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联公告 >> ·中

“唱响中国”知名词曲作家创作推动会在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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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月５日，由中国音协、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唱响中国——群众最喜爱的新创作歌曲”征集评

选活动知名词曲作家创作推动会在京召开。图为会议现场。 

    １１月５日，由中国音协、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唱响中国——群众最喜爱的新创作歌曲”征集评

选活动知名词曲作家创作推动会在京召开。中宣部文艺局、中央电视台、中国音协等4家主办单位的领导

和阎肃、羊鸣、印青、甲丁、付林、陈哲、宋小明、王晓锋、小柯等３０余位老、中、青三代著名词曲作

家参加了会议。  

    “唱响中国——群众最喜爱的新创作歌曲”征歌活动是由中宣部等相关部门批准，作为音乐界、文艺

界以及整个宣传文化系统向建党９０周年献礼的一项重点活动，不仅要创作和推出一批老百姓爱唱的新歌

好歌，而且要让这批新歌好歌真正在群众中传开、唱响。征歌活动的总原则就是要“唱响共产党好、社会

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主旋律”，赞美讴歌美的东西，展现人民群众昂扬向上

的精神斗志，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改革开放、歌颂伟大时代。参评作品要求是２００９年１月1日至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新创作的歌曲，要求主题鲜明、风格多样、时代感强、易于传唱，报送作品

应为歌曲小样。同时，此次征歌活动在参与程序上也做了一定的创新和改进。活动组委会首次采取了“点

对点”的评选办法，即词曲作者直接面向组委会投稿，从而避免了以前逐层把关、历经多重标准后，反而

将有新意的好作品遗漏的缺憾。评选活动分为初选和终评两个阶段，初选是在征集活动结束后，对所征集

作品由组委会组织相关专业人士进行评选，拟选出３０首作品进行推介；终评阶段则是对初选出的３０首

歌曲，由组委会组织专业人士重新编曲，请有知名度的歌手重新演唱。组委会将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

媒体加强新创作歌曲的推介力度，在宣传推介的基础上，由网民、３００名群众评委及３０名专家评委同

时进行终评，组委会对评选结果进行统计后，确定票数最多的１０首歌曲为本次征集评选活动的获奖歌

曲。  

    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徐沛东主持推动会，他首先介绍了此次会议的有关情况，并对活动

进展情况给予了充分肯定，强调“唱响中国”既是当前音乐界的一项重点工程，又是进一步活跃音乐创



作、建设“文化惠民”工程的大好契机，希望广大音乐家和音乐工作者积极参与，创作出一批优秀主旋律

歌曲，为建党９０周年献礼。中国音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韩新安和来自中央电视台的房莉分别介绍了

中国音协和中央电视台的工作开展情况。会上，围绕主旋律歌曲创作的主题，与会专家就如何更好地开展

“唱响中国——群众最喜爱的新创作歌曲”征歌活动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献计献策，各抒己见，提出很多

具体的建议和意见。  

    与会专家在对活动前期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的基础上，首先就前期征集作品中出现的“唱响中国”

主题不清晰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印青明确提出了是要唱响“中国”，还是要在中国“唱响”的疑问。进一

步明确了“唱响中国”就是要创作出根植于时代和民族，有根、有情、好听、好唱的好作品，不能以空对

空，要接受历史的教训，尽量减少形式主义，提出好作品是唱出来的，而不是宣传出来的。羊鸣深有感触

地说：“好听，这两个字需要一辈子来悟，悟出来了就能创作出好作品了。”而作为主办单位的中国音协

也明确表示，将按照中央有关活动的通知精神，对征集评选的各个步骤环节、阶段和目标进行总体把控。

既要保证活动有序开展，又要突出此次活动的亮点和特色，切实把它打造成一项在人民群众中间有较大影

响和较好评价的音乐惠民工程。  

    会上部分专家还指出征歌活动要有所为，就必须要遵循音乐创作的规律性和周期性，集中组织专业词

曲作家参与创作，并对近年已有群众基础的作品再加工，他们认为，音乐创作有自身的规律性和周期性，

群众征歌的意义更多的是发动非职业音乐作者，给他们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但最终还是需要专业团队的

创作保障。阎肃等几位专家建议采用传统的创作方式，组织专门词曲编辑班子进行集中创作，从而推出一

两首既饱含时代激情、民族情感，又有很高艺术价值和群众基础的利于流传的主旋律歌曲。陈哲更是结合

自身创作有感而发：“在创作中要拒绝违背艺术规律、违背真情实感的报告性音乐语言和盲目创作，要说

真话、动真情，要培育一种创作氛围，要建设一种健康的创作环境，要尊重一种创作规律和创作积累，要

深入中国民族、民间作品，进行实实在在的创作，心情到、状态到、时机到，好作品就出来了。”  

