 受到人们的追捧与喜爱。 戏歌所具有的独特
魅力， 为中国歌坛的百花齐放增添了色彩。 这一形式
也给后来人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我国优秀的戏曲音乐文
化传统、 繁荣音乐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京腔吹散乐坛“西北风”
其实在这首歌出现前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 由成

方圆、 杭天琪等歌手演绎的 《信天游》 《黄土高坡》
等西北风歌曲， 曾刮遍整个内地流行歌坛。 一度成为
乐坛创作的风向标 ， 很多音乐人都一股脑地将创
作精力投入西北风类型歌曲的创作， 整个乐坛似乎又
被束缚住了。 姚明当时也创作了一些西北风风格的作
品， 但都得不到流传。 苦恼中， 姚明意识到创作不能
随波逐流， 要另辟蹊径， 这才有了 《故乡是北京》 的
问世。

《故乡是北京》 获得巨大成功后， 阎肃和姚明又
创作了大家熟悉的歌曲 《唱脸谱 》 《前门情思大碗
茶》。 这几首京味流行歌曲一经问世， 便打破了国内
的地域限制红遍大江南北。 由于很好地将京剧的行腔
和年轻人的通俗歌曲风格相结合， 既有戏曲曲调， 但
同时又是歌曲， “京味儿”、 “戏味儿” 都很浓， 因
此戏歌在面世之初也被人们称为 “京歌”。

在如今已被载入北师大版五年级上册四单元第一
课的京歌 《唱脸谱》 中， 特别强调了语言的 “京腔”，
这也是京剧唱腔的一大特色。 平上去入 “四声” 一定
要做到字正腔圆。 比如： 第一段 “蓝脸的窦尔墩盗御
马” 这一句， 到第二段词用的是同样的旋律， 歌词是
“紫色的天王托宝塔”， 到第三段 “一幅幅鲜明的鸳鸯
瓦”。 这 “马” （Ma）、 “塔” （ta） 和 “瓦” （wa）
用的都是上声， 如果改用别的声腔就别扭了。 特别是
句尾的音， 一定要做到 “一三五不论， 二四六分明”，
否则就不是地道的北京味 ， 这也体现了 “京歌 ” 用
字、 用音讲究之处。

“那时候也没想到什么好的题材， 我就天天跑阎
老家去喝茶， 侃大山。” 姚明在 《中国文艺·向经典致
敬》 节目 “阎肃专场” 上回忆当时找到阎老， 琢磨着
“再接再厉” 的情景。 有一天， 喝茶喝到一半， 阎老
灵感就来了， 他说： “欸， 大碗茶呀！” 阎老很快把
词写好， 还给姚明朗诵起来。 在两人一拍即合、 一唱
一和的默契下 ， 这首接地气的 《前门情思大碗茶 》，
很快便诞生了。 创作中， 姚明将我国的传统曲艺元素
巧妙融入到歌曲之中， 反映一代人的思乡情结。 演唱
者杭天琪曾回忆： “这首歌带有京韵大鼓的味道， 我
从小生长在北京， 也很喜欢戏曲元素。 记得在初次演
唱时， 阎肃和姚刚老师就陪在我身边， 他们指导我演

唱时要带着戏曲的韵味， 歌曲传达出的老北京韵味让
我热血沸腾……”

京歌的成功让北京音乐在 “西北风”、 西方摇滚
乐、 港台流行音乐三足鼎立的年代， 创造了不小的乐
坛奇迹， 也带动了一大批京味新作的问世。

而在姚明看来京歌的出现和繁荣是必然的。 京剧
是中华民族的国粹， 并且在群众中已有厚实的普及基
础， 运用北京方言演唱的京韵大鼓又与歌曲普通话演
唱有着相近的韵味， 运用好这两种戏曲、 曲艺音乐，
作品就有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 戏曲博大精深， 是祖
先留下的宝贵遗产， 戏歌就是用戏曲的音乐素材创作
的歌曲， 让古腔古韵展现出现代的风采。 实践也证明
了戏歌那种韵味和时代感， 在提升流行歌曲品位的同
时， 更可以促进戏曲的复兴。

京歌前行喜伴忧
作品的成功并未给姚明带来人们想象中的名利双

收。 在相关法律不健全的年代， 姚明创作的版权从来
都没有受到保护。 他坦言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广泛传播
感到高兴， 但同时也为版权现状感到担忧。 “歌手唱
红一首歌， 就可以反复唱上千万遍， 越唱越红； 反之
作曲家写一首歌出来， 再写一首相同的就会被骂， 就
被舆论批评什么江郎才尽、 重复自己。 尽管在这样的
情况下， 作曲家创作一首好歌出来， 都还不一定能拿
到最基本的报酬”。

