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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玉文化深
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与美学观
念。古人云：“玉不琢，不成器。”
石中蕴藏的美玉固然可使整座山峦
生辉，而在发掘前不过是一块顽
石 ， 只 有 遇 到 “ 慧 眼 ” 和 “ 巧
手”，它才能成为艺术品。

袁嘉骐注定要与玉石结缘。二
十世纪七十年代，他拜北京玉器厂著
名艺人王树森、王德龄为师学习琢玉
技艺，后考入湖北美术学院深造，师
从张仃先生研究中国经典石窟造像。
他融传统艺术精华与现代雕塑语汇
于一炉，形成了鲜明的个人玉雕艺术
风格。袁嘉骐多次举办个人艺术作品
展，作品屡获国家级金奖，并主编了

《玉器专业技术培训大纲》《现代玉器
艺术思考》等专著。

1989 年，当一块 53 公斤通体
包裹红火烧皮的绿松石大料露面
时，别人不看好，袁嘉骐却匠心独
具雕成 《武当朝圣》，此作后捧得
国家级 （国家七部委联合评定） 最
高 荣 誉 奖 “ 真 绝 杯 ”（全 国 仅 12
个）， 荣 获 “ 中 国 一 绝 ” 称 号 。
1996 年，他去和田选玉，一块 80
多公斤重的籽玉经他慧眼识珠，后
被琢成旷世奇作 《佛光普照》。白

润无瑕的释迦牟尼身后不偏不倚地
出现一团火焰，端坐着过去和现在
七尊佛祖，令人叹为观止。

1996 年，年仅 42 岁的袁嘉骐
成为第四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玉
雕大师集中在北京和扬州，湖北竟
然也“冒出”一个来，而且是其中
最 年 轻 的 一 位 ， 令 人 刮 目 相 看 。
2020 年春，怀揣琢玉理想的袁嘉
骐，毅然将艺术之旅指向了宁波。
从武汉到宁波，以袁嘉骐个人命名
的美术馆经历多次选址，最终在
2020 年盛夏落户梅山湾。当地政府
的热情、梅山湾得天独厚的港口条
件，吸引着袁嘉骐来到这里，袁嘉
骐也把近二十年来最好的作品带到
了宁波梅山。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来到
宁波梅山的袁嘉骐美术馆。这是一
个集艺术展示、创作、研发、收藏等
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艺术中心。初
识袁嘉骐，他正在工作室创作《大儒
王阳明》。袁嘉骐乍一看不苟言笑，
但当他谈到玉雕，便眉飞色舞。美术
馆内的大作气势恢宏，给人以震撼
力，而小品则精工细琢，隽秀飘逸。
诗一般的意境，浪漫的情怀，超常
的想象力，使人流连忘返。

河姆渡先民的骨哨，一吹就是
七千年。扎根宁波后，袁嘉骐渐渐
对宁波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兴
趣。当他读到王阳明创作的 《月夜
二首》 七言律诗后，被这位余姚先
哲深深打动。“吾心自有光明月，
千古团圆永无缺”，只要养得一颗
光明心，把握、寻找到自己内心的

“良知”，就如同有了千年不灭的月
亮，任他花开花落，任他阴晴圆
缺，心中自有无限光明、圆满与富
足。2020 年 11 月，袁嘉骐经过前
期考察与反复酝酿，最终选择“王
阳明”作为他在宁波创作的首件作
品。巧的是，之前，河南南阳 2 吨
重的独山玉自开采下来已放置十余
年，这次终于迎来了它的有缘人。

经过近一年的雕琢，大型玉雕
山水画 《大儒王阳明》 呈现在世人
面前：独山玉原石中设计的俏色部

分立体凸显，黑的部分雕山石、树
木，白的部分呈现行云、流水，人
物、建筑、题诗⋯⋯一轮明月下，
王阳明负手行立高山之巅，衣带当
风行吟，意境深邃高远。《大儒王
阳明》 吸收中国绘画的写意手法，
按玉料的自然纹理，兼工带写，着
重“意雕”而不拘于形似，诗画相
配，形成更具韵味的诗画意境。据
美术馆工作人员介绍，这件反映宁
波历史文化名人的“重器”，将作
为 10 月 31 日“书香宁波日”的一
份独特厚礼，捐献给余姚市人民政
府，永久落户阳明故里。