    除组织专家集中创作之外，与会专家更强调了征歌活动要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尊重它创作、推广、

流传的周期性和规律性。他们认为，好的作品不一定是一次征歌活动就能征出来的，它需要很多因素的共

同作用，历史上行之有效的办法往往是组织上的“顺水推舟”，将已有相当群众基础的作品，在重大活动

和重点晚会上再次进行集中推介，从而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传唱度，要重视现有资源，将其聚合在一

起，不要拆分力量，不要期望另起炉灶。甲丁提出，近两年来有重大修改的好作品，是否能作为特例进入

征集，其中一些是已经经过实践和展示的作品，并不是未发表的新作品，这些作品在技巧和手法上已经日

趋成熟，并且经过不断地完善，又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借助此次活动媒体宣传平台重

点推出，将为征歌活动的成功提供一个有力的保障。他还认为，在此同时要组织著名词曲作家对有“前

途”的群众作品进行重点扶持。印青也表示活动前已报送的５００首作品中，尽管业余的很多，却不乏在

音乐上和词作上有很好想法的作品，但表现得还不太成熟，只需要对它们进行些“帮扶”，就能成为质量

很好的作品，如果最终评选出的３０首作品里面有１－２首业余词曲作家创作的作品出现，这应该是举办

活动取得的重大成功。  

    随着社会的发展，音乐创作已经进入一个多层面、多角度、多元化的发展阶段，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创

作不要定型，要积极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发展创新，改变固有思维模式和方法，避免概念化创作，更大

胆地尝试新时期主旋律歌曲创作。王晓锋、小柯强调主旋律歌曲的创新问题，认为要尝试新的创作方法、

创作思路，主旋律歌曲可以尝试打破固有模式，改变以往的宏大描述，尝试“以小见大”的创作思路，创

新需要冒险，需要下功夫。在具体的创作问题上，付林建议，老歌新唱是一种办法。同时现在主旋律歌曲

创作在选择题材和角度的问题上不够新颖，旋律上没有突破，而且出现了“红歌像个筐，什么都往里装”

的发展趋势，建议在范围的界定上不要过于宽泛，在旋律上要回归简单，创作老百姓最易唱的作品，在创

作手法上要“跨界”组合，形成不同的组合形式，到达艺术形态的多样性。结合现在的各种征歌现象，与

会专家还谈到了创作假、大、空的问题，宋小明认为，概念化、口号化创作的始作俑者，很多都是职业作



者，他倡议要引领健康的创作风气。同时提出除了创作上的创新外，还要更多地将有才华，有新思想、新

气象的年轻人团结纳入到社会大环境中进行创作，为主旋律创作带来新气象。  

    互联网、手机的普及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多媒体时代，传统的推介手段已经难以完全满足推广的目的，

此次征歌活动的推广渠道还是比较传统，主要以在央视各主要频道的轮流播出和最终晚会的集中推介为

主。为此，甲丁特别强调新作品的推介平台要进行更新，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传播渠道，可以依托彩铃、

手机报等形式进行作品推广。  

    中国音协主席赵季平对会议进行了总结发言，认为本次会议从创作方法、创作思路、传播渠道等方面

进行了创作的广泛交流，是一次成功的会议，面对文艺发展的大好形势，藉以与大家共同勉励，由心而

发，在新的时代，发出新的种子，谱出新的作品。徐沛东则表示，以后将以中国音协这个“家”为基地，

不定期搞些创作沙龙，请大家到“家”里来坐坐，畅所欲言，用激动的心写出好的作品。  

    中国音协作为此次征歌活动的主办方之一，在活动前期，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了大量工作。发挥系

统优势，通过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音乐家协会，对全国的音乐家进行了广泛的动员，并根据中宣部

的具体指示，先后组织了国内知名词曲作家６０余人次，赴革命圣地百色、延安、井冈山、遵义、韶山、

西柏坡等地进行创作采风活动。据初步统计，委约新创作品约５０余首，将于１１月末收集完毕。其中，

已经录音、由名家演唱的约１０首。此外，中国音协作为活动主办方具体负责华东、华南赛区前期作品的

发动、征集、报送工作，并在第一时间对以上两个地区的十余个省市进行了工作部署，各省反应强烈，作

品的组织、征集、筛选工作都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当中。１１月２２日将在广东中山召开“唱响中国”华

东、华南创作推动会，各省区宣传部文艺处及音协的相关领导将出席会议、汇报情况并报送作品。两个赛

区组织报送的全部作品将于１２月初交送组委会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