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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那一洼黄土，黄土一洼，还是那
炊烟袅袅在我脚下，还是那沟沟坎坎的土
坷垃，还是那棵老树守着我的家……”晓英
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她会把儿时记忆
中的家乡谱成一曲曲优美而动人的歌。

常晓英的家在晋西北一个叫右玉的地
方，上世纪八十年代，晓英在那里出生。那
时的右玉因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是一个
风沙成患，到处都是山川贫瘠的不毛之地
的国家级贫困县。“穷乡僻壤”之地出生的
晓英虽然不像大城市的孩子一样占尽天时
地利，但所幸晓英从小是个活泼开朗、乐观
向上的孩子，更是一个对艺术很有天赋和
感悟力的姑娘。小学的时候，只要学校举
办什么文艺活动，晓英总是那个被老师选
中的孩子，无论是唱歌、跳舞、主持、朗诵、
弹琴等等，晓英从不怯场，而且总能为班
级、为学校赢回荣誉。上初中以后，每逢学
校或县里举办文艺活动，需要从各个班级
或学校选拔文艺精英的时候，晓英也从不
落选，那时的晓英几乎成了右玉县城里家
喻户晓的小明星了。一路走来，她对音乐
的热爱，源自于一节节音乐课，源自于广播
里一首首优美的歌曲，源自于闹红火时的
民间吹打，还有看戏时的一句句唱腔。那
时每逢需要参加比赛或文艺活动时，老师
就临时教给她一支曲子，然后让她在课外
活动的时间进行弹奏或演唱，她总是能很
出色地完成任务，并且拿回了各种各样的
奖项。

度过了快乐的儿童和少年时代，晓英
升入高中了。升入高中就不再是小孩子，
需要思考自己的将来了。那将来自己要
干什么呢？周围的亲戚或邻居中有做银
行职员的，有做买卖的，还有做公务员的，
晓英想了想，觉得这些都不是自己想要
的。当时的晓英非常羡慕自己的音乐老
师，每天教小孩子唱唱歌、弹弹琴，工作的
过程就充满了快乐！就这样，晓英给自己
规划好了未来。小时候的音乐梦想和对
音乐教师这个崇高职业的渴望，融化成她
对钢琴、声乐、音乐基础理论这几门课的
刻苦学习与训练。在学习中，她的勤奋和
天赋引起了老师的注意，尤其是她敏锐的
耳朵，对各种音程和弦的准确听辨、对一
条旋律的精准复述、对音乐色彩更深刻的
理解以及对音乐情绪的完整表达……让
她当时的音乐老师赵金生感到惊喜，赵老
师说他教了这么多年书，晓英是他见到的
第一个耳朵如此敏锐的学生，说她很适合
学作曲。作曲是什么？这是当时的晓英
所听不懂的，总之赵老师肯定是在夸自己
吧，所以晓英很高兴。

然而命运似乎早在冥冥之中帮她做好
了安排。高考结束后的一个下午，晓英突
然接到山西省招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打来
的电话，告诉她已经被太原师范学院录取，
因为她的“小三门”（音乐考试中的乐理、视
唱、练耳）分数很高，可以改作曲专业，打电
话是征求她的意见，问她是否愿意从之前
报的声乐专业转为作曲专业，并告诉晓英
这个专业是今年新设的一个专业，只招 6
名学生。招办给晓英二十分钟的考虑时
间，如果晓英愿意的话就在二十分钟之内
给他们回电话。在此之前，晓英从来没有
想过学作曲，她认为作曲作得再好也是幕
后英雄，而她从小的经历让她更喜欢站在
光彩夺目的舞台上，享受鲜花和掌声。然
而那一刻，晓英犹豫了，只有二十分钟，怎
么办？这时晓英想到了她的赵老师，对，给
赵老师打电话。当赵老师听明白晓英的困

惑后，很快就给出了答案：“学作曲！你的
耳朵天生灵敏，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有你那
样的耳朵！”赵老师还给她举了贝多芬和莫
扎特的例子，作曲家们的耳朵都非常灵敏，
只有灵敏的耳朵才能更深刻地感受音乐的

语言，才能表达更细腻的音乐。赵老师说
她敏锐的耳朵决定了她更适合学作曲。那
一刻晓英不再犹豫，她知道赵老师从小教
她，没有谁比赵老师更了解自己。一个电
话，二十分钟，晓英的命运从此改变了。

四年忙碌的大学学习为晓英的作曲
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太原师范学院音乐
系的孙炯教授成了晓英的第一任作曲老
师，晓英说她是幸运的，遇到的第一任作
曲老师既博学又负责，孙老师从教她落笔
写第一个音符开始，和声的色彩、对位的
技巧、旋律的发展、音乐素材的积淀、作曲
技术的运用、创作风格的选定……为她的
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四年的学习，晓
英以实力证明了自己的选择没有错。她
以七次第一，一次第二的总成绩获得作曲
专业的第一名，赢得了老师们的一致喜
爱。她的第一部组曲——《森林组曲》包
括《森林的早晨》《树的眼泪》和《森林的春
天》，便是她学生时代的作品，这部组曲在
当年学校的新年晚会上演出，博得了师生
的好评。她写的《师陶歌》被定为太原师
范学院陶馆馆歌；大二的时候她就为学校

