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周
巍
峙
在
沙
飞
塑

像
揭
幕
仪
式
上
，介
绍
与
延
安
时
期
的
老
战
友
沙
飞

的
革
命
友
情
。

新
华
社

发

方
云
伟

摄

二○

一
二
年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周
巍
峙
在
《
金

色
记
忆
—
—
新
中
国
早
期
文
化
交
流
口
述
记
录
》
新

书
发
布
座
谈
会
现
场
参
观
图
片
展
。

新
华
社

发

毕
晓
洋

摄

百
花
迎
春
—
—
中
国
文
学
艺
术
界
二○

○

九
春

节
大
联
欢
现
场
，
周
巍
峙
和
在
汶
川
地
震
中
致
残
，
在

北
京
残
奥
会
开
幕
式
上
有
精
彩
表
演
的
芭
蕾
女
孩
李

月
在
一
起
。

孟
祥
宁

摄

周巍峙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

共产主义战士，我国著名的音乐家，文艺理论
家，文化部原党组书记、代部长，中国文联第六
届、七届主席，中国文联第八届、九届名誉主席
周巍峙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4年9月12日
4时3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周巍峙，原名周良骥。生于1916年 6月，
江苏东台人。幼时家境贫寒，少年失学，仍勤奋
不辍。1926年，年仅10岁的他随父亲积极参与
张贴革命标语和革命歌咏活动。1930年起，先
后在上海《申报》图书馆当练习生，《申报》图画
周刊部当秘书。“九·一八”事变后，历任“国际联
盟调查团”中国代表处宣传干事、《生活日报》筹
备处文书、李公朴先生秘书，积极参加筹建《申
报》图书馆及补习学校工作，参与组织青年工
作，并在《申报》发表文章，宣传抗日爱国思想。
在此期间，他向往革命、追求真理，决心以大无
畏的精神与旧社会和反动势力巍然对峙，1933
年改名周巍峙。1934年至1937年，他在上海
从事左翼文艺活动及进步出版工作，任中国歌
曲工作者协会执行干事，组织领导群众音乐团
体从事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在工人、学生及店员
中开展革命工作。他以巨大的爱国热忱和对日
寇的刻骨仇恨，创作了《前线进行曲》、《上起刺
刀来》等多首抗日歌曲。他还担任了《读书生
活》杂志助理编辑及出版社出版部主任，具体负
责出版了许多宣传抗战和进步思想的书籍。

“七·七事变”爆发后，他与刚出狱的救国会领袖
李公朴先生等人奔赴华北前线，从事抗战宣传
工作。同年参加八路军，曾任《全民通讯社》编
辑、前线记者，中国歌曲作者协会常务理事，八
路军临汾办事处秘书、学兵队音乐教员等职。

1938年7月，周巍峙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随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延安，参加了现代题材
京剧的音乐改革工作。同年11月，率西北战地
服务团赴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先后任
西北战地服务团指挥、副主任、主任，中共中央
北方分局文委委员，北岳区党委文委委员，北岳
区文救会主任，晋察冀边区文联宣传部部长，边
区音协主席。在战争最艰苦、最残酷的时期，他
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敌占区开展政治攻
势，进行演出、展览、宣讲。1939年冬，在敌后
首次指挥了由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的《黄河大
合唱》，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广大军民的抗战信
心。1942年，他被选为晋察冀边区参议员，先
后担任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团长，中共张家口
市委文委书记，晋察冀中央局党委宣传部文委
委员兼秘书，华北文联常委，中共中央华北局文
委委员兼秘书，华北人民政府文委委员兼秘书，
石家庄市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副主任。1949
年初，任天津市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处长等
职，对天津解放后的戏曲改革和文化管理与指
导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周巍峙同志历任文化部艺术
局办公室主任兼戏剧音乐处处长，艺术局副局
长，中央歌舞团团长，中央实验歌剧院院长，文化
部办公厅副主任，艺术局局长，文化部党组成员，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文联委员、党组成
员，中国音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中国舞协副主
席，中国曲协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常务
理事，人民音乐出版社领导小组组长。这期间，
他积极投身新中国文艺事业建设，为促进中外文
化交流和艺术院团的建设呕心沥血，为艺术院团
走上正规化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才智。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巍峙同志受到了严
重冲击，被批斗、隔离审查、下放劳动长达十
年。在这段困难的日子里，他始终保持共产党
人的坚定信念，进行坚决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
党员的崇高气节。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
后，担任文化部电影局核心小组组长，参与清查
工作，为众多文艺界人士平反昭雪，对文艺界的
拨乱反正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7年起，周巍峙同志先后担任文化部副
部长、党组副书记、党组书记、代部长、第一副部
长，文化部文化管理干部学院院长，中国音协副
主席、顾问，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
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中国交响乐
发展基金会会长，中国田汉基金会理事长，中国

群众文化学会会长、顾问，晋察冀文艺研究会会
长，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等职，对文化
工作在社会转型期的建设与发展付出了心血与
汗水。

