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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民营农机企业的总经理，李
国彬所做的事，本应与各种农机配件、高
级技师、车间厂房有关联，然而，他同时还
做了一件与农机不沾边的事——作词。他
的另外一个身份——词作者。

1956年出生的李国彬，自上世纪80
年代开始，热爱文学的他就已经在地方各
种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虽然后来走上了
经营之路，但不管业务多么繁忙，他始终
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和热爱。多年来，
他笔耕不辍，佳作不断，尤其在歌词创作
上更是独树一帜，屡获殊荣。200余首歌
词相继问世，并传唱白城内外，其中《大沁
塔拉，我亲不够的黑土地》《洮儿河，我的
母亲我的爱》获“白城2011十大金曲”金
奖；《大哥》被评为2013年“吉林省十五首
精品歌词”奖；《我的鹤乡》获“白城2014
十大金曲”金奖；《百姓的官》《清官》《好村
长》获2015白城市纪检委廉政歌词一等
奖；《红辣椒》《草原上的女人》获2015吉
林省精品歌词奖。另外，有些作品曾在《词
刊》《中华风采》《轻音乐、歌词》《当代音
乐》等国家级或省市级刊物上发表过多篇
歌词以及专页。同时，还有数十首歌词已
经完成音乐制作，形成两张专辑；《洮儿
河，我的母亲我的爱》《心中的查干浩特》
《大鹤乡》等歌曲荣登白城春晚。

黑土地的孩子想唱歌
说起文学创作，对李国彬来说，是非

常难忘的一段记忆。自小热爱文学的李
国彬从初中开始参加校文艺宣传队，高中
已是宣传队队长。1978年，洮南市永茂
乡成立文化站，满腹文采且仪表堂堂的李
国彬被录用为站长。在这期间，他把全部
心思用在群众文化活动上，并小有成绩。
他写的小评剧在当时的洮南市文化馆专
刊《山花烂漫》上选登。这次选登成了李
国彬艺术创作的助推器，让他更加满怀激
情地坚持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走下去。
接着，他又成立了乡民间艺术宣传队，自
编自导的多个节目参加市、县汇演，多次

获得创作奖。
热爱文学不代表就会创作歌词，要说

起他从热爱文学到钟情歌词创作，还缘于
他参加了一场关于文学创作的讲座。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白城市邀请国内
著名作家浩然、著名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
著名词作家张黎等在大众剧场开办文学艺
术创作讲座。“我可是一场不落的参加了。”
提起当时的情形，李国彬陷入了深深的回
忆当中。在聆听讲座后，特别是张黎老师谈
了歌词创作的感受后，一下触动了李国彬，
在他的心中播下了歌词创作的种子。

歌词创作是一项艰苦的劳动，它不仅
需要观察生活，还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更要具备高度凝练的语言、有寓意、有思
想，而且还要朗朗上口。这一切对于李国
彬来说，文化基础和个人阅历都限制了歌
词创作，但是他没有退缩，不断学习，从生
活中汲取营养，从人生中找到感悟，。

李国彬在歌词创作之初，也正是他创
业之时。上世纪90年代，李国彬来到白城
市区工作，因为生活比较拮据，既忙工作
又要照顾家庭，他把对歌词创作的爱埋于
心底，奔波于生计。1998年，在他的努力
下，成立了白城市东风机械修造厂，自此
走上了通向事业成功的坦途。

经济生活改善了，精神生活如果跟不
上，人的内心必然空虚。这一点，李国彬意
识到了。在多年来的工作和生活中，李国
彬慢慢地积淀了阅历，增加了灵感，创作
的歌词更加富于生活，更加接地气，更为
人们所接受。

他创作的第一首歌词《大沁塔拉，我
亲不够的黑土地》，与白城作曲家合作成歌
曲后由他自己演唱，参加了当年吉林卫视

“天才冲冲冲”节目，获得了他歌词创作道
路上的第一次大丰收。“事业的成功、经济
的富足固然重要，但是人总要有点追求、有
点精神。”嘴角露着微笑的李国彬这样说。

2005年，受党培养教育多年的李国
彬，深深感受到了党的阳光雨露的温暖和
滋润，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通过自

己的不懈努力，不仅办起了工厂，还在同
年成立了白城市国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成为第一批进入白城工业园区的企业。

怀着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的感恩之
情，李国彬写下了《大中华》：巍巍大中华
雄风浩荡/腾飞的中国龙舞动霞光/风雨
五千年惊雷乍响/泰山昂起头昆仑迎朝
阳/黄河涛声吼 小溪日夜唱/百川涓涓
流 汇成大长江/巍巍大中华国富民强/南
海撒渔歌 北国稻花香/巍巍大中华国富
民强/五洲齐喝彩名字更响亮……/这汹
涌澎湃、气势磅礴之作写出了中华民族的
崛起、复兴和辉煌，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眷
恋之情。这时，音乐界专业人士向他伸出
了橄榄枝，他为了让作品插上翅膀飞得更
高，欣然与省歌舞团副团长、著名作曲家
李志祥老师合作，创作了歌曲《大中华》。
这首由李国彬作词，李志祥谱曲、制作，省
歌舞团团长、著名歌唱家刘春梅演唱的歌
曲，已成为省歌舞团保留曲目。

