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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慎 原名孙立成，浙江宁波镇海人，生于 1916 年 1 月。
孙慎是作曲家、音乐活动家，中共党员，是左翼作家联盟的成
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三届、第四届副主
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届荣誉委员。

2021 年 3 月 5 日，孙慎先生在北京辞世，享年 105 岁。没有
大型的哀悼会，没有公开的仪式，那个和蔼的老先生静静地走
了。

孙慎先生一生致力于作曲领域，既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

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是中国革命音乐先驱、音乐活动
家，更是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获得者。现在
的青年对孙慎先生的印象，可能源自他的 《救亡进行曲》，“工
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千万人的声音高呼着反抗，千万人
的歌声为革命斗争而歌唱”，他为我们描绘了那个时期人民奋起
抗争的画面。

为人民、为时代、为民族，孙慎先生创作了太多的作品，
以贴近人民、契合时代的独具民族特色的音乐为中国新音乐的
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对孙慎先生的最初印象，来
自一张宁波大学红歌会成立时的
老照片，能从耄耋之年的老人眼
睛里看到他对青年一代的期望。

2009 年 10 月，宁波大学红歌
会成立。这是全国首个高校大学
生红歌社团，是在宁波大学美育
委员会、校团委和社团联合会领
导 下 的 学 生 爱 国 文 艺 社 团 。 以

“唱响红色经典，弘扬先进文化”
为宗旨，邀请著名老一辈革命音
乐家、中国音乐家协会原副主席
孙慎题写会名并担任名誉顾问，
邀请中国著名女高音演唱家胡晓
平作为社团的艺术指导老师，邀
请宁波大学美育委员会办公室副
主任沈浩杰作为社团指导老师。
这 是 带 领 青 年 学 子 学 习 红 色 音
乐、传播红色精神的社团，这是
让所有的抗争、奋斗精神从文字

里活到人们心里的社团。
“音乐是人民的音乐。”从左翼

作家联盟成员到中共党员，孙慎先
生对于音乐的认知从未改变。《救
亡进行曲》是孙慎刚加入“歌曲研
究会”时创作的，在成为作曲家之
前，孙慎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为了
广泛传播救亡思想，他创作的歌曲
运用简单的语言和节奏，表现了人
民对于抗战的期望和对于和平生
活的无限向往，浓缩了四万万中华
儿女热忱而又朴实的愿望。

每每聆听孙慎先生的作品，
都能被他铿锵有力、直击灵魂的旋
律所震撼。节奏是音乐的骨骼，孙
慎先生作品中的节奏大多源自人
民日常生活。他认为，只有人民能
够听懂的音乐，才能称为人民的音
乐；也只有人民的音乐，才能为人
民群众所热爱。

音乐是人民的音乐

1937 年的上海，中日局势急剧
恶化，人民流离失所。那一年的 4月，
经吕骥、周钢鸣介绍，夏衍作为入党
介绍人，孙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创作了
大 量 的 救 亡 歌 曲 ， 如 《春 耕 歌》

《火海中的孤军》《募寒衣》。“抗
日救亡歌曲为什么会受到广大群
众的热烈欢迎，并具有如此巨大
的精神力量？是因为这些歌曲同
时代紧密结合，真切地表达了广

大群众的心声。”这是老先生对于
抗日歌曲创作的最中肯的心得。

1937 年 9 月 ， 抗 日 战 争 硝 烟
弥漫。根据党组织安排，孙慎赴
嘉兴参加张发奎将军任司令的第
八集团军所属的“战地服务队”。
为了在思想、政治上保持我党独

立自主的领导，在战地服务队建
立了一个秘密的战斗堡垒——中
共特别支部。面对信仰不同、愿
望相同的同胞，孙慎在谨守自己
信仰的同时，创作了大量歌曲如

《战 地 工 作 歌》《自 卫 队 歌》 等 。
“ 孙 慎 先 生 是 一 个 坚 毅 的 人 ， 无

论时局怎样变化，他对党的信仰
从 未 改 变 。” 与 孙 慎 先 生 有 过 长
期接触的宁波大学红歌会指导老
师沈浩杰称赞道。

解放战争期间，外敌已经驱
逐，山河仍未平复。在激昂愤慨之
下 ， 孙 慎 先 生 创 作 了 《将 军 泪》

《民主是哪样》《我们反对这个》等，
简明扼要的歌曲语言道出了先生心
底的愤怒。又一次，他用音乐紧扣时
代，唱出了人民内心深处的歌。

用音乐表达时代性

孙慎先生很少回家乡，记忆
中有两次，“一次是抗战期间匆匆
路过，另一次就是宁波大学红歌
会成立。”沈浩杰老师说。2009 年
孙慎先生的妻子辞世，悲痛之际

老先生回到故乡，想走一走童年
的路，看一看家乡的景。从镇海
到北仑，家乡的变化令老先生惊
讶。再走一走蔚斗小学校门前的
石板路，再看一看家乡故居前的
杨柳树，时间好似白驹过隙，转
瞬沧海桑田。

