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大来：埋头创作，400多首歌曲

“温州音乐奖”是继温州民间文艺权威

奖——“百花奖”之后推出的温州权威音乐

艺术奖项，旨在通过表彰和奖励成果显著、

贡献突出的音乐家或音乐工作者集体，树

立音乐界楷模，促进温州音乐的发展。

“温州音乐奖”弥补了多年来温州音

乐综合性评选表彰的空白，评奖范围囊括

音乐领域创作、表演、研究、教育等所有专

业，分设“荣誉奖”和“艺术成就奖”。“荣誉

奖”为非常设奖项，授予、对温州音乐艺术

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和成就的音乐家。

“艺术成就奖”为常设奖项，评选对象是在

评奖期内在温州音乐创作、表演、教育、研

究等领域中取得突出成就并在全省甚至

全国音乐界产生较大影响的我市音乐家

（或集体）。

[相关链接]

2016年6月23日 / 星期四 / 责任编辑 / 金行哲 / 编辑 / 王志红10 聚焦点

“跟王大来老师和胡广泽老师相

比，我算是三流的作家。”谈及此次获

奖，81 岁的胡邦谦虚地说道。他从来没

有接受过专业的音乐学习和训练，但创

作出了上百首音乐作品，在全国、省、市

比赛中获得 30 多个奖项，在省级词刊

上发表 20 余首词曲原创歌曲。

“我父亲会唱京剧，也会拉京胡，从

小的熏陶对我后来的创作很有好处。”

胡邦说，从小他就喜欢听戏曲。不过，

他并没有因此成为音乐专业的学生。

在浙江大学读书时，他就读的是建筑专

业，热爱的是舞蹈，音乐创作离他还很

遥远。

1959 年，进入莘塍文工团后，他从

事的依旧是编舞工作，不过他偶尔会写

写词。进入市文化馆工作后，他才慢慢

正式接触音乐创作工作。

1980 年，他为高楼俱乐部创作了

《姑娘驾起插秧船》的曲子，此曲经由城

区歌队之口唱出就完全变了样，得到了

众人的肯定。此后，该曲经浙江省歌舞

团填词后被推荐全国比赛，还拿到了大

奖。此后，该歌曲在全国广为传唱，并入

选了《全国十五首群众歌曲》，引起了温

州音乐创作在全国范围的一股热潮。

“我当时完全呆住了，根本没想到

自己会获奖。”胡邦说，他觉得这首歌曲

就是融入了瑞安民间的东西才有了魅

力。

胡邦告诉记者，他有一个习惯，在

灵感来时，会立马将词记在本子上，待

过个 10 来天，他会回头翻看这些词。

“回过头来看看，才知道当时写的词好

不好。如果不好，我就会撕了扔掉，好

的话就保留下来。”他说。

胡邦还将音乐创作融入到舞蹈、戏

曲等创作中。近年来，他一直在整理自

己曾经创作过的作品，如今已经陆续出

版了《小品》集、《剧本/电影文学剧本》

集、《方言顺口溜》集等作品。“我还有四

五本作品正在整理中，以后歌曲集、戏

曲集等都会陆续出版。”他说。

“不管是经过音乐的专业训练还是

没有经过专业训练，音乐创作还是要多

写、多实践，写得多了就有好处。”胡邦

说，“年轻人要多深入民间，多听传统的

音乐，不然就写得跟别人一样了。”