1996年12月至今，周巍峙同志先后担任第
六届、七届中国文联主席，第八届、九届中国文
联名誉主席。十几年来，他不顾耄耋高龄，以中
国文联工作和党的文艺事业的发展为己任，不
辞辛劳，不遗余力，鞠躬尽瘁，做了大量卓有成
效的工作。他筹办了一系列的文化纪念活动和
学术研讨活动，如纪念中国电影一百年、中国话
剧九十年庆祝活动，田汉、夏衍、阳翰笙、沙可夫
等文化名人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
并亲赴各地参加了大量社会文化活动，为弘扬
民族优秀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积极探索新
的历史条件下文联如何更好地发挥联络、协调、
服务职能，广泛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促进当代
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他积极倡导并率先垂
范，带领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开展各类学术
研究，热心支持“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与非
物质文化遗产工程”、“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
工程”、“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和“送欢
乐、下基层”活动，积极参与“晚霞工程”、“彩霞
工程”、“朝霞工程”和“百花迎春——中国文学
艺术界大联欢”活动，加强文艺队伍建设，使中
国文联工作呈现新面貌、迈上新台阶。

周巍峙同志是中共第八次、十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五届
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
委员、教育文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周巍峙同志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音乐家，
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写出了大量歌曲和合唱作
品，创作或参与创作了《两年间》、《相信谁》、《八
路军和孩子》、《不死的老人》等歌曲。特别是他
创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更是抗美援朝
时期的最强音。在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之
际，他满怀深情，为歌词《十里长街送总理》谱
曲，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总理的深切怀念。
他的《守土抗战歌》（原名《上起刺刀来》）、歌剧
《不死的老人》（与劫夫、陈地合作）、作曲集《周
巍峙声乐作品选》等成为传世之作，在中国音乐
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周巍峙同志是优秀的学者、出版工作者，早
在1936年7月，就编辑出版了第一本救亡歌曲
集《中国呼声集》，影响很大，对推动全国人民抗
日救国产生了积极作用。他主持编纂的10部
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被海内外学者誉为建
设“中国文化万里长城”的系统工程，其中《中国
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由他担任
主编或副主编。他主持编辑的《聂耳全集》、《冼
星海全集》、《田汉全集》、《夏衍全集》等优秀作
品，都获得了社会广泛好评。

周巍峙同志是优秀的艺术教育工作者，早
在晋察冀边区工作期间，就首次在敌后创办了
乡村艺术干部学校（简称“乡艺训练班”），并亲
自在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授课。1944年，重返延

安后，他先后担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工团副团长，
华北联大文工团团长、文艺学院戏剧音乐系主
任等职。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他又兼任文化
部管理干部学院院长，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艺
术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周巍峙同志既是优秀的文化艺术管理者，
又是眼光独具的文艺理论家。他长期担任文
艺领域的领导职务，善于结合工作实际，潜心
钻研文艺理论，创作经验丰富，艺术见解独
特。他主持和参与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和《中国革命之歌》，成为二十世纪中
华文化艺术的经典。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他率全国数万名基层文化工作者，各地著名文
艺家一起倡导与主持了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
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出版，历时二十余载，编纂
出版了300卷，共计5.1亿字的集成志书，开创
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先河，为中国民族民
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奠定了工作、人才、资料基
础。退居二线后，他还充分调动和发挥全国文
化系统史志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在全国范围开
展革命文化史料收集、整理、出版工作，经过十
余年的努力，出版了几千万字历史资料，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周巍峙同志非常注重弘扬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1986年1月主持建立了
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在大力发掘昆剧
传统剧目、培养昆剧表演新秀、开展昆剧艺术
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2009年 9月，
周巍峙同志已年逾93岁高龄，仍然心系文化，
继续组织领导《中国节日志》、《中国史诗》百卷
工程的编纂工作。

周巍峙同志以文艺为武器，以传播先进文
化为己任，把全部精力与心血奉献给了祖国的
文化艺术事业，功勋卓著，1938年9月获西北战
地服务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荣誉奖章，1944
年冬在延安获文教英雄一等奖，1947年在联大
文艺学院获模范工作者奖。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获“中华民族二十世纪舞蹈经典”奖，
《中国革命之歌》获文化部集体奖，《中国人民志
愿军战歌》获文化部群众歌曲创作一等奖，《十
里长街送总理》获文化部一等奖，主编的《冼星
海全集》和《田汉全集》分别荣获国家新闻出版
署1993年和2001年国家图书奖。1999年荣获
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特别奖，主编的
《聂耳全集》荣获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
一等奖，2001年5月荣获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
之突出贡献老一辈音乐家奖。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
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周巍峙同志始终不渝
地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始终保持正确的政
治方向和坚定的政治立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
努力工作，奋斗不止，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

周巍峙同志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文艺
路线方针政策，持之以恒地为繁荣和发展社会
主义文艺事业辛勤耕耘，是文艺工作者“德艺双
馨”的楷模。

周巍峙同志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和科学发展观，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理
论联系实际，勤于思考和研究各种文化艺术现
实问题，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上升到理
论高度和政策指导层面，是开拓进取、锐意创新
的典范。

周巍峙同志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严于律
己，宽以待人，光明磊落，胸怀坦荡，按党的原则
办事，讲真话讲实话，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他
以身作则，廉洁奉公，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
位，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也受到了
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真诚爱戴和衷心拥护，是优
秀的共产党员和人民艺术家。

周巍峙同志的逝世，是我国文学艺术界的
一大损失，我们缅怀周巍峙同志，就是要学习他
的革命精神、高尚情操和优良品德，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定
信心，团结一致，开拓创新，扎实工作，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周巍峙同志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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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25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
联第九届主席孙家正（左）为中国文联第九届名誉
主席周巍峙颁发荣誉证书。 孟祥宁 摄

2012 年 3 月 ，周 巍 峙 出
席《中国节日志》编委会全体
会议。

中国文联祝贺周巍峙 95 岁生日，周巍
峙、王昆夫妇在贺寿楹联前合影。

余 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