继 《大儒王阳明》 之后，袁嘉
骐又瞄准了明朝抗倭名将、民族英
雄戚继光。在大型玉雕 《威震海
疆》 的设计画稿中，出现了袁嘉骐
在宁波镇海踏勘所见的招宝山、金
鸡山、威远城、炮台等本土元素，
他择取一块 400 多公斤的和田戈壁
玉，力图表现抗倭英雄戚继光“一
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刀马上行”
的生平。这些充满宁波元素的玉雕
作品乍看是无声之歌，却有着诗歌
般的意境，无不表达着心灵与天机
交汇，理智与情感契合。袁嘉骐表
示，以后他还会把“海上丝绸之
路”“浙东唐诗之路”等宁波元素
植入玉雕中。

中国玉文化放射出东方艺术的
光芒。袁嘉骐美术馆与中央美术学
院非物质遗产项目建立了传承合
作关系，也吸引着全国各地 15 名
玉雕专业本科班学生来梅山研学。
作为玉雕专业导师，袁嘉骐带领着
他们由技入艺，由艺入道，提升玉
雕艺术品位，探索琢玉之真谛。

袁嘉 骐 表 示 ， 美 术 馆 将 凭 借
宁 波 梅 山 保 税 港 区 的 政 策 优 势 ，
从玉石原材料进口，到工艺美术
产品加工制作，再到工艺美术产
品 进 出 口 贸 易 和 工 艺 美 术 培 育 、
实 训 ， 探 索 一 条 从 资 源 到 加 工 ，
再到贸易和教育服务等文化产业
发展的路径，为全面建设高品质
东方文明之都，打造现代化滨海大
都市贡献一己之力。

技道萦怀
惟精惟深

——记工艺美术大师袁嘉骐
柴 隆

上世纪 70 年代，我常随父亲
从宁波汽车东站坐长途车到咸祥
镇，在横山码头摆渡，到象山西
泽 码 头 上 岸 ， 再 转 车 去 泗 洲 头
公 社 ， 总 之 ， 小 镇 咸 祥 年 年 路
过 ， 却 不 知 三 十 年 后 ， 会 以 另
一 种 方 式 重 返 —— 那 是 2002
年 ， 我 知 晓 了 马 友 友 祖 居 在
此，且其祖坟碑文还是沙孟海先
生 的 手 笔 ， 按 照 现 在 通 行 观 点 ，
生在巴黎长在纽约的马友友就是
宁波人⋯⋯本文只说我跟 《甬上
乐 人 —— 宁 波 现 当 代 音 乐 家 小
传》 里提到的其他三位甬籍音乐
家的接触情况。

姚关荣

2019 年 2 月 20 日，姚关荣先
生 飞 抵 故 乡 ， 参 加 “ 音 乐 宁 波
帮”系列专题音乐会，24 日晚在
宁波大剧院，姚先生除了指挥宁
波 交 响 乐 团 演 出 小 提 琴 协 奏 曲

《梁祝》、李焕之 《春节序曲》、德
国作曲家韦伯 《邀舞》，还举行了
自己的第一交响曲中国首演。2 月
22 日上午 10 时许，在宁交团长童
铭女士安排下，我利用排练间隙
采访了姚先生⋯⋯

姚先生是北仑大碶人，1955
年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公派去前东
德的音乐专业留学生，到莱比锡
高等音乐学院专攻指挥。巴赫曾
在莱比锡生活 27 年，姚先生毕业
证 书 上 打 的 钢 印 就 是 巴 赫 头 像 。
姚关荣求学 （后转到魏玛音乐学
院） 期间，师从海因茨·罗格纳
与赫尔曼·谢尔欣，两位皆属乐
坛巨匠，由于历史原因，莱比锡
指挥学派战后影响力式微，但上
世纪 80 年代起，罗格纳在日本将
莱比锡学派精髓熔铸于读卖日本
交响乐团，东德指挥群像重受世
人瞩目，而姚关荣则是莱比锡学
派在中国的唯一承继者。至于谢
尔欣更是怪才，其人并无科班专
业背景却写出一本 《指挥法》，成
为德国院校教材，妻子萧淑娴为
旅欧作曲家，其岳父萧伯林即是
上 海 音 乐 学 院 创 始 人 萧 友 梅 之
兄，谢尔欣的女儿萧桐为著名先
锋派作曲家。“德国两位大师帮我
解决了指挥的基础性问题。”那天
的交流，姚关荣谈得较多的还是
改革开放之初他去西德结识匈裔
英 籍 指 挥 家 索 尔 蒂 爵 士 的 往 事 ，