故土乡愁从来就是华夏儿女血
脉中难以遏制的澎湃。“露从今夜
白，月是故乡明。”诗人杜甫的千
古长叹，成为老先生在文集自述中
对故乡难以言表却是真切的情感表
达。家乡的“四明文书”是老先生

一直惦念在心头的旋律，他关于音
乐知识的启蒙是从蔚斗小学开始
的，识谱，学习手风琴，成立歌咏
队，阅读音乐读物，掌握音乐基本
理论，这些奠定了他后来音乐之路
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在京工作的孙
慎先生着手于民族音乐的抢救性挖
掘，《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民
间歌曲集成》 的编订，是他重视民
族音乐的集中体现。1984 年，《中
国民间歌曲集成》 经全国艺术科
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列入“六

五”跨“七五”计划期间国家艺
术科研重点项目。

孙慎先生一直认为，传统的
民族音乐、民族音乐演唱演奏方
式、民族音乐美学等，是一个民
族的灵魂。倘若一味迷信西洋音
乐，或者把西洋音乐的作曲技法
和中国的音乐元素强行融合，是
不可取的。他抢救性发掘了大量
民族音乐，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
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

“孙慎先生是一个很慈祥的人，
他从来都是笑呵呵的。”沈浩杰老师
介绍。孙慎先生从来不夸耀自己的
功绩，默默无闻地在新中国音乐创
作的前线，为人民、为时代、为民族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音乐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梅法钗，很像
古代隐士或道士的
名字。事实上，在
宁波艺术界，他确
实很少出场露面。
他是一名当代艺术
家，职业身份是宁
波大学科学技术学
院设计艺术学院的
院长。

今 年 三 四 月
间，宁波先后举行
的两个当代艺术展
与他有关，这是梅
法钗难得从“云中
现身”的时刻。

3 月 17 日，宁
波大学科学技术学
院 尚 林 美 术 馆 揭
牌，这是宁波首家
高校独立建设的美

术馆，首展的正是梅法钗的作品。
这场以“裂”为主题的展览，共展
出他近年创作的木雕、水墨、装置
作品等 50 余组。

另一场展览是 2021 宁波当代
艺术提名展，梅法钗与另外四位宁
波当代艺术“老炮儿”一起，在

“空寒”“春花”“金墨”“瓶儿”之
中，呈现了自己的“木相”。

与他人不同的是，梅法钗一如
既往地体现了他对人的状态的关
注 ， 梅 法 钗 的 “ 木 相 ”， 是 木 之
相，亦是人之相，人的精神之相。

他在旧木头上雕刻，粗率直接
任性，有的作品似有未完成之感。
正因为这尚未完成，超越了具象的
现实，而有了象外之意。

有时，他还让朋友“出镜”担
当主角，乃至他的一位同事因“奇
崛”之相而“爆红”朋友圈。然而
正如他的朋友、著名当代艺术家李
迪所言：“这些作品最终又能超出

‘ 肖 像 ’ 的 局 限 ， 被 赋 予 新 的 内
涵。”笔者更是感到，在观者的互
动下，梅法钗的“木相”之作被赋
予了多重的意义。

在我的朋友圈，早挺先生写了
3 首诗，他在梅法钗的作品中看出
了告别生活中的多余和打定主意后
的倔强；研究非遗的剑云老师的感
叹中则有“思过之人也是身首异处，
面壁之脸也是无家可归”的悲悯；曾
是名模的一露女士和她的朋友们，
在展厅的“木相”之作中摆出一个又
一个 pose，十足的戏谑天真⋯⋯

我想，这也许是梅法钗想看到
的效果吧。因为他曾对我说，当代
艺术重要的是以艺术的方式去提出
问题，作品需给观者留有一定的想
象 空 间 ， 它 展 示 的 是 种 种 可 能 。

“因为每一个个体生命，对社会、
对人生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在当代艺术创作中，梅法钗最
想追求的是“闲适自得、无拘无
束”的境界，这是一种老庄式“自
由逍遥”的状态。尽管在现实生活
中，这种绝对的自由，可望而不可
即。

梅法钗曾说起去年因疫情滞留
日本期间的创作。那时，人际密切
交往已不可能，他最爱去逛的东京
神保町“书店一条街”也已歇业。
无所事事中，他只能每天待在住家
狭小的空间里，等晚上喝酒微醺之
后，在小案片纸之上，创作水墨作