“三人行电影工作室”制作的电影《山那
头》作曲配乐，获“大学生电影艺术节”二
等奖；大三的时候，她作为唯一一名非声
乐主项的学生被选入太原师范学院“行知
合唱团”，参加了当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
第十三届“隆力奇杯”青年歌手大奖赛，并
作为合唱团的答题代表回答了作曲家徐
沛东提问的问题，为合唱团争得了荣誉。

此后三年的研究生深造，让晓英进一
步丰富和深刻了自己的创作语言，她的导
师——原山西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刘红
兵教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布置的
作业很有针对性，让晓英大量地分析了西

方各个时期的音乐作品，并且每年 5 月份
带她和同学们去北京参加“北京现代音乐
节”，让她接触了很多现代的作曲技法，在
学习了越来越多的创作技巧之后，又让她
融合本民族的音乐语言，正所谓“见多识
广、熟能生巧”，在中西合璧、融会贯通的
过程中，晓英对作品的思想、风格以及旋
律的创新中更加游刃有余。晓英开始思
考作曲到底是为了什么？

俄罗斯作曲家格林卡说：真正创作音
乐的是人民，我们只是加以整理和记录。
正是这句话，让晓英似乎找到了自己的责
任和灵感的源泉。这便是自己的家乡，几
十年来，勤劳善良的家乡人民一代又一代
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用自己的努力改变
着恶劣的自然环境，谱写着一曲曲壮丽的
诗篇。作为右玉人，
晓英的祖辈、父辈，
甚至包括她自己都
是他们中植树的一
员。晓英记得第一
次参加植树是从上
初中起，学校每年组
织学生们上山打坑，
为来年春天种树提
前做好准备。年复
一年，这已成为一种
惯例。亲身经历了
植树的各个环节，晓
英才明白了长辈们
的坚持和不易，正是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孕育了每一棵树的筋
骨，让右玉也随着绿树的破土坚韧地扎
根，奋勇崛起！想到这里，晓英决定她要
扎根地方，要将她的家乡，她的父老乡亲
们写进她的作品中，用音符描绘家乡的旧
貌换新颜，用旋律去诠释一代代的家乡人
民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她的作品旋律朗
朗上口，群众喜闻乐见，创作手法使用了
民族的音乐语言，结合了现代的作曲理论
与技法，创作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音乐，
用音乐来弘扬右玉精神。

2013 年 11 月 12 日，研究生毕业一年
后，晓英在朔州市艺术文化中心成功举办
了“音之恋常晓英声乐作品音乐会”。晓
英用音乐的形式宣传家乡的绿和绿的创
造者，赞美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晓英不仅热爱生活、热爱家乡，也热
爱她的学生。作为朔州师专音乐系的教
师，晓英至今从教已有十多年。在学校，
晓英教学生视唱练耳、曲式分析课，她对
自己的学生要求很严格，她知道这门课对
学音乐的学生的意义之重大，它是基本
功，它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提高音准、视唱、
记谱等方面的能力，它还帮助学生拓展音
乐视野，从而更好地去学习音乐和理解音
乐。

教学相长，一路走来，晓英一边从事
教学为学生答疑解惑，一边进行科研和教
学研究，先后发表《论大小调相互渗透为
创作提供的色彩和声》等十余篇论文。对
于创作晓英更是从没有停止过，她的创作
常常是在一边哄着襁褓中的女儿一边进
行的，是的，没有什么能阻止一个热爱创
作的人坚持创作的步伐。

2018 年 10 月，她成功出版发行了个
人首张专辑《绿洲莺鸣常晓英声乐作品
选》，近年来她又先后创作了《家》《放歌绿
洲》《相约西口》《心中的歌谣》《故乡的红
沙棘》《卓玛三部曲》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为朔州师专创作了《新年好》、抗疫歌曲

《朔师的诗——记这个冬日》《朔师对你
说》、男声小合唱《这一片土地》《江山如
画》等；为应县木塔的宣传写了主题歌《塔
乡谣》；为阳泉电视台写了微歌剧《解放》
等等。

一路走来，晓英是幸运的，更是努力
的。她的人生几乎是踩着梦想的基石通过
努力的阶梯一步步直达心之所向，成为一
名音乐教师，成为一名用作曲来诠释生活
的歌者，成为家乡那片醉人绿色的传播者，
成为一名在梦想道路上不断跋涉的追梦人。

我们期待在梦想的花园中晓英还将
采撷到更多芬芳甜美的果实，期待她的故
事能激励更多的追梦人勇敢地朝着梦想
前行。

笔耕不辍谱写如歌生活
——记朔州师专音乐系副教授常晓英

李 华

常晓英参加朗诵节目

常晓英在小学时就喜欢唱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