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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四川省音乐家协会主席林戈尔

一首歌的文化能量究竟有多大

我们把视线再投向整个大体育
产业，体育+音乐有多少种跨界玩
法？如何更有趣？

很多人只知道《北京欢迎你》是
首奥运主题的公益歌曲，却不知背
后与平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其实是北京 2008 年奥运会征集
评选活动组委会、北京市文物局、中
国移动三方的合作。2008 年 5 月，
中国移动奥运歌曲彩铃下载量突破
1700 万，《北京欢迎你》高居前列，
比其他流行歌曲更加热门。

正是在 2008 年，中国移动无

线音乐咪咕汇启幕仪式发布会在
北京举行，15 年后，当传统彩铃产
品从 3G 时代的音频进化到 5G 时
代的视频形态，仍以其过亿用户
覆盖、渠道下沉能力等优势焕发
生机。咪咕早已通过对体育版权
的抢购，打通了音乐和体育的融
合障碍。

2020 咪 咕 汇 音 乐 盛 典 当 天 ，
CBA 明星球员郭艾伦以全息影像
方式“空降”现场，为潘玮柏颁发

“年度最佳创作歌手”等奖项，上演
跨时空互动。这是咪咕汇“音乐

+ 体育”跨界玩法的首次尝试，
在 5G 科技赋能、互动模式创新
下，体育赛场与音乐演艺达成了全
新的融合互动。

除了运营商内容运营玩法，在
头部互联网平台入局后，如今音
乐+体育的玩法、花样更多，也更为
深 入 。 比 如 腾 讯 音 乐 娱 乐 集 团

（TME）和 NBA 中国达成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成为后者的官方音乐合
作伙伴。

随着 5G 时代来临，AIoT（人
工智能物联网）浪潮已势不可当，
音乐在电竞、运动健身、居家娱乐
等场景下的功能不可或缺，智能
手表+健身音乐播放功能早已成
为标配。

制造出草莓音乐节的摩登天
空 ，创 立 了 运 动 厂 牌“Modern
Sky Sports”，主理人鹿鸣把要做的
事概括为“围绕年轻人的美学与
生活方式，去探索与孵化大于音
乐的内容或产品。”这一跨界的背
后，正是当下中国创投界最为关注
的三股潮流：消费升级、青年文化和
生活方式。

“十四五”体育产业发展规划提
出，2025 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 5
万亿元，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
重达到 2%。不得不说，泛娱乐的跨
界融合、模式创新总是随着时代发
展在飞速变迁，用深度融合的方式
为产业发展赋能，这也打开了音
乐+体育的想象空间。

体育+音乐，有多少种玩法？

“青春有约 唱响大运”五四青春歌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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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这些运动
都有很燃的主打歌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蕙茹

当体育与音乐结缘，一首歌，就代表一段
热烈的记忆，也有体育迈步向前的印记。这
些闪耀着时代光芒的体育歌曲，你都听过吗？

1957 年，新中国第一部彩色体育故事片
《女篮五号》上映，电影插曲《青春闪光》因其
悠扬的旋律，将集体主义和爱国情操体现得
淋漓尽致，成为当时知名的体育歌曲。

《青少年运动员之歌》是 1964 年电影《女
跳水队员》的主题歌。管弦乐伴奏的女童声
合唱，活力四射。

《银球飞舞花盛开》是 1973 年纪录片《万
紫千红》的插曲，作为主题曲在首届亚非拉乒
乓球友好邀请赛上引起了轰动。

《洁白的羽毛寄深情》是为第三届亚洲羽
毛球邀请赛谱写的歌曲。节奏欢快、旋律优
美，并承载着浓浓情谊，还入选“1980 年群众
最喜爱的15首歌曲”之一。

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女排“五连冠”，在
国内掀起了一股学习女排精神的风潮，几乎
每所中学和大学都有排球队和排球场，也催
生了这首风靡一时的《大家都来打排球》。王
洁实、谢莉斯的演唱，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

奥运会、世界杯，更是爆款歌曲制造机。
“我们手拉手，穿越五大洲，共创美好家园
⋯⋯”提起 1988 年韩国奥运会，恐怕人们早
已记忆模糊。但每当听到这届奥运会的主题
曲《手拉手》，看到开幕式万人同唱的壮观场
面，总能让人为奥林匹克而热血沸腾。