“他很随和，演出时拖儿带女，排
练 时 特 别 邀 请 我 坐 到 乐 队 中 间 ，
我就在单簧管手旁边，从乐队立
场来听他们发出的声音，那次他
排练威尔第的歌剧 《法斯塔夫》。”

姚老时年 83 岁，精神很好 ，
排练后一时无法从情绪中脱出身
来 ， 沉 思 良 久 ， 我 一 直 等 他 回
神 ， 在 简 洁 地 回 答 了 我 的 提 问

后，他说要去午睡 20 分钟，后面
就是我跟姚太太聊，聊 80 年代姚
先生南下深圳，带深圳交响乐团
的往事，聊他现在的创作。最后
姚太太讲到，姚关荣目前有一部

《配器法》 手稿，是他几十年的心
血，不晓得故乡的出版社有没有
可 能 出 ？ 两 天 后 ， 我 在 “ 宁 交 ”
团 部 演 艺 厅 再 度 邂 逅 姚 先 生 夫
妇，不料一别，竟成永诀，今年 5
月 26 日，姚老仙逝，令人扼腕。

《甬上乐人》 里，姚老是我第一个
动笔的传主。

俞峰

最 早 见 到 俞 峰 是 1997 年 元
旦 ， 刚 刚 落 成 的 雅 戈 尔 体 育 馆 ，
他带中国青年交响乐团 （中央音
乐学院师生组成） 出演新年音乐
会，我才知道央音指挥系主任是
宁 波 人 。 这 场 演 出 有 韦 伯 《邀
舞》，尾声高潮结束后有一段大提
琴 独 白 ， 代 表 舞 者 跟 舞 伴 惜 别 ，
不过在当时现场听众看来，高潮
结束就不应该再有尾巴了，所以
未等大提琴出声，满场掌声已经
杀 到 。 我 寻 思 ， 可 能 从 那 天 起 ，
俞峰就有了一个念头，要建一支
家乡的乐团，否则宁波听众的素
养永远无法跟城市地位匹配⋯⋯
第二次见俞峰是 2002 年 8 月，电
台同仁周月来电，约我去演播间
见 个 大 人 物 ， 到 了 才 知 是 俞 峰 ，
正在里面录节目，等他出来，看
到他手里拿了一张 CD，是卡拉扬
指挥的老柴意大利随想曲。那天
聊的话题，有两个还记得，一是
他聊到切利比达克的排练之漫长
和 频 繁 ， 闹 到 乐 手 想 自 杀 ， 这
时，他做了一个右手捏枪对着太
阳穴的姿势。彼时国内仅有三联

《爱 乐》 有 过 专 题 推 介 切 利 比 达
克，俞峰等于提供了从国外得来
的一手见闻，殊为难得；另一件
是谈到音乐教育，他说许多好苗
子需要及早严格训练 （大意），否
则就会乱长。所以俞峰给我的第
一印象就是个铁腕人物，说一不
二的乐队训练师。采访结束，留
下合影，一晃已近廿年矣。

2015 年 12 月 22 日 上 午 10 时
许 ， 我 赶 到 宁 波 大 剧 院 中 剧 场 ，
去旁听宁波交响乐团史上第一次
排练。到得早了，见俞峰正给年
轻乐手们开会，说到“乐团没有

双休日，没有长假，没有加班工
资”，因为阵容不整，所以那天排
练声部残缺，俞峰不时地高喊一
声“管乐”，然后自己哼唱一句来
代替，排练后，我们再次做了简
短交流，因任务在身，聊的都是
严肃宏大的话题。一周以后，“宁
交”在俞峰指挥下举行了史上第
一场音乐会——2016 年宁波新年
音乐会，撰写本文时，“宁交”刚
刚在俞峰带领下完成史上篇幅最
长 的 马 勒 第 三 交 响 曲 广 东 巡 演 。
这五年，俞峰的“宁交”音乐会
我全部听了下来，或许，他将是
我 一 生 听 过 最 多 现 场 的 指 挥 家 ，
所以，这本书里俞峰的篇幅也是
最多。

