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2 艺林 2018年11月27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叶向群 NINGBO DAILY

周燕波

10月29日，“甬港音乐之夜——
姚珏和香港弦乐团音乐会”在宁波大
剧院奏响。当晚，香港弦乐团创办
人、艺术总监姚珏率弦乐
团为宁波观众带来了一场
高品质的音乐盛宴。演出
之余，姚珏接受了记者专
访。

身材高挑、剪着一头
干练短发的姚珏快人快
语，刚一坐下就直言相
告：“其实我是宁波人，
我 的 父 亲 也 是 搞 音 乐
的。”原来，出生于上海
的姚珏祖籍余姚，她父亲
名叫姚笛，曾是上海电影
乐团的著名指挥家。

去年夏天，姚珏陪父
亲来余姚寻根，这是她第
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他
们游览了余姚城区及四明
山、河姆渡遗址等景点。

“不知怎么回事，这里的
山水风貌、饮食风味有一
种特别熟悉和亲切的味
道。”在她眼里，宁波这
座城市与上海很像，但比
上海安静得多。“当时我
的脑海里冒出一个念头：
咦，宁波这个地方蛮好的
呀！我以后在这里练练
琴、散散心也挺不错的
嘛！”姚珏笑着说。

那次寻根之旅后，姚
珏对宁波有了一种更为真实的感情。
因此，当香港弦乐团筹划今年在内地
的巡演时，姚珏马上想到要把其中一
站放到宁波。恰好今年甬港经济合作
论坛在宁波举行，在甬港有关部门的
协调下，这场音乐会被纳入整个论坛
活动，也由此平添一份“甬港一家
亲”的乡情色彩。

姚珏现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
在香港曾获得“杰出小提琴家”“杰出
女性大奖”等荣誉称号。2017 年姚珏
还被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授予铜紫荆

星章。姚珏 5 岁开始学小提琴，后在上
海音乐学院附中学习。1981 年，作为
国内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留学生，年
仅 16 岁的姚珏被选拔至美国旧金山音
乐学院学习，其后又在茱莉亚音乐学院

深造。毕业后，姚珏参与了
世界各地的音乐活动，1993
年在美国卡内基音乐厅成功
举办独奏音乐会。迄今为
止，她已发行 9张个人小提
琴作品专辑。

1997 年，姚珏在香港
结婚、定居。在香港，姚珏
除了日常演出，还从事小提
琴教育事业，于 2001 年创
办了姚珏天才音乐学院，挖
掘和培养小提琴人才。2013
年，姚珏又创办了香港弦乐
团。该乐团多次应邀到国外
演出，目前已成为亚洲地区
有影响力的乐团之一。

作为一名小提琴艺术
家、教育家，姚珏向记者分享
了自己学琴、教琴的经历和
心得。姚珏坦陈，自己小时候
性格像男孩子，调皮好动，一
开始完全是在父亲的“逼迫”
下学琴，“拉琴太苦了。没完
成功课，父亲就不许我吃饭、
睡觉。现在回过头去看，如果
没有父亲的严厉，就不可能
有我今天的成绩。”

怎样发现孩子的天赋并
决定是否走音乐道路？姚珏
给出建议，“家长可以先给孩
子半年的试验期，观察孩子

有没有学习的能力和悟性。有的话，就要
坚定地陪他们走下去。如果家长只是出
于培养孩子爱好、提高音乐素养考虑，
采取引导式的常规化教学就可以了。”
姚珏告诉记者，她的两个女儿目前从事
的都不是小提琴专业，但两人很喜欢音
乐，把拉小提琴、弹钢琴当作调剂生
活、放松身心的一种方式。

谈到具体的教育方法时，姚珏建议
初学时不要让孩子长时间、反复练琴，

“这样很容易导致孩子失去兴趣。每天
练习半小时就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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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时代新农村的一份特别
影像档案。由不同学科背景的 10位摄
影师以驻地工作坊形式，将一个鲜活
的红色村庄搬进了艺术中心。”这是两
次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奖获得
者、策展人傅拥军对第三届宁波国际
摄影周——横坎头村影像展的评价。

充满激情的组合

由宁波市文联主办的宁波国际摄
影周已经连续举办两届，在全国产生
了一定影响。第三届宁波国际摄影周
今年 3月开始筹备，组委会确定以“乡
村影像”为主题，成立了“乡村影像调
查工作坊”，决定将具有红色基因、走
绿色发展之路的横坎头村作为拍摄对
象。摄影者招募消息一公布，全国各地
摄影家、摄影爱好者纷纷报名。综合考
虑了年龄、受教育背景、摄影技术等因
素后，组委会挑选了10人进入工作坊。
他们中有人类学博士、影视学硕士，也
有程序员、导演、艺术中心负责人、乡
村影像收集研究者。其中几位学历显
赫，分别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北
京大学或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在读。