世界杯主题曲为大众所熟知，始于 1986
年墨西哥世界杯。那是一届只属于迭戈·马
拉多纳的世界杯。歌曲《另一个英雄》被视为
对马拉多纳的英雄赞歌。

1990 年，《意大利的夏天》作为意大利足
球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像亚平宁的海风一
样轻轻吹拂着开幕式惊艳的 T 台秀，至今仍
被人们津津乐道。

1994 年的美国世界杯，皇后乐队一曲
《We Will Rock You 我们将震撼你》，将球
迷震撼，皇后乐队的众多摇滚经典中，它和

《We Are the Champions 我们是冠军》在体
育迷心目中地位最高。整齐的鼓掌声与口号
一般的合唱，恐怕再也找不到哪支歌曲比

《We Will Rock You》更适合出现在体育赛
场 上 了 。《We Are the Champions》发 行 于
1978年初，由皇后乐队主唱弗雷迪·摩克瑞作
曲。它以昂扬向上、震撼人心见长，现在还是
音乐节、庆祝场合和运动会的常客。

1998年法国世界杯，拉丁歌手瑞奇·马丁演
唱的世界杯主题曲《生命之杯》，也成为人们心中
永恒的足球旋律。另一位拉丁歌手夏奇拉演唱
的南非世界杯主题曲《waka waka非洲时刻》，动
感的节奏和双手合十的舞蹈动作，风靡一时。

在女足赛场上，由田震演唱的《风雨彩虹
铿锵玫瑰》，完美契合了女足的拼搏精神，成
为中国女足之歌。每当有比赛，现场都会有
歌迷高唱这首歌为女足队员加油鼓劲，可见
其深入人心。

“GO，GO，GO！ALE，ALE，ALE！”“We Are
the Champions！”当耳边响起这些动人的音乐，眼
前浮现的是运动场上一个个经典的时刻⋯⋯

记者：从北京2008奥运会的主题曲《我和
你》到北京冬奥会的主题曲《雪花》，大型的体育
赛事，往往都会流传几首传唱至今的经典歌曲，
能不能分享您喜欢的体育歌曲一二？您认为
这些现象级的体育歌曲都有哪些共同点？

林戈尔：说起体育历史上著名的音乐，一
定有汉城奥运会上的《手拉手》，这首广为传
唱的主题曲，是我喜欢的奥运会歌曲之一。
这首由意大利人、美国人、韩国人共同制作的
歌曲，实现了真正的国际化合作。歌曲的末
尾还揉进了朝鲜民歌《阿里郎》里的一句咏唱

“阿里郎！”使得这首歌在趋近全球流行化的
同时，又打上了鲜明的民族标签，传递着和
平、团结、协作的奥运精神。

另外一首正是北京 2008 奥运会的主题
曲《我和你》，说起来还有一段奇妙的缘分。
当年我是开幕式四川表演团的领队，我们表
演团披星戴月排练时，到了点火那个节点，总
会响起小提琴演奏的一段录音，我当时还在
猜测，这么舒缓的乐声，会是我们的主题曲
吗？听了很多个夜晚之后，终于到了8月8日
晚上 8 时，刘欢和莎拉·布莱曼在一个地球形
状的舞台上，缓缓开唱。“我和你，心连心，同
住地球村⋯⋯”，正是那一段小提琴录音，在
我脑海里萦回了无数次的旋律！我对开幕式
导演组由衷佩服，一改通常体育赛事所采用
的动感或者节奏鲜明的特点，而采用一个非
常优美舒缓的旋律作为主题，简单质朴的歌

词，一幅和谐美好的地球村景象映入眼帘，充
分体现出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展示
出天下一家的主题。

体育音乐通过文化传播的参与，促成人
们从情感触动发展为文化感悟，从而推动民
众的民族情感认同。所以，我认为这些现象
级的体育歌曲，第一，融入了非常鲜明的民
族特色；第二，内涵积极向上，充分展示体育
精神，当然，这些歌曲都特别朗朗上口，便于
传唱。

记者：众所周知，包括体育赛事在内，大
型活动的音乐不是随心所欲地写原创作品，
而是有很多“命题作文”，这对创作者提出了
要求和挑战。您认为创作者既要服务于主题
本身，又要坚持自己的艺术想象，如何平衡，
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林戈尔：优秀的体育音乐与时代背景深
入联结，是一种深层聚合的文化，具有公共情
感的内生力。所以我认为创作者要具备两个
基本素质：要有一定的艺术拓展能力，在被选
中后，还能不断地打磨、向上变化，有些段落
也可能被完全推翻；另外就是功能性，作为一
个创作者来说，要写出和一个国家、一个地
区、一项运动会相适应的音乐作品，要符合赛
事想要的功能，这不是在随心所欲地写原创
作品，而是有很多“命题作文”。比如说奥运
会，代表了国家形象，比如说我们的少数民族
运动会，一定有民族特色，比如说大学生运动

