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洛宾浪漫人生坎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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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你听到《在那遥远的地方》、《达坂城的姑娘》《达坂城的姑娘》、
《掀起你的盖头来》等一首首抒情浪漫的情歌，你也许会以为它的作者王洛
宾一定是个多情浪漫的西部男儿，他的一生环绕着鲜花与掌声。然而，你错
了。在王洛宾的８１岁生涯中，他的精神是浪漫的，他创作的歌曲是浪漫的，
而他走过的人生之路却十分坎坷，好在王洛宾以“浪漫”对坎坷，潇洒走过
人生路。

情歌之王，不幸的爱情

王洛宾１９１３年１２月出生在北京一个小职员的家庭。他的父亲是
一个京戏迷，闲来无事，常在四合院内拉起胡琴自娱自乐。要说王洛宾一生
与音乐结缘一定要有某种熏陶的话，那最多就是这一点点罢了。王洛宾从小
就是个“不安分”的人，１３岁那年只身跑到东北投奔红色苏俄未成，１８
岁考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跟随俄国沙皇的小姑母学习西洋音乐，后来因家
贫难以供养而辍学，２４岁那年，北平芦沟桥事变爆发，他再次出走，奔赴
大西北参加了作家萧军、塞克、丁玲领导的西北抗日战地服务团。在六盘山
下，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到了一个名叫“五朵梅”的乡村妇女唱的一首“花
儿”，他被那纯朴、率直、热情、奔放的旋律所震撼，下决心在西北扎下根
来，搜集整理和创作西域民歌。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王洛宾在西北已创作
出了《达坂城的姑娘》、《草原情歌》、《阿拉木罕》、《半个月亮爬上来》等７
００多首情歌，然而他的爱情生活却是不幸的。

王洛宾第一个真正的恋人叫方珊，是一位河南籍的兰州姑娘。他们的
初恋是甜蜜的，以至于使８１岁高龄的王洛宾至今难忘。王洛宾当时很爱方
珊，曾在青海为方珊专门写了一首情歌。歌中写道：“半个月亮爬上来，依
拉拉爬上来。照在我姑娘的梳妆台，依拉拉梳妆台。请你把那纱窗快打开，
再把那葡萄摘一朵，轻轻地扔下来。半个月亮爬上来，依拉拉爬上来。照在
我楼前的常春槐，依拉拉常春槐。你想吃那葡萄莫徘徊，等那树叶落了再出
来，依拉拉常春槐。”从这首歌中，大家不难看出王洛宾的痴恋之情。然而，
后来方珊因忍受不了王洛宾常常外出采风而带来的寂寞，与他分手了。

后来，经人介绍，王洛宾在青海与一位名叫黄静的护士结了婚。黄静
漂亮文静，聪明娴慧，从不与洛宾红脸，把个小家庭安排得妥妥当当。青海
解放后，王洛宾跟随王震大军开赴新疆，黄静带着孩子回到了北京。不幸的
是黄静于１９５１年早离人世，给王洛宾留下了四个儿女。噩耗从北京传来，
远在新疆边陲的王洛宾心都要碎了。至今，王洛宾的家里还挂着黄静的遗像，
王洛宾要让他的爱妻伴着他写出更深刻、更美丽、更动人的歌。

一生中有１９年与铁窗相伴，被誉为“狱中歌王”



说起来有点让人难以想象，然而却是事实。王洛宾这个人称情歌大王
的人，一生中竟然坐了两次大牢且长达１９年。这个命运的十字架，要是放
在“凡夫俗子”身上肯定会被压垮，王洛宾不但没有被压垮，反而更坚强，
更浪漫，用他的话说：“即使身陷囹圄，我也胸怀坦荡，过着我快乐的日子，
写我大我的情歌，谱我美丽的囚犯歌，用我的歌声迎接一切苦难。”