活色生香的生活

今年 9 月 30 日，摄影师一行来到
余姚横坎头村，根据组委会列出的“村
级党建”“村容村貌”“文化民俗”等 36
个主题，开始为期一周的实地拍摄。

每天早上，大家先就当天的拍摄
内容和创作思路展开交流，然后分头
自由创作。傅拥军将镜头对准了村里
的百姓，聚焦村里年纪最大的百岁老
人和一个年纪最小、刚刚满月的孩子；
有的摄影师对村子里的民居产生了兴
趣，流连于白墙黛瓦的老建筑和富丽

堂皇的乡村别墅间；有的恰巧碰上村民
操办婚宴、寿宴、满月宴，生活的变迁和
民俗的魅力，尽收眼底。来自河南的摄影
师王勇拍摄的组照取名《农民的信物》，
那些信物有母亲留下的锡壶，老伴多年
前送的一顶草帽，还有现年 90岁老太珍
藏的一只箱子——那是出嫁时母亲给她
的嫁妆……王勇说，农村人情感深藏，不
善表达。在这次拍照中，通过启发引导，
村民含蓄地向亲人、爱人、朋友表达了自
己真挚又炽热的情感，着实让人感动。

照片里的红色密码

一排横坎头村所有党员的肖像照，
看起来没有什么技术难度，但经过摄影
师的排列组合，却暗含深意。最上面一
排是改革开放前入党的女党员，第二排
是改革开放前入党的男党员，第三、第
四排分别是年轻的男党员和女党员。这
组照片直观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后农村
党员群体年轻化、知识化的演变过程。
女党员比例的增加，则反映出农村女性
地位的不断提高。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程
序员程权别出心裁，设计了一张问卷调
查 表 ，里 面 罗 列 了 横 坎 头 村 的“9 个
最”，然后到村民公认的“9 个最”处进
行拍摄。这组照片反映了新时代农村群
众的所思、所想、所虑。比如村民们认为

“最有意义的地方”是村文化礼堂，这里
不仅记录着横坎头村的革命历史，也是
村民文化活动的舞台。出人意料的是，
村民们把横坎头村最贫困、最偏远的半
山地区，列为“最值得推荐的地方”，村
民们说，那是革命先烈曾经战斗过的地
方，大家应该帮助它共同奔小康。

调查组成员江舟忆展出的作品与众
不同，她没有用视觉形象去体现横坎头
村，而是录制了一段 5分钟的横坎头村
大溪的音频，从中你可以听到溪水滑落
在石头上、鸟儿和昆虫振动翅膀的声音。

为“红色村庄”
留下特别影像

图为姚珏在音乐会上演奏。 （香港弦乐团供图）

天上繁星天上繁星 光耀我心光耀我心
记鄞州区记鄞州区星光合唱团星光合唱团

帷幕开启，灯光暗
下。伴随着手指摩擦红
酒杯产生的神秘音效，
舞台飘出天籁般的女
声：“夜里，我独自站上
幽暗的山丘，松树林环
绕着，芳香而宁静，满是
星星的天堂在我头顶上
方，纯白、黄玉般又带点
迷蒙的红……”演员掌
上的小手灯幻化成点点
星光，舞动、闪烁，照亮
了舞台上影影绰绰的人
群。男声低沉哼鸣的加
入，使得音乐更为立体、
宽广，充斥整个剧场，把
台下上千名观众带入美
妙、空灵的浩瀚星空。

11月24日晚，在宁
波市文化广场大剧院，
这首由拉脱维亚当代著
名作曲家艾瑞克斯·艾
森 瓦 兹 创 作 的《stars》
（繁星），作为序曲拉开
了鄞州区星光合唱团专
场音乐会的序幕。在接
下来约一个半小时里，
合唱团60多名成员和着
指挥郭晓伟手臂的挥
舞，演绎了《把我的奶名
儿叫》《如梦令》《吉祥阳
光》等17首历年积累的
作品，出色完成了一台
专场合唱音乐会的处女
秀。

从 2013 年 初 创 ，
2016年 6月起开始实行
正规化训练，在全体成
员的共同努力下，星光
合唱团多次代表省、市、
区参加国际、国内各类
赛事，并屡创佳绩：