会，就应该是青春的、生机勃勃的。赛事不
同，音乐作品应该有不同的表达。我作为成
都大运会歌曲推广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希望
大家通过这些歌曲，记住在奥林匹克精神引
领下执着追梦的青年运动员，记住热情好客
传递温暖的志愿者，记住开放包容的东道主
成都，记住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这就
是对创作者提出的要求和挑战。

记者：从东京奥运会上的中国歌曲《云宫
迅音》到卡塔尔世界杯的《孤勇者》《相信》，重大
赛事轮番播放中文歌，这样的选择意味着什么？

林戈尔：我常常思考，一首歌的文化能量
究竟有多大。如今，以《孤勇者》为代表的中
文歌在国际上被越来越多的人听到和哼唱，
除了歌曲的旋律简单优美，歌词本身的励志
与温暖，与运动的契合度较高，更是中国的文
化和价值观向海外输出的范本，是中华文化
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有力印证。

近十年来我国取得的成就，让全世界都
感受到中华民族正在复兴。我也相信随着中
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不断提高，我们有能力
也愿意向世界发出我们的中华之声，让世界
更加了解中国。不断提高《孤勇者》等华语音
乐的全球“音量”，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优秀文
化更广阔的未来。

记者：体育与音乐的联动从未止步、愈加
密切，还随着时代变迁有了更多开放、融合与创
新的施展空间。作为音乐创作者，您有何期待？

林戈尔：体育音乐是由体育文化与音乐
文化两种文化形式在一定情境下聚合，从而
产生一种特定的文化表达。音乐需要体育赛
事这样的民众参与性极强的活动来传播，而
热门赛事本身就是一次体育与艺术狂欢的交
叉点。

音乐具有重要的文化符号意义与公众传
播力量，在与体育联动时，我始终希望能超越
大家的固有期待，有更多开放、融合与创新。
如果只守正，肯定不会有问题，但只是守正，
就无法前进。创新体现在哪里？体现在你的
思想、体现在对过去肯定没问题的做法的突
破，在各个方面都想做出新的尝试。第 31 届
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即将在成都举行，为
世界青年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追求梦想的
火热舞台。而这种世界大型综合性运动会，
总能作为体育和音乐融合的切入点，并在过
程中诞生经典案例，开辟新的方向。

可预见的未来，音乐行业与体育行业的
融合发展，还大有可为。体育音乐不仅是一
种体育素材的音乐形式，而且是与政治、经
济、文化精神紧密联系的文化形式。在全球
化的体育赛事中，中国体育音乐可以从音乐
与体育的学术体系中，寻找时代精神的表达
方式与传播途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的
声音，促进在全球视野下中国文化与多元文
化交互，在全球语境下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
自信和魅力。

更有趣更有趣

更多元的体育

+

音乐

夏已至盛，成都第 31 届世界大
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场在即。

一批大运歌曲传唱着青春、律动、
绽放、梦想，传递大家对成都大运
会的期待和信心，邀请大家共迎青
春盛会。

体育和音乐，总是能激荡起人
类的激情与共鸣。体育精神为全
人类共享，表达方式可以非常多
元。众多的体育歌曲中，为什么有
些能火遍世界成为经典？它们有
哪些共同之处？透过大赛，我们把
视线再投向整个大体育产业，体
育+音乐有多少跨界玩法？

宁波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王
蕾教授，是国家级线上一流金课
《音乐与健康》《聆听中国》负责人，
在她看来，体育歌曲承载着拼搏不
止的体育精神，呈现了人类对团结
等卓越品质的追求。怀有文化包
容的心态，才能让其紧密联系个人
信念、社会价值取向和体育精神，
成为不朽的文化符号。

“我曾经在想，如果有一天，世界被 AI 所
取代，那么有什么东西是取代不了的？音乐和
体育。音乐代表了人类的情感，体育代表了人
类的精神。”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副教授葛灏
的妻子正巧是一名运动员，葛灏说，每当看到
她带领孩子们刻苦训练时，就有一种为他们写
一首歌的冲动。“我想很多经久不衰的奥运歌
曲也好，世界杯主题歌也好，都会是这两种人
类精神所碰撞出来的火花。”