今年 80 岁的胡广泽还十分精神，谈

及与音乐的缘分有说不完的话。

胡广泽出生在文成玉壶。小时候，

他就爱听鼓词、山歌、高腔等民间艺术。

上小学时，他就会音乐简谱，还会拉二

胡，还当过老师的助教，帮女同学排练

《白毛女》。中学统招时，他进入瓯海中

学（现温州四中）就读。

胡广泽记得，当时学校买了一架钢

琴，这在当时可是个稀罕物。某一个周

日，胡广泽来到摆放钢琴的教室，原本锁

着门的教室竟然轻轻推开了，而钢琴也

没有上锁，连钥匙都没拔下来。心痒难

耐的少年等了好一会也没见到人，就忍

不住坐了下来，探索起钢琴的奥秘。为

了以后能来教室练琴，他还偷偷复制了

一把钥匙。后来，虽然被老师发现了，但

是那位老师告诉他可以来练琴，不过要

保密。

在温师院读书时，他已经能熟练掌

握钢琴、风琴、小提琴及各种民族乐器。

那时他就有作曲天赋，作品还在《浙江音

乐》上发表。“文革”期间，他回家种田。

此后，他先后在文成文化馆、莘塍文工

团、城关文工团、瑞安文化馆工作。

胡广泽喜欢在歌曲中融入瑞安民间

曲调，他会根据内容的不同，借助高腔、

鼓词、道情等传统曲调，给人耳目一新之

感。在采访中，他轻轻哼起了《飞云江渔

歌》，这首融合了道情、排街等传统曲调

的歌曲，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在中央台播

出，至今作为保留曲目；《古道别》融合了

瑞安传统鼓词和西洋音乐，既好听又好

学，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夸奖“有特

色”……至今，胡广泽已经创作了上千首

音乐作品，其中很多作品获得了国家级、

省级一等奖。

如今，胡广泽正在整理瑞安鼓词童

谣，准备出版补充音乐教材。“如今，很多

人已经不会高楼花鼓了，我不希望看到

鼓词童谣成为一种遗憾。趁着我还能

干，总要给后人留点东西。”他说。

对年轻人，他说：“很多年轻人不肯

吃苦，创作风格也趋于一致。希望年轻

人能够多多了解民间音乐，并热爱它。”

“我创作的灵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小

时候看的社戏，那些音调我至今都记得。”

说起自己的音乐创作的灵感来源，王大来

认为这跟他从小接触的瑞安民间音乐有很

大的关系。

王大来今年76岁，祖籍文成大峃。在

文成县小读书时，他便开始展现出音乐才

华，打过小军鼓，还当过儿童合唱团领唱。

不过他在选择学校时，却是选择了化工类

学校，后来读了丽水师专才正式开始音乐

学习。

毕业后，王大来被分配到了高楼担任

音乐老师，他在高楼待了10年。他说：“这

十年里，我积累了许许多多的民间音乐素

材，它们不断给予我灵感，在我的作品里体

现。”期间，他创作的歌曲《送花》引起了不

小的轰动，还被选送参加温州市文艺汇

演。这首歌也让不少人知道了王大来的名

字。

1978年，王大来调入市文化馆工作，这

是他人生中的最大转折。当时从事文艺工

作的人并不多，他就负责打开场面，在全市

组织了23支宣传队、21个演出队；他还办

“每周一歌”教唱培训班，每周组织一次学习

培训；每逢节假日，他组织各种音乐会。

在工作之余，王大来还用心创作。他

创作的《畲汉人民心连心》、《树逢甘霖花盛

开》等歌曲，在1980年参加省少数民族文

艺会演获得一等奖，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播出，还参加文化部、民政部主办的全国

少数民族文化会演，都获得创作优秀奖；歌

曲《河上人家》在1987年参加省文化厅主

办的全省创作歌曲比赛获创作一等奖……

至今，王大来创作的各类题材歌曲有400

多首，其中全国获奖作品有16首，省内获

奖23首，获得温州市级的奖项就更多了。

王大来还辅导过数以千计的声乐爱好

者，其中不少人在全国、省、市声乐比赛中

获奖，还有很多学生考上名牌音乐学院。

“我希望能培养和造就一些音乐人才，为推

广音乐做些贡献。”他说。

如今，王大来老师依旧还在创作歌曲，

每年也会向外投稿，不过更多的时间花在

整理歌曲上，他准备出本歌曲集。“不管什

么路，想要走好都是艰苦的，年轻的音乐人

要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苦。另外，要知道越

是民间的、民族的音乐就越要坚持，最好的

音乐作品都来自民间。”他说。

■记者 黄君君 实习生 赵嘉璐

日前，首届“温州音乐奖”颁奖典礼在温州举行，8位老音乐人接过“荣誉奖”证书.其中3人来自瑞安,他们分别是王大来、胡邦和胡广泽。

“三位老师是瑞安音乐的‘三驾马车’，是瑞安音乐人的榜样。”市音乐家协会主席王仕俊说。近日，记者分别采访了三位老师了解他们的音乐历程。谈及对

年轻人想说的话，他们不约而同表示：音乐创作源于民间，年轻人要从多从民间汲取灵感。

胡广泽：“总要给后人留点东西”

胡邦：学建筑的跨界音乐创作

我市3人获首届温州音乐奖“荣誉奖”
他们说：年轻人创作音乐要多从民间汲取灵感，更要学会吃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