2013 年，获得宁波
市首届合唱大赛第一
名，浙江省经典歌曲（合
唱）大赛一等奖；

2015 年，获得宁波
市第三届合唱大赛第一
名；

2017 年，获得第十
四届中国合唱节金奖；

2018 年，获得中国
青岛（即墨）国际合唱大
会最高奖。

……
5年间，这支业余群

众文艺团队，用一连串
荣誉为自己书写了不凡
履历，也为鄞州乃至全
市的群众文化奉献了一
张“烫金”名片。

“2013年 7月，宁波市委宣传
部主办了宁波市首届合唱大赛。
为了备战大赛，鄞州区文化馆组
织各个学校的音乐教师、有关机
构及社会各界音乐爱好者，成立
了一支 70 余人的合唱团队，命
名为‘星光合唱团’，取‘天上
繁星，光耀我心’之意。”鄞州
区文化馆声乐干部、星光合唱团
执行团长严琼向记者讲述了合唱
团的缘起，“当时，我们邀请了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艺术教育
中心主任郭晓伟老师担任指挥，
突击训练不到两个月，凭借两首
作品 《娄山关》《把我的奶名儿
叫》先后获得文化系统预赛第一
名和宁波市合唱大赛决赛第一
名，后来又代表宁波参加了浙江
省经典歌曲 （合唱） 比赛的南片
区复赛和最终的决赛，双双获得
金奖。”

初战告捷，团员们信心倍
增。2015 年宁波市举办第三届
合唱大赛，文化馆再次组织团员
代表鄞州队出征，又捧回一块

“宁波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
年”主题合唱大赛的金奖牌匾。

现任合唱团副团长、宁波东
钱湖旅游学校音乐教师卢昌松是
合唱团早年成员之一。据他介
绍，合唱团一开始是个相对松散
的团队，男声、女声两个歌队，
稳定的也就十来号人，绝大多数
是大赛时临时召集的。主要艺术
骨干除了文化馆音乐干部李加
军，还有东钱湖中心小学的张
春、东钱湖旅游学校的姚欣兵、
横溪镇中心小学的张伟明、鄞江
中学的揭颖珺、上上城幼儿园的
俞安娜、鄞州区高级中学的陈冬
梅等音乐老师。

2016 年，时任鄞州区文化
馆馆长竺培勤邀请郭晓伟继续执
棒合唱团，并担任艺术总监兼常
任指挥，日常化的训练使得合唱
团跨出了质的飞跃。郭晓伟本科
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研究生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作曲
系合唱指挥专业,师从著名合唱
指挥家吴一帆、陈国权、阎宝
林。他还曾先后创立宁波青年合
唱团和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心
声合唱团并担任艺术总监兼常任
指挥。目前，郭晓伟还是宁波合
唱团的常任指挥，频频亮相于全
国合唱界的重要活动和赛事，已
然成为宁波合唱指挥的领军人
物。

队员素质是合唱团整体水平
的保证。郭晓伟挑选团员偏向
中、小学音乐教师，在这个“基
本盘”上再吸收政府机关和企事
业单位职员等社会各界的音乐爱
好者。合唱团发展到今天，60余
名成员中音乐教师占了三分之
二。

■星光初现

就像蝴蝶必须经过蛹的挣
扎，才有一对翅膀坚实如画，艰辛
和汗水一路伴随星光合唱团的成
长。

“八个月前，我有幸成为这个
快乐大家庭的一员，让同事、朋友
好不羡慕。”合唱团成员华泰小学
的语文老师刘定波戏称自己先天
条件一般，属于“勉强录取”。进入
这个团队后她才明白，“再没有比
唱歌更‘痛并快乐’的事情了”。为
了圆满完成这次专场音乐会的演
出任务，“一切与集训冲突的事，
统统让位！哪怕连续排练 12 小
时，哪怕回到家体力已经透支到
只会‘葛优瘫’，第二天只要指挥
的手一挥，钢琴的伴奏一起，瞬间
就像打了鸡血，整个人又精神
了！”“短短大半年时间，我们几个
非专业的新队员硬是啃下了二十
多首高难度作品，想想都觉得不
可思议！”

团员鄞州高级中学的陈冬梅
老师至今保存着一份歌单，上面

密密麻麻标注着藏族歌曲《吉祥
阳光》的汉字读音。“排练过程中，
唱英文歌并不算最难，毕竟有一
些外文基础。新团员学唱藏族歌
曲《吉祥阳光》时，为了快速跟上
进度，对歌词的学习和记忆无所
不用其极，有标注拼音的，有标注
中文的，根据藏语的声音一字一
句地抠。看了他们的笔记让人忍
俊不禁……”

合唱团副团长揭颖珺感慨：
“合唱就是这样一门艺术，让人学
会安静，学会倾听，学会合作，学
会分享。所有的付出都是为了一
个信念，所有的汗水和努力，最终
变成了一个个跳动的音符和灵动
的和弦。”

2018 年 9 月，全体团员前往
山东省青岛市参加 2018 中国青
岛国际（即墨）合唱大会。由于旅
途劳累和饮食不适等原因，不少
队员一到即墨就病倒了。“比赛那
天，我感冒严重到一咳嗽就会咳
出血丝，身体严重虚弱。但是一想