姚明坦言， 中国作曲家们一直面临创作和版权的
种种困境 ， 就算已经写了很多首有名的歌 ， 出去
别人还是记不住。 特别是他的遭遇最为 “搞笑”， 别
人常常会问： “姚明？ 就是打篮球那个吧？ 没听说他
写歌啊？”

不平衡时， 姚明总会拿自个调侃———“远看是个
大敦敦儿、 近看是个闹鬼的、 仔细一看是个作曲的”。
但在创作实践中， 姚明始终不曾放弃探索以京歌为代

表的当代戏歌发展新路。 近年来， 他还创作了一批像
《鼓颂》 《梦北京》 《平安大道》 《我的中华》 《情
洒京西》 《粉墨情缘》 这类的作品。 2010年， 姚明从
20余年创作的千余首歌曲中精选了200首歌曲结集出版
了 《姚明歌曲作品选 》， 里面收录了不少京歌作品 ，
这是一本集姚明20余年作曲之大成， 汇新时代生活之
交响的作品选。 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党组书记的著名
作曲家徐沛东为该选集的题词是 ： “京腔京韵自多
情 ， 乡音乡情中国风 ”。 作为中国戏歌开山领路人 ，
姚明说， “戏歌” 的广受欢迎是民族民间音乐现代化
的体现， 也是一种必然。

京韵何止曲谱间
姚明在中国戏歌领域收获颇丰， 而他在歌词等艺

术创作方面， 他同样佳作无数。 据姚明介绍， 在沈阳
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 他虽然学的是音乐， 但也很爱
好文学， 算是 “文学青年”， 时不时地舞文弄墨。 从
事专业作曲后， 尤其受到一些 “伯乐” 般的影视导演
和制片人的邀约， 连词带曲便来了个 “一勺烩”。

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当数他为电视剧 《西游记》
续集创作的主题音乐， 除了片尾曲依旧采用歌曲 《敢
问路在何方》 外， 其他新创作歌曲的词曲均由姚明创
作。 如 《通天大道宽又阔》 为名著添上了新时代的曲
风； 《就这样走》 《伴君常开花一朵》， 惆怅柔情尽
含于内； 《看我跃马扬鞭》 道尽西天取经一路艰辛；
而 《庄严我神州大地》 更是佛的颂歌。 在他的歌曲创
作理念里， 对于语言风格的把握是第一位的， 歌曲旋
律与歌词韵律要融为一体。 姚明作为一个极具语言天
赋的人。 他本人对语言风格很敏感， 对语言特色的把
握能力很强， 他模仿各地方言、 模仿一些著名人士的
语言特色唯妙唯肖。 除了歌词写作之外， 他还尝试剧
本创作。

此外， 姚明从小就有油画基础， 中途因为搞音乐
荒废了很多年。 他认为音乐和美术这两个艺术门类其
实是有着共通之处的， 绘画是凝固的音乐， 音乐是流
动的画面， 触类旁通。 创作歌曲 《前门情思大碗茶》
的时候， 许多情景和画面在他脑海里浮现， 所以他要
把它们画下来， 专门画自己写过的歌曲， 为自己的作
品作画。 在一年的东盟书画交流展上， 姚明的美术作
品在交流展上亮相， 并受到了广泛关注和赞誉。 媒体
说， 他的作品将油画和中国画结合， 将歌曲入画， 把
地道的 “京味儿” 画了出来。

多才多艺的姚明老师走了。 但他开创的京歌作品
却早已将他与北京这座城市融为一体， 更将他对京腔
京韵不尽的爱永远地凝结下来， 再由后人传唱下去。
正如歌中所唱：

又见红墙碧瓦
高高的前门
几回梦里想着它
岁月风雨
无情任吹打
却见它更显得那英姿挺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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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政治工作部文工团一级作曲家姚明，是中国当代戏歌的开山领路人，其众多作品家
喻户晓，久传不衰。 令人痛惜的是，1月21日下午3点44分，作曲家姚明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逝
世，享年69岁。 11月23日上午，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著名作曲家付林对
姚明的逝世感到无比痛心，在微博回忆起与“姚明老弟”的点滴交集，他用“寒彻心扉”来形容
自己的心情，并写下“天佑姚明，你的故乡是北京”送别昔日的好友。 本期足迹栏目，我们将探
寻作曲家姚明与北京这座城市的不解之缘。

编者按：

□本报记者 李睦

京腔京韵自多情
———记著名作曲家、当代戏歌拓路人姚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