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而不已
痴情为人民创作

吕其明的父亲吕惠生是一位革命烈
士，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为国捐躯。从九年
战火中且歌且行的难忘经历里， 他学到了
很多，其中有两条最重要的思想：第一，文
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二，
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 生活是创作的源
泉。这两条思想早已渗透进他的血液，不断
生根发芽。

解放后，吕其明从部队转业，分配到上海
电影制片厂任小提琴演员。 每当演奏别人的
曲子时，他都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作曲。军
人出身的吕其明，有着战胜一切的意志，他从
那时开始苦下功夫。在不脱产的情况下，他坚
持去上海音乐学院学习了五年作曲， 系统地
学完了作曲系本科的全部专业课程。 除工作
之外，他四处拜师学艺，几乎把时间和精力都
放在钻研音乐理论和中外音乐作品上。

在创作方面， 他的态度极其严肃认真。
在为电影《铁道游击队》写插曲时，有人提
议配乐应该学苏联影片用西洋乐器。 一向温
和的吕其明严肃地指出：“我在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中，看过很多游击队员，他们身穿便
衣，头扎白毛巾，是普通百姓。 因此，绝不能
把那种洋腔洋调强加在这些人身上， 依我
看，要让他们弹土琵琶，才合情合理。 ”大家
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一致赞成。 不仅如此，在

创作中吕其明还始终坚持“下生活”。 有一
年，当接到为纪录片《大庆战歌》的配乐任
务后，他二话没说买了火车票，就踏上了东
北的土地，来到了冰天雪地的大庆，与石油
工人们同吃同住，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
体验生活。 为给纪录片《鞍钢在建设中》配
乐，他又在鞍钢生活了近两个月，在厂房里
体验生活、访问劳模。

初心不改
矢志不渝无私奉献

吕其明时刻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
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 多年前，南京雨
花台烈士纪念馆的领导来上海， 请他为雨花
台烈士纪念馆谱曲， 他毫不犹豫接受了 “任
务”。但他与馆方约法三章：一不取报酬；二不
住高级宾馆；三不见媒体不作宣传，以一个普
通党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身份， 前往纪念馆瞻
仰学习，寻找创作灵感。

回到上海， 他每天伏案十几个小时，历
时半年，写下了长达 60 分钟，分为 15 个乐
章的管弦乐组曲《雨花祭》。“我是烈士的后
代，理应承担这份工作。 ”吕其明这样说道。
在他的感染下，录音工作结束后，上海交响
乐团的同志们也将应得的 4 万元全部捐赠
给了雨花台烈士陵园。 之后，他又义不容辞
地创作了《龙华祭》，献给为解放上海而牺
牲的烈士们。

这么多年来，他的代表作《红旗颂》在许
多重要场合被无数次地演奏， 有人便建议他
收取版权费。 吕其明经常笑着回答：“我是新
四军小战士出身，是共产党把我养大的，就好
比爹娘要用我的东西，我会管他们要钱吗？ ”
身为《红旗颂》的作者，他也从未主动参加过
任何争金夺银的评奖。

离而不休
笔耕不辍持之奋斗

离休后的吕其明，行程万里，跑遍祖国的
大江南北，义务为海陆空部队写了近 30 首军
旅歌曲。 年逾古稀的吕其明为了创作交响组
曲《使命》，大量阅读和观看了党的历史资料
和珍贵影像。 有段时间，他的腰椎动了手术，
住进了医院。但他依然笔耕不辍，在医院的病
床上继续创作。

历时四年， 作品从大框架到细枝末节终于
酝酿成熟。 此时正值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吕其
明也到了耄耋之年，感到越来越力不从心，但却
始终没有放弃。 他邀请作曲家陈新光合作，加班
加点全力以赴，用 29天的奋力拼搏，完成了该
作品的初稿，并在十八大召开之际隆重推出。

去年 3 月， 在全国上下抗击新冠疫情期
间，吕其明不断看到“白衣战士”冲上抗疫一
线的感人事迹， 多年珍藏于心的题材又跃动
起来。 他以电影《白求恩大夫》原创音乐为素
材，创作了单乐章的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
冀》。 尽管这部作品只有短短的 17 分钟，但
吕其明反复修改不计其数， 期间还主动召开
专家讨论会。