品。这些小尺幅的水墨人物，或无
助无望，或飘浮空中，或莫名所
以。他说，这些作品其实反映了特
殊时期失去自由的人们的一种精神
状态。

当代艺术评论家高名潞曾说：
“当代性始终关注的是人的价值选
择和环境的一致性的问题。”梅法
钗作品所呈现的当代性，就体现了
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关注人
的状态，尽管这种状态有时是超现
实的。比如，他以往的许多作品
中，呈现过许多云朵的元素。在一
些作品中，云朵与人的比例是不相
称的，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硕大
无比的云朵之下，人显得如此渺小。
也许这种隐喻，正要说明在白云苍
狗、风云变幻、时间飞逝之下，人们
难以避免的迷思和无助。当然他的
另一些作品，如《彼岸》《牧归》等，似
乎也创造了脱离“此岸”到“彼
岸”的精神家园。而梅法钗的艺术
创作，也正是通过客观描述，“来
抵达精神隐喻的彼岸。”

艺术家的创作，与他的个性和
趣味是密切相关的。梅法钗追求的
是一种“在云中”自由的状态，这
与他生活中的散淡无为和个人趣味
上的“学院派”不无关联。在他给
我发来的一幅早期油画作品中，就
体现了这种与生俱来的自在无为状
态。这幅作品或许是他的自画像
——在暖阳之下的沙发上，主人公
呈现一种“葛优躺”的状态。他向
我提起，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原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读书时，最美
好的记忆就是跟从当代著名艺术家
李天元老师学习绘画的过程，在他

北京的家中，边画画，边聊天，饿
的时候来一碗番茄鸡蛋面。

如果说“在云中”，是梅法钗
对艺术理念和境界的追求，那么对
艺术的执着探索和不懈努力，是他
的“在路上”。梅法钗对我说，虽
然这 30 多年，做过许多不同的事
情，干过不同的活，“在路上”的
状态却是始终如一。

在梅法钗的艺术创作经历中，
最初来宁波的几年，曾在江北某公
园搞过陶艺作坊。他的陶艺作品，
曾作为宁波国际服装节的礼物，赠
送给外国政要。后来，他开始参与
城市雕塑、装置等公共艺术作品创
作，如今的宁波轨道交通 1 号线、
2 号线、3 号线车站里就有他的多
件作品。他的雕塑作品，分别获得
浙江省城市雕塑第三届、第四届优
秀作品评选的金、银、铜奖。

在艺术手法和形式上，他做雕
刻，画水墨，尝试在不同的材质上
进行创作，甚至做过“木炭”水
墨。他说，最不希望人们将他定位
为“某某”艺术家，他只是一个一
路前行、尝试多种形式的当代艺术
家。

学 习 ， 也 永 远 在 路 上 。 2019
年 3 月，梅法钗完成了日本东京艺
术大学的学业，成为这所世界上最
难读的艺术大学的博士。此时，离
他成为宁波大学科技学院艺术设计
系主任已过去了 20 年。

除了就读东京艺术大学，梅法
钗还曾经是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
访问学者。更多的时候，他到世界
各地去看博物馆，去揣摩世界级艺
术巨作的内在神韵，汲取营养。他

曾一个人在纽约曼哈顿连续一个月
流连于各大博物馆、画廊等艺术机
构 。 他 还 自 豪 地 对 我 说 ，“ 在 宁
波，我大概是收藏艺术书籍最多的
一个人。家中一楼到三楼都是画册
之类的书籍，许多还是珂罗版的。
博士毕业，我从日本托运回国的书
籍就有百余箱。”

作为一名院长，梅法钗的个人
气质自然影响着学校教学，也影响
着学生。在慈溪的宁波大学科技学
院校园里，学生们的作品洋溢着前
卫先锋的风格。在梅法钗的主导
下，除李迪外，学校还请来了日本
陶艺大师岛田文雄、玻璃艺术家海
藤博和现代漆艺艺术家村本真吾等
名家，成立了教学工作室。在设计艺
术学院，竟很难看到一般学校那样
的教室，而是一间间工作室的工位，
师生们可以边创作，边交流。在梅法
钗 眼 里 ，艺 术 的 高 下 ， 其 实 是 观
念、思想的高下。只有在这样自由
交流的环境中，学生们才会成长。

在云中，在路上，这也许就是
梅法钗艺术生涯的日常状态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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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看家乡的景看一看家乡的景。。

个 人 简 介
梅 法 钗 ， 男 ， 出 生 于 1968

年，先后就读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日本东京
艺术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宁波
大学科学技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院
长、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长期从事艺术创作和教学科研工
作，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有
多件作品获奖。

为人民而歌为人民而歌 为时代发声为时代发声 为民族留魂为民族留魂
———— 纪念宁波籍革命音乐家孙慎纪念宁波籍革命音乐家孙慎

管雅婷 王蕾

观众与梅法钗作品互动。

作品《牧归》。 《木相》之一。

宁波地铁公共艺术作品。

梅法钗在创作中梅法钗在创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