王洛宾第一次被打入监牢是在１９４６年。国民党马步芳的宪兵认为
他早先是抗日的积极分子，怀疑他是共产党的“探子”，一次一次地殴打他，
要他改变红色思想，脱离与共产党的关系。面对酷刑，王洛宾死不开口。每
次过完“堂”，他都皮开肉绽，浑身是血，然而等他一静下来，他照样“提
炼他痛苦的纯美”，写他“大我的情歌”。王洛宾给自己暗暗定下了坐十年大
牢的计划，他忍着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在狱中写了一首又一首歌颂民主自由
的歌。“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的小
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王洛宾第二次入狱是在１９６３年，当时的背景是不言而喻的，仅凭
捕风捉影就足以定罪，更何况王洛宾当过马步芳的音乐教官呢。“二进宫”
时王洛宾已经整整五十岁了。也许是年龄大了，也许是他对自己被自己人投
进牢狱实在想不通，他曾萌发过自杀的念头。他乘外出干活，偷偷藏起了一
根绳子，等待着走向“自由”的机会。就在他即将拥抱死神的时候，他想起
了一位姑娘。那是他刚刚被打成反革命时，一天他戴罪上完音乐课，一位叫
阿娜尔汗的维族姑娘悄悄塞给他两个苹果，苹果虽不大，但此时的王洛宾却
觉得它比金子还贵，觉得那带着姑娘体温的苹果分明是姑娘的一颗热乎乎的
心⋯⋯于是，似乎有一双多情而无形的手紧紧地拉住了他，使他改变了可怕
的念头。一天，关押王洛宾的号子里又投进一个年轻的维族犯人，原来这位
青年人被捕的那一天是结婚的前夜，未入洞房却进牢房，很是忧伤。

过了半年时间，他的姑妈带来消息说，他的未婚妻突然失踪，后因忧
伤而死。当时小伙子都要疯了，捶胸顿足狂呼猛喊“我对不起你呀，我对不
起你呀！”为了表达对恋人的思念之情，那维族青年开始跟监狱作对留起了
胡须，监狱里的犯人也为此常常打得他口流鲜血，然而他却喊道：“你们打
得太轻了，我对不起我的太太，再重点、再重点⋯⋯”这一切深深地感动了
王洛宾，于是他写出了著名的歌曲《高高的白杨》：“高高的白杨排成行，美
丽的浮云在飞翔，一座孤坟铺满丁香，孤独地依靠在小河旁，坟中睡着一位
好姑娘，枯萎的丁香引起我遥远的回想，姑娘的衷情永难忘⋯⋯高高的白杨
排成行，美丽的浮云在飞翔，孤坟上铺满了丁香，我的胡须铺满胸膛，美丽
浮云高高白杨，我将永远抱紧枯萎的丁香，抱紧枯萎的丁香走向远方，沿着
高高的白杨⋯⋯”

王洛宾在狱中克服重重困难，用血用泪写出了几百首囚歌，被誉为“狱
中歌王”。

一个民族诞生了名曲，却埋没了名曲作家
他的歌早已广为流传，然而他的名字却鲜为人知。１９７５年，带着

一顶反革命帽子的王洛宾从监狱放出来了。外面的空气是新鲜的，但对他来
说并未感到快活。在狱中有人给饭吃，出来后他成了无业游民，还得为填饱
肚子发愁。他先是在工地上给人打石头，看工具混口饭吃，后来工头看他又
老又瘦便客客气气地辞了他。好在很快粉碎了“四人帮”，他被一位爱才的



领导看中，让他去写歌剧，他也不负厚望，很快写出了三部歌剧的音乐：《托
木尔的百灵》、《带血的项练》、《奴隶的爱情》。其中《带血的项练》获１９
８０年全国文艺汇演二等奖。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王洛宾又迎来了自己音乐的春天。然而使他遗
憾的是他那些流传已久的歌却很少署上他的名字。他觉得一个民族诞生了名
曲，但却未诞生创作名曲的作家，是这个民族的不幸，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洗
去这个不幸。于是他给音协写信，坦率地讲道：“许多音乐会都把我的歌曲
放在前面，却不署我的名字，只写‘青海民歌’‘新疆民歌’，如果别人问这
歌是哪个民族的，歌曲里的汉语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说什么？唱一个没有作
者的歌对我们并不体面。”但不知何故，王洛宾的名字在好长一个时期未被
音乐界和社会承认。尽管王洛宾现在已经大名鼎鼎了，他得了金唱片奖，作
为有突出贡献的音乐家享受了国家政府特殊津贴，然而如果你留心，不难发
现在许多录音带、录像带上，王洛宾的歌名下面仍写着“青海民歌”“新疆
民歌”的字样。但愿这种现象不要继续下去了，但愿人们不会忘记王洛宾这
个曾给了我们精神食粮和民族荣誉的名字。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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