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项筱刚向记者介绍，
中国体育歌曲创作的几次井喷源于几次重大
国际体育盛会的举办。1990 年，第 11 届亚洲
运动会在北京举办，《亚洲雄风》《黑头发飘起
来》等一批“亚运歌曲”大为流行。其中，《亚洲
雄风》影响最大、传播最广，这首歌以颂歌式的
笔触成为这一时期的“时代音调”，堪称继郭峰
作曲的《让世界充满爱》之后，又一首反映社会
重大现实题材的中国流行歌曲精品。

《亚洲雄风》的出现不是偶然，是中国流行
音乐发展水到渠成的结果。从大环境说，改革
开放走过了十余个年头，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
提升，第一次举办国际综合性运动会，受到全
世界的瞩目。同时，在韩国奥运会主题歌《手
拉手》后，我国音乐界发现，通过国际体育赛
事，流行歌曲可以走向国际，《亚洲雄风》与之
前流行的“西北风”完全不同，是民族风格与
国际视野的结合，它为当时的中国流行音乐
开启了一扇窗，一扇通往世界的窗。通过中
国歌迷和亚洲运动员的传唱，这股“亚洲雄
风”掀起一阵乐潮蔓延开来，“我们亚洲”的歌
声到处在唱响。

“两届奥运歌曲可以说将中国体育歌曲的
创作继续推向纵深——无论是艺术家的情怀，
还是创作的立意，都比 1990 北京亚运会、2010
广州亚运会的歌曲要站得更高、唱得更响。”项
筱刚娓娓道来，《我和你》《北京欢迎你》《超越
梦想》等作品，无疑是北京奥运会歌曲的代表
作。如果说这是小试牛刀，那么，2022 年北京
冬奥歌曲的创作实现了更进一步的延伸。“万
千你我，汇聚成一个家”的冬奥主题歌《雪花》
中，作曲家张帅将童声的纯净，以“通感”的创
作手法点描出雪花的浪漫空灵，寓意着奥运精
神、人类之爱的“大爱无疆、大道至简”。

项筱刚认为，中国体育歌曲的发展并非某
几位音乐人创作之风的转变，而是中国体育歌
曲创作由“大”“繁”向“小”“简”递进的飞跃，

“我们相信，当越来越多的创作家加入这一‘飞
跃’轨迹时，呈现出来的大道至简的文艺作品
也会越来越多。”

一首优秀的体育歌曲可以渗透
到社会各阶层的毛细血管里，产生
经年累月的赛事宣传潜力。比如

“ 我 家 大 门 常 打 开 ，开 放 怀 抱 等
你”，“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
村”，这些现象级的歌曲顽强地穿过
了时光，在今天仍能引发无数传唱，
催生出超强的社交话题效应。

为什么有些歌曲能火遍世界成
为经典，而有些作品却只能昙花一
现？宁波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王蕾
教授以世界杯经典歌曲举例阐述，
首先，符合大众口味是这些作品的
显著特征，主题曲的歌词，是在为全

球亿万人的归属感服务。2014 年
巴西世界杯主题曲的“Ole Ola（我
们是一家人）”正是其精髓所在。于
普通球迷而言，主题曲就相当于一
张有声海报，所有官方的邀请都不
及一句“来吧”来得振奋人心。其
次，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也是特征
之 一 。 比 如 南 非 世 界 杯 主 题 曲

《Waka Waka》巧妙利用喉音技法
和非洲鼓的节奏，体现出独特的非
洲 风 情 。 卡 塔 尔 世 界 杯 主 题 曲

《Tukoh Taka》，融合了非洲、美洲、
中东不同地区的音乐元素，以此诠
释世界杯的团结、包容精神。“其实，

不论是民族性还是世界性，最终都
是指向多元的世界杯文化。多元文
化的交锋与碰撞，更需要海纳百川
的胸怀。”

2022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音乐
总监赵麟深有感触，冬奥会的主题
歌《雪花》的诞生，就讲述着一个关
于文化自信的中国故事。他向 30
多位作曲家发出了创作邀请。给出
了“一朵雪花”“人类命运共同体”“天
下一家”这三个关键词。最终呈现在
开幕式上的《雪花》“浪漫空灵”的基
础是我们的自信。“越多、越热闹，越
不容易出错。越少、越简单，越考验
功力。现在的中国人在平和、包容、
开放地面对全世界，我们充满了爱，
也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

竞技体育赛场，
音乐从未缺席

流行背后，站着的是文化自信

北京冬奥主题歌

《雪花

》, 寓意着奥运精神

、人类之爱的

﹃
大爱无疆

、大道至简

﹄

意大利世界杯开幕式惊艳的T台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