到这么关键的比赛，绝不能因为
个人的原因影响团队，所以在近
十分钟的演唱中，一直用超常的
意志力不让自己发出咳嗽声，从
而影响和声的美感。”卢昌松
说，比赛前一天晚上，老团员姚
欣斌突发肾结石，剧烈的疼痛迫
使他半夜赶赴医院治疗。赛前快
上舞台的关键时刻，姚老师一把
拔掉输液管，紧急打车到达剧场，
保证比赛的顺利进行。

“这样感人的事例不胜枚
举，”鄞州区文化馆馆长周蓉华感
慨地说，作为一支业余文艺团队，
团员们有各自的工作，又是家庭
和单位的顶梁柱。但无论白天有
多繁重的工作，每周一次的排练
几乎雷打不动，重大比赛前的密
集训练，更体现出大家对团队的
责任心。“吴勇、曹建明、钱彬、许
珊珊、金丽红等队员，家住在二十
到四十公里以外的奉化、余姚，每
次下班之后他们都来不及吃一口
晚饭，就匆匆奔向排练厅。朱红飞，
家住在三十公里之外的余姚市河
姆渡，每次排练，她独自驾车一个
多小时才能赶到排练现场。很多女
老师晚上排练回到家，家里的娃还
等着哄睡……”

■破茧成蝶

星光合唱团艺术总监兼指挥郭晓伟。 （周建平 摄）

叶向群

音乐会是检验一支合唱团水
平的“试金石”。星光合唱团在 24
日晚上举行的专场音乐会，演绎
了 17首古今中外的音乐作品。五
首外文作品，涉及英语、拉丁语和
祖鲁语；其中 6 首为无伴奏音乐
作品。即便是非专业人士也能看
出，选择这样一份节目单，无疑是
在自我挑战。

但郭晓伟自有他的“盘算”。
“首先，我对团员们的实力充

满信心。他们中的大部分是中小
学音乐教师，底子好。”郭晓伟说，
一个合唱团队的实力，主要体现
为能否驾驭不同风格、不同语言、
不同文化背景的音乐作品。

很多观众发现，这场音乐会
除了一首根据通俗音乐改编的合
唱曲目《传奇》比较“通俗”外，绝
大多数堪称阳春白雪、“高大上”。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专场音乐会，
我希望它的艺术水准、示范意义
以及品牌建立，都向‘殿堂’靠近，
承担起群众文化精品的引领作
用。”

在郭晓伟看来，合唱好比乐
器，应该演奏出不同的风格。它
的难度既体现在演唱技巧、声部
配合，也体现在对不同语言的掌
握。音乐会上的合唱曲目有英
语、拉丁语、非洲祖鲁语以及我
国的藏语、蒙古语。6首无伴奏
作品，完全通过人的真实声音，
来传递“人籁”之魅力。

“《心香》是著名青年作曲
家夏炎彬听了我们的演唱后，为
我们量身定制的一首曲目，展示
了佛教文化的禅意。它的呈现需
要十三个声部，听觉效果更为立
体，这对演唱者的个人能力和配

合能力都是极大考验。”郭晓伟
说，《嘎达梅林》《吉祥阳光》

《哭泣的草原》 都是大作品，不
光体现在篇幅上，还体现在它们
跌宕起伏或波澜壮阔的戏剧性、
艺术张力等方面。此外，合唱音
乐会通常只有钢琴伴奏，这次他
们把大提琴、罄、鼓、锣乃至玻
璃酒杯等乐器，都搬上了舞台，
可谓匠心独运。

“精品团队的打造，除了艺
术上的精益求精，还与各级领导
的关心支持密切相关。”郭晓伟
说，“为了确保团员们能够心无
旁骛、专心致志地踏上艺术追梦
之旅，鄞州区文化馆馆长周蓉华
对合唱团给予了大力支持：重保
障、搭平台，规范团队运行机制，
建立健全合唱团招募办法、团员
奖惩措施。鄞州文广新局多年来
始终如一、稳扎稳打地扶持这个
团队，在经费等各方面给予保
障。这次专场音乐会演出之前，
区四套班子领导还特地来到后台
看望大家，让我们备受鼓舞！”

“这是一支业余文艺团队。
为了专场音乐会,他们整整准备了
一年,这一个月更是日日打卡,创造
了一天排练12小时的纪录！成绩
背后，是辛勤付出，是挥汗如
雨，是对梦想和信念的坚守！”鄞
州区文广新局副局长周玲智发在
朋友圈里的一段话，或许道出了
许多人的心声。

■锻造精品

星光合唱团专场音乐会现场。 （周建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