俞潞

2020 年 11 月 20 日 下 午 2 时
许，经团长童铭安排，我在“宁
交”团部三楼拜访了刚刚结束排
练的俞潞，俞潞人高马大，着黑 T
恤，湿漉漉的头发黏住额头，神
情在开怀和沉静之间切换，过去

只 是 远 远 地 看 他 挥 棒 ， 这 次 近
观 ， 第 一 印 象 就 是 爽 朗 的 大 男
孩，接受采访过程中手掌依旧按
在 三 大 本 贝 多 芬 《命 运》（乔 纳
森·德·马尔编辑） 的净版总谱
上，谱子里写满了好几种颜色的
注脚，密密麻麻。寒暄过后，俞
潞很快进入到另一个状态，一种
伴随着思索但又能精准迅速地表
达的状态。

第一个问题是，“宁交”现在
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声音？“有，并
且 是 我 给 他 带 来 的 。” 俞 潞 很 自
信，“创造属于自己的声音，需要
指 挥 把 要 求 带 给 他 们 （我 插 话 ，

‘就是杨松斯对您说过的，把好声
音 放 在 口 袋 ， 需 要 时 拿 出
来？’），让乐手明白要做到哪一
步，‘宁交’很年轻也很聪明，创
造理想的声音是一个相互激发的
过程⋯⋯”这时俞潞伸开两掌做
了 把 十 个 指 头 缠 绕 拉 伸 的 手 势 ，

“指挥和乐队就像谈恋爱，双方投
入进去才能达到你要的更高的高
度。”我提及 2019 年 10 月 12 日晚
保利那场俞潞故乡首秀，开场的

贝多芬 《艾格蒙特》 序曲一出声
就把全场镇住了，真正前所未闻
的宁交之声，阔大厚壮，气沉丹
田，这种声音，颇有卡拉扬鼎盛
期的柏林爱乐乐团的功架，可能
正是 《艾格蒙特》 的出彩，让俞
潞有了 2020 年底连续五晚全套贝
交隆重推出的念头吧。

“这次我们的贝九，将带央音
合唱团过来，85 位歌手的庞大阵
容，四位独唱也已经敲定⋯⋯我
跟欧洲的同行，柏林爱乐、维也
纳爱乐的朋友聊起我们的全集计
划，他们也肃然起敬，全世界敢
这么做的乐团也没几个，国内只
有我们‘宁交’，恐怕也是亚洲仅
有。可惜今年欧洲巡演的合同因
为疫情都取消了，否则的话，我
现在正在指挥维也纳广播乐团演
舒伯特 《未完成》。”我搭话，“所
以‘宁交’成了最大赢家，有幸
拥有了跟您全方位合作的机会。”
俞潞爽朗地回答，“宁交也给了我
机会。”

身为本书最年轻的传主，俞
潞的欧洲、日本游学演出履历不
单为国内新一代指挥里仅有，亦
使其具备了未来国际化大师的潜
质。我们的访谈愉快、随意而短
暂，告别时刻，俞潞吐出一句豪
言，“贺老师，卡拉扬的徒子徒孙
会让宁波交响乐团发出柏林爱乐
乐团的声音。”此言另一方面可能
也正表达着他对曾经追随的小泽
征尔、杨松斯两位当代巨擘的敬
意，因为两者都曾获得卡拉扬指
挥 比 赛 的 大 奖 并 得 卡 拉 扬 的 亲
炙，而俞潞这层渊源自带的光环
必定会不断制造华彩，推动宁波
朝中国音乐重镇迈进。

未完成

本书涉及的音乐家里有 5 位在
成书过程中离开了人世，除了上
文 提 到 的 姚 关 荣 先 生 ， 另 有 姚
莉 、 孙 慎 、 巫 漪 丽 、 柳 和 埙 四
位，所以 《甬上乐人》 一定程度
上 也 成 了 一 种 来 自 故 乡 的 怀 念 。
2019 年 初 ， 应 宁 波 出 版 社 之 约 ，
我开始准备，到 3 月动笔，10 月交
稿，计 20 万字，涉及参考文献 75
种，音乐家 32 位——分钢琴、弦
乐、声乐、作曲、指挥、管乐 6 个
领域，其影响力之深广，举国罕
见。宁波音乐家群体完全可与近