在一个月前举行的上海爱乐乐团红色经
典交响音乐会上，回响着吕其明的代表作《红
旗颂》《铁道游击队》，以及他在 90岁高龄时
创作的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和弦乐合
奏《祭》。“回想这 70年，其实我只是做了一
件最重要的事， 那就是践行着我的入党誓言
和承诺，传承着我的红色基因，全心全意为党
为祖国人民服务，用音乐歌颂党、歌颂祖国、
歌颂人民、歌颂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吕其
明的发言掷地有声，他表示，自己将一如既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为党为人民写作。

情系南西
扎根社区发挥余热

吕其明长期居住在南京西路街道， 为社
区和谐发展做出了努力和贡献。 自离休后，他
经常关心社区文化自治团队和社区老年大
学，参与福民南西艺术季，并积极做出帮助指
导。 近年来，他还为新春音乐会录制了视频，
分享他创作《红旗颂》背后的故事及多年来
的心路历程，并为大家送上祝福。

吕其明热心参与社区自治共治，为“福
民南西，魅力都心”建设提出了许多很好的
建议和想法。 居委会换届选举，他来到居委
会投票站，积极履行宪法权利，投出自己庄
严神圣的一票。

近日，91岁高龄的吕其明来到家附近的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在家属和工作人员的陪
伴下，完成了新冠疫苗接种。“打完之后没有什
么不舒服的，感觉很好！ ”他也号召符合条件的
老人们积极参与疫苗接种，共同筑起免疫屏障。

今年年初，在得知习近平总书记给上海市
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百岁老战士们回信后，作为
一名曾经的新四军战士， 吕其明分外激动，特
意写下《回信有感》，表达了一位老一辈文艺工
作者的初心与坚守。“我亲眼见证了祖国的富
强和人民的富裕，现在的生活、医疗、居住条件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 我衷心向党和政府，
向总书记表达感谢。”他表示，会
继续做一名有信仰、 有情怀、有
担当的新时代文艺工
作者， 继续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出应有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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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缘

吕吕其其明明：：为为党党和和人人民民写写一一辈辈子子的的歌歌
□记者 沈冠君 整理报道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将历史视为“最好的教科书”，多次强调“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从 1921 年到 2021 年，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漫长的
非凡之路，回首望去，是无数共产党员前赴后继、卓绝奋斗的精彩篇章，也是一段又一段中国人民与党“结缘”的美好回忆。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南
京西路街道推出“党缘”系列专题，由生活和工作在南西的 10 名不同年龄段的党员介绍自己与中国共产党的缘起之路，在一个个“相识”“相知”“相守”的
故事里，知所从来，思所将往。

本期为您介绍的是一位 91 岁的老党员———吕其明。 他 10 岁参军，15 岁入党，35 岁写《红旗颂》，90 岁写《白求恩在晋察冀》，91 岁写《祭》……作为烈
士子女，吕其明说，父亲吕惠生就是他的一面镜子，也是一盏不灭的明灯；作为共产党员，吕启明终其一生践行党员本色，无愧党旗下的誓言。现在，让我们
一起来聆听老党员吕其明的故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党中央决定，首次评选颁授“七一勋章”，
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作出杰出贡
献、创造宝贵精神财富的党员。6 月 29 日
上午，在雄伟的人民大会堂，伴随着嘹亮
的《红旗颂》乐曲，吕启明走上红毯，在全
国人民的注视下，受领“七一勋章”。 这位
用尽毕生心血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
民的著名作曲家，激动地表示“这是党对
我的厚爱更是激励与鞕策， 在晚年要加
倍努力报答党的恩情”。

吕其明，男，汉族，1930 年 5 月生，1945 年 9 月入党，安徽无为人，上海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原副主任。 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
作曲家，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一生坚持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劳动人民。 70 年来先后为《铁道游击队》《焦裕禄》《雷雨》等 200 多部（集）
影视剧作曲，创作《红旗颂》《使命》等 10 余部大中型交响乐作品，300 多首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歌曲广为传唱。 荣获“全国离退
休干部先进个人”等称号和“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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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吕其其明明参参加加街街道道““两两委委””换换届届投投票票

吕吕其其明明接接种种新新冠冠疫疫苗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