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当听到这首熟悉的歌曲，我都会激动不
已，因为歌曲旋律特别动听。更让我回味的，
是当年采访歌曲作曲者、重庆江津人王锡仁的
点点滴滴……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怎样创作出来的？
江津籍作曲家王锡仁在病床上接受我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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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0909 >> 2023年7月31日 星期一

主编 胡敏

视觉 胡颖 徐剑 校审 罗文宇 王志洪

缘分，来自隔壁的小女孩

这一切，还得从我当年的记者生涯说起。
1997年2月，在重庆即将成为直辖市之前，根据报社领导部署，我所在的《重

庆日报》组织了一个采访班子，前往北京采访。我被选中，成为采访团的一员。
我们这次驻京采访，主要目的是三月份的全国两会。为节省经费，我们一行三

人在北京天安门附近租了一套房子，自己买菜煮饭。邻居是一个特别爱唱歌的女孩
子，每天早上起床，就能听见她在练嗓，她唱得最多的就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我从小也喜欢唱歌，年轻时甚至还曾异想天开，打算去考音乐学院，将来当
一个歌唱家。可是，命运捉摸不定，最终我进报社当了记者。当不成歌唱家，但
唱歌是没人能限制的，高兴时我也喜欢吟唱几句。于是，接下来的日子，早起的
我，也常常唱了起来，唱得最多的歌曲也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一来二去，邻居的那个唱歌的小女孩就成了我们的朋友。交流后我们了解到，
原来她也是重庆人，当她知道我们是《重庆日报》记者时，彼此的交流就多了起来。

别看女孩年轻，她知道的东西可不少。一天，她问我们知道《太阳最红，毛主
席最亲》这首歌的作曲者是谁吗？我们都喜欢唱歌，但歌曲的作曲者是谁，倒没
怎么关注，心想反正一定是个大家，因为一般的作曲者是写不出如此磅礴大气的
歌曲的。然后她又“考”我们，知道这首歌的作词者是谁吗？这首歌是由谁最先
唱出名的？一连串问题，把我们三人全问蒙了。

女孩名叫王秀秀（化名），是重庆市沙坪坝区人，从小就喜欢唱歌，算是个音
乐“北漂者”，当时正打算投考武警文工团。

见我们全是音乐“外行”，她便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她说，这首歌的
作词者名叫付林，作曲完成后，海政文工团动员全团力量进行排练，先
是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再到中央电视台录像，然后到八一电
影制片厂拍了新闻纪录片，“最重要的是，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这首歌的作曲者名叫王锡仁，他是重庆江津人。”说完这
些，小女孩骄傲地笑了。

我们有点无地自容，作为记者，知道的竟然
不如一个小女孩多。可更出人意料的事情
还在后头，小女孩居然说她认识作曲家王
锡仁，甚至还自告奋勇要带我们去采访。

经过请示，报社领导同意了我们在这次
重要采访中，临时增加另一个采访任务：采
访重庆江津籍作曲家王锡仁。我争取到了这
次额外的采访任务。

见面，我采访了病中的王锡仁

小女孩看来对北京很熟悉，第二天一大早，她就把我带到了海
政文工团。原来，王锡仁是海政文工团的师级创作员。我记得，王锡仁当
时还在病中，他是躺在家里的床上和我见面的。

看见我走过去，王锡仁很高兴地挣扎着起身与我握手，他说：“见到家
乡的记者不容易呀，我很想念重庆，我在重庆清华中学上过学，至今还是校
友会成员。”他告诉我，他少年时在重庆住过很长一段时间，“这么说吧，我从
不懂事到懂点事，这个过程都在重庆，所以我永远忘不了那高高的歌乐山，
那长长的嘉陵江，更忘不了江津的德感坝和几江的长江水。当然，还有
白沙镇，那是我的祖籍所在地。”

他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作曲家太像一个诗人了。其
实，歌曲就是带着旋律的诗，说他是诗人，也不为过。

他很热情，也很支持我的工作，我要的材料他都毫
无保留地给了我。我当然很感谢他，他说不用客

气，“我们都是重庆人。”他说着一口地道的川腔，其中有重庆话
的味道，但更多是内江和自贡方向的口音。后来，他又讲到了他的
少年时期：其实他出生在四川富顺，4岁时随做生意的父亲到了内江，所以
内江说他是内江人，而自贡则说他是自贡人，“那时自贡管辖富顺，实话说，我的
祖籍还是重庆人。”他告诉我。

当然，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这首歌。他向我详细讲
述了歌曲的整个创作过程。拿到付林写的歌词，当时正是唐山大地震不久，
他冒着余震的危险，走出了没有电灯的地震棚，回到空无一人的大楼
办公室进行谱曲创作。“我打开电灯，铺好稿子，旋律伴随着眼
泪流淌，音符伴随着激情跳荡。我整整一夜没睡，第二
天太阳升起时，迎着满天朝霞，我完成了这首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谱曲工作。”