黑土地花开红艳艳
人生之旅不是一帆风顺的，对李国彬

来说，不知经历了多少坎坎坷坷、曲曲折
折。但是他坚信，风雨过后就是彩虹。因为
要管理企业，工作比较繁忙，再搞歌词创
作，自然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对于写歌词，李国彬的身边出现过许
多异样的声音。特别是近几年在大环境的
影响下，农机产品整体效益一般，这时有
人出于对他的关心和提醒说：“咋说你也
是个老板，这么大企业几十号员工靠着你
生存，把企业办好，那是效益，你天天搞那
没用的，太不务正业了。”自己倾心热爱的
歌词创作被说成“没用的”，李国彬只能无
奈地一笑了之。

歌词创作属于综合艺术，涉及到很多
方面的合作问题。要想创作出一首完整的
歌曲，首先就要创作出高品质的、高质量
的歌词，然后才是作曲和音乐制作，之后
是歌手演唱录制，最后参加演唱或演出。
这个过程，既需要创作者甘于寂寞的等

待，也需要经济上的无偿投入，有时不能
图回报。对于这一点，李国彬做到了。多年
来，他写歌并制作歌曲，真的是不图金钱
的回报，只求能脍炙人口，通过一次次尝
试，出精品、出力作。

纵观李国彬创作的歌词，选材多立足
家乡本土。他把对家乡的爱、对黑土地的
爱、对母亲河——洮儿河的爱、对大沁塔
拉草原的爱及对父老乡亲的爱倾注笔端，
伴着乐声，飞扬在松嫩大地。

李国彬作词的《我的鹤乡》这首
歌，一经问世就备受白城人民喜爱，并
在省音乐文学学会2013年大会上获得了
满堂喝彩。歌词写道：“沙坨上的老黄
榆刻着百年沧桑/大向海的芦荡仙鹤在飞
翔/无边的湖水妈妈的柔情/点点白帆映
红夕阳醉了月亮/一阵阵古寺钟声保佑着
合家安康/你那神奇的传说穿越爱的灵
光/啊 鹤乡 鹤乡 妈妈的等待 爸爸的张
望/千里万里 你就在梦里/难聚难舍 我
的鹤乡……”这首歌不但描绘了家乡的美
景，也表达了作者对家乡的无比热爱，同
时彰显了白城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下，建设家乡的决心和对家乡的美好期
盼。“无垠的绿洲姑娘的深情/银色的神鹰
拥抱蓝天圆了梦想/立交桥闪烁灯光把游
子心儿点亮/你那生态新区激起我豪情万
丈。”这不正是白城发展建设的真实写照
吗？怎不令人振奋、骄傲和自豪！

多年来，为了丰富创作源泉，增加灵
感，李国彬走遍了大江南北。他来到了毛
主席的故居韶山，怀着对伟大领袖无比崇
敬的心情，写下了《人民怀念你》；来到了
张家界，他写下了《魅力张家界》《竹节扁
担》……他不仅走到哪里创作到哪里，还
参加社会各界原创歌词作品讨论会，抓住
每一次可以学习和提升的机会。

在通化市举办的全省原创歌词作品
讨论会上，由李国彬作词的这首《红辣椒》
一炮打响，赢得了全场专家和词作者的一
致好评。李国彬在词中以虚实相间的手
法，通过平铺直叙的语言，塑造了关东女
人泼辣、豪放的形象，向人们展示出一幅
散发着北方乡间泥土气息的风情画，这首
词在语言的运用上大胆新颖又不失贴切，
通篇极具韵律感，潜藏着浑然天成的乐
感，这首歌也成为李国彬歌词创作功力的
集中体现。

作为白城市音乐文学学会常务副主
席兼秘书长的李国彬，畅游商海的同时，
艺术上始终不懈追求，成就了一个基层艺
术工作者的梦想。多年来，他凭借出作品、
出精品、出佳作的信念，佳绩不断。他的歌
词创作多次被评为白城市十大金曲，本人
也成为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白城市音
乐家协会理事、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

天道酬勤。李国彬在歌词创作的道路
上，始终孜孜不倦地踏实前行着，如今，他
的歌词集《我亲不够的黑土地》即将问世，
李国彬把对家乡的爱凝练成词，写出一首
首家乡的赞歌，这是儿子对母亲般的黑土
地最深情的眷恋！

黑土地上黑土地上黑土地上
———记著名新民歌词作家、白城市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李国彬—记著名新民歌词作家、白城市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李国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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