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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沛东称得上是宁波
的老朋友。早在2001年，
他就为宁波服装节的开幕
式晚会担任过音乐总监，
还和现在的宁波市音协主
席陈民宪联袂打造过一首
歌曲《吉祥的港湾》，他说
到现在还对这首歌很满
意。近年来，他多次组织
著名词曲作家孟庆云、戚

建波、方石等人来宁波采
风，为宁波留下了《四明
山，我来看你》《跟我走溪
口》等优秀作品。

昨天下午的宁波音乐
港发展建设座谈会上，在
听完了宁波音乐港的介绍
后，徐沛东提出了很多宝
贵的建议：“宁波已经站
在了音乐产业的高地上，

政府就是要搭个平台，让
艺术家充分发挥自己；建
一个音乐学院不是有人有
钱就行，它的建设是系统
化的；当下音乐的传播必
须重视互联网，做音乐如
果忽视了网络，你很快就
会被淘汰，要加大力量做
好网络产业。”

记者 陈爱红

徐沛东昨在宁波讲音乐：

创作不下去的地方
最有可能创新

“做音乐如果忽视了
网络，你很快就会被淘
汰，宁波要加大力量做好
音乐的网络产业。”昨天，
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著
名作曲家徐沛东在江北区文
化中心参加宁波音乐港发展
建设交流座谈会时如是
说。一天时间，一个讲座
两个座谈会，徐沛东走马
灯似地参加了三场活动，
所到之处都有精彩发言。

昨天上午，徐沛东以
他创作的三首歌为例，串起
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歌曲创
作的回顾与思考》讲座。

徐沛东说，上世纪80
年代，中国的音乐产业蓬
勃发展，最忙的时候，他
一天要在录音棚里配七首
歌，而他的成名作《我热
恋的故乡》就是在那个时
候完成的。原本这首歌的
第一句歌词是“我的家乡
不是最美的地方”，谱曲

时，徐沛东将它改成了
“我的故乡并不美”，并运
用了河北梆子的曲调。歌
曲推出后一下子就火了。
徐沛东自豪地说：“当年
每个晚会上都要唱这首
歌，到底谁来唱，歌手们
还要抓阄呢。”

很多歌手都唱过徐沛
东的这首成名曲，但谁是
原唱呢？徐沛东说：“是
腾格尔，当时他还是音乐
学院的学生，抱着吉他到

我家来唱给我听。那时候
两户人家住一单元，腾格
尔唱完后走了，把同单元
出生于上海大户人家的老
奶奶给唱乐了。老奶奶说
他唱的跟以前上海要饭的
一个调，我听了这评价，
觉得这是接地气。”

谈到歌曲创作，徐沛
东反复强调要创新，要打
破常规，往往创作不下去
的地方就是最有可能创新
的地方。

在下午的创作座谈会
上，徐沛东为我市音乐人
创作的近十首歌曲做了点
评。在点评其中一首用越
剧方式演唱的村歌时，徐
沛东首先肯定了歌曲的新
意，但是他说歌名与内容
不符，建议修改，并建议
改由歌手演唱而不是请越

剧演员来唱。在评论另一
首歌曲时，徐沛东直言不
讳地说它是无病呻吟。

在点评的歌曲中，遇
到了好作品，徐沛东会一
边哼着曲调一边手舞足
蹈。其中一位新人作者曾
经做过乐队的贝斯手，他
作的曲子对结构和节奏把

握得很好，徐沛东称赞这
首歌有时代的语言，预言
它会受到年轻人的喜欢，
他甚至问音乐家协会的同
行：“这人是不是协会的
会员？应该吸纳更多热爱
音乐的年轻人加入音协，
我们需要这样的年轻力
量。”

《我热恋的故乡》原唱者是腾格尔

批评无病呻吟，肯定新人作品

建音乐学院不是有人有钱就行

“人间趣语——丰子恺
漫画作品展”昨日在天一阁
书画艺术院·云在楼开展，
展出丰子恺先生百余件珍贵
画作。

丰子恺先生 （1898—
1975） 是新文化运动的启
蒙者之一，他集画家、文学
家、翻译家和艺术教育家于
一身，以一支笔、一颗心创
造了一个诗意、真挚的艺术
世界。先生早年师从李叔同
学习绘画和音乐，并受其佛
学思想的影响。“五四运
动”以后，开始进行漫画创
作。

丰子恺先生的早期漫画
作品多取自现实题材，带有

“温情的讽刺”，后期常作古
诗新画，特别喜爱儿童题
材。传统文化的“童子功”，
加上扎实的素描技巧和西洋
画理论，使得丰子恺具备了

“融合东西”的条件，因此在
同时代画家中独树一帜。其
艺术成就以“子恺漫画”影响
最为深远。

此次展览从“童心”“世
相”“朋情”“物我”四部分内
容来展示丰子恺漫画的艺术
风格。这些作品风格简易朴
实，意境隽永含蓄，充满现实
主义的人文关怀。丰子恺先
生用敏感细腻的视角，展现
了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情趣瞬
间，有温馨，有讽刺，也有悲

悯，微小而不失深刻。
据悉，此次展出的作

品，都来自丰子恺先生晚
年创作的漫画精品集《敝

帚自珍》，由浙江省博物馆
收藏。

记者 陈晓旻 通讯
员 李洁莹

丰子恺漫画天一阁展出
4月6日，我市作家赖赛飞的

散文创作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赖赛飞是中国作协会员，一级

作家，著有散文集 《陌上轻尘》
《从海水里打捞文字》等。曾获得
过冰心散文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
品奖、宁波市“五个一工程”奖。

赖赛飞生长于海边，长期的生
活体验和创作累积使她写出大量韵
味独特的散文。中国作协副主席李
敬泽认为，每个地方都有自成一体
的文脉，赖赛飞就是这样一个着眼
于立足之地的扎实而踏实的写作
者，站在家园，以地方为根基，使
写作获得精神上的自足性，这是古
典传统里十分值得珍视的成分，对
作家来说也最难能可贵。

通讯员 超侠 陈和李

4月7日，“梦笔生花——吴昌
卿画展”和“髟墙无语——朱开益
画展”在宁波美术馆同时开展。画
展的两位作者均来自潘天寿的家乡
宁海，吴昌卿60余件大幅立轴和
20 余幅斗方花鸟，件件韵味无
穷；朱开益近百幅关注日常生活和
自然之物的画作，幅幅耐人寻味。
这次展览为纪念国画大师潘天寿诞
辰120周年而举行。

吴昌卿，宁海人，一生从事教
育，擅长写意花鸟，兼写山水人
物。当天的展览上，吴昌卿还举行
了个人画集《梦笔生花》的首发
式。

朱开益，余姚人，1970年从
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
毕业后，在宁海工作直至退休。他
擅长花鸟、山水画，出版有《江南
民间木雕艺术图集》《朱开益画
集》《意境宁海·朱开益画集》等。

据悉，这两个展览都将持续至
4月22日。

记者 陈晓旻

赖赛飞散文创作
研讨会在京举行

吴昌卿和朱开益
同日举办画展

记者 崔引 摄

记者 周建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