从作词到谱曲，只用了不到
一周的时间，就完成了这
支经典歌曲。

聚餐，他在
家中举办音乐会

王锡仁告诉我，这首歌曲从歌词
到作曲都很平和、朴实，且朗朗上口，所以非

常受欢迎，很快就在神州大地流传开来。
“第一次演出时，观众久久不愿离去，当时的场面

十分热烈。”尚在病中的他虽说得大汗淋漓，但却激动万
分。考虑到他还在病中，我想起身告辞，他执意挽留，还叫来了

一帮海军的军人，在家中做起了海鲜大餐。
这顿饭吃得很有意义，并不是因为鱼虾好吃，而是这些军人全是文工

团的演员，他们在王锡仁家中开了一场小型的《红珊瑚》音乐会。这是一部非常
经典的作品，直到音乐会结束，我才知道，这部歌剧的作者正是王锡仁。那时，作为

重庆人，我太自豪了。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音乐会上那位唱《珊瑚颂》的小姑娘，她唱得很

投入，整个演唱过程都是眼泪伴随，她演唱时的声情并茂，是我第一次
近距离地感受歌剧的魅力，以至于很多年以后，我都忘不了那一次的
特殊采访。

采访稿件传回《重庆日报》编辑部后，领导很重视，还特别对王锡仁的
籍贯进行了一番调查。根据汇集的资料，王锡仁1929年10月6日出生于
四川富顺，4岁时随父亲迁内江，祖籍江津白沙，他自述为重庆人。经与内
江文化局联系，内江方面证实王锡仁籍贯为重庆。当时，还特别请教了《重
庆日报》法律顾问、重庆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皮宗泰，他解释说，籍贯和

出生地并不矛盾，出生地可以说是出生地的人，籍贯也可以说是籍贯地的人，
不会出现法律纠纷。于是，《重庆日报》星期刊在“天南地北重庆人”这个栏目，

刊发了我采写的《王锡仁采访记》。

音符，永远不会消逝的经典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后来出了很多合唱版和独唱版。部队文工团、中央级别
的合唱团、地方上的专业文艺团体，包括一些国外的高级别合唱团，都曾演唱过这首歌
曲。至于独唱版本，我知道演唱过的就有《军港之夜》的卞小贞、龚玥和胡彥斌等人。

王锡仁的作品，曾十次荣获全国广播新歌金奖第一名，仅20世纪90年代初，他的
歌曲在全国各类音乐比赛中，就获得过六次大奖。1993年，《王锡仁歌曲集》出版，对此
王锡仁说：“作品的激情，首先发自作曲者心田，我笔下的音符可以长留在人们心中，这
比知道我这个名字要有意义得多。”

王锡仁的经典歌曲数不胜数：《家乡话》《中国的月亮》《乐呵呵奔小康》《家乡水》《拥
抱新世纪》……他创作了30多部歌剧、400多首歌曲，为十多部电影电视剧作过曲，如《花

枝俏》《郑和下西洋》等。
2010年，王锡仁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与世长辞。这位重庆江津籍的作曲家走了，他留给我

们的是悲痛和惋惜。后来我才知道，那个邻居小女孩王秀秀是他的侄女，凭借《太阳最红，毛主
席最亲》这首歌曲考上了武警文工团，此后还获得过全国新歌大赛的三等奖。

王锡仁谱曲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这首经典歌曲的传唱度极高，几十年来全国有上万个合唱团曾演
唱过这首歌曲。

“630合唱团”是重庆的一个民间合唱团，他们不仅演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还把这首歌曲作为必考歌
曲。他们演唱的王锡仁作品《红珊瑚》《父老乡亲》《党的女儿》《白发亲娘》等，曾多次获得过国际国内奖项，合唱
团的人们更以王锡仁是重庆人而自豪。“630合唱团”团长告诉笔者，合唱团成立近20年，几乎唱遍了王锡仁的
歌曲作品，特别喜欢的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和《红珊瑚》，因为这两部作品特别适合用合唱艺术来表现。

一个作曲家的伟大，就在于他的歌曲能流芳千古，重庆人王
锡仁做到了。王锡仁还为家乡江津写过歌曲，歌曲名是《拥抱江
津》，石顺义作词，由重庆歌唱家李丹阳演唱，当时在江津几乎家
喻户晓。1998年，王锡仁还为重庆写过一首《重庆幺妹乖》：“幺
妹乖，幺妹乖罗，那个乖乖的幺妹走过来哟，她从巴山的云里来，
她从川江的水边来，她从青青的竹林来，她从红红的辣椒里来
……”当时的重庆人民广播电台，把这首歌曲作为“每周一歌”播
放，重庆的年轻人几乎都能唱上几句。

（作者系重庆资深媒体人 图片由作者提供）

延 伸 《重庆幺妹乖》，他为家乡创作的歌曲

重庆630合唱团
王锡仁

歌剧歌剧《《红珊瑚红珊瑚》》是王锡仁的经典作品是王锡仁的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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