代实业家“宁波帮”群体、现代
院士群体成鼎足之势。

然而这又是一个无法由我个
人完成的稿约，我只好求助于前
辈及朋友们。远在洛杉矶的画家
及音乐史料收藏家章杰民先生提
供了他的好友、钢琴家洪腾的资
料，并且帮我确认了洪腾的出生
地在慈溪，章先生还提供了胡晓
平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演出的节目
单。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张
佳 林 提 供 了 恩 师 应 诗 真 （鄞 县
人） 的 材 料 以 及 黑 胶 唱 片 资 料 ，
还有斯义桂先生的录音资料。旅
德钢琴家何宁提供了迄今最齐全
的由环球公司发行的李名强钢琴
录音，使我在写作时能够跨越中
国唱片公司专辑 4CD 的局限，我
的好友、旅法学者冯昱提供了赵
梅伯先生的签名照片及欧洲求学
时候的珍贵照片。当然，我必须
提 到 三 联 《爱 乐》 的 同 仁 詹 湛 ，
没有他几次三番入上海有关部门
档案库寻访，以及对参考文献有
问必答式的解惑，这本书估计早
已半途而废了。写作中，我还就
书中绕不开的历史问题的叙述角
度 聆 听 过 家 父 贺 圣 谟 的 训 诲 ，
2005 年 11 月，乡亲们敬赠马友友
五十大寿的寿幛上那副对联正是
由他斟酌定稿、由他的学生张忠
良落笔。

回到马友友。2002 年，由王
重光先生发起编印的小册子 《月
是 故 乡 明》（我 在 里 面 写 了 一 篇

《他属于全世界》，对马友友的艺
术成就做了阶段性总结） 托有关
方面转交芝加哥华商领袖李名信
先生 （小港李家传人），并由李先
生面呈马友友。李先生的回复里
谈到，马友友将为故乡带来许多
——其中应该包含了给我带来的
巨大变化。马友友返乡之后，我
不再满足于做一个单纯的唱片聆
听者，遂关注起沪上世界级现场
音乐会信息并每月置身于沪甬间
的夜行列车；2014 年，北师大出
版社出版了我的乐评集 《洗耳恭
听》，随后宁波电台约我主持 《相
约秋帆，洗耳恭听》，至今已播出
560 期。2015 年，我开始在甬图开
讲 《秋帆乐话，如是我闻》，迄今
讲罢 144 期，2018 年，宁波交响
乐团约我做一个与演出季配套的
系 列 讲 座 《宁 波 交 响 ， 秋 帆 导
读》， 迄 今 做 罢 68 期 。《甬 上 乐
人》 上架的同时，我的另一本乐
评集 《听其自然》（广西师大出版
社） 刚 刚 完 成 三 校 —— 廿 年 以
来，我不单做了宁波音乐生活的
见证者，而且渐渐参与到宁波当
代音乐史的构建中，但愿我自动
生成、远未了结的这一切，配得
上生我养我的宁波，配得上这座
音乐之城。

聊聊“音乐宁波帮”
——写在《甬上乐人》出版之际

贺秋帆

2002年8月，作者与俞峰（左）合影（贺秋帆供图）

人物名片：
袁嘉骐，国家一级美术

师，湖北省绿松石雕非遗传承
人，湖北省工艺美术研究所原
副所长；1994 年荣获国务院
政府津贴，1996 年、2016 年
先后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亚太地区手工艺大师”
称号。袁嘉骐潜心琢玉，将
诗、书、画、文学等元素融入
玉雕技艺，为中国当代玉雕发
展的领军人物之一。2020 年 3
月，袁嘉骐成为宁波市首个引
进的国家级玉雕工艺美术大
师，之后“袁嘉骐美术馆”作
为宁波市 62 个重大项目云签
约项目之一落地梅山，助推传
统玉石文化在宁波的发展。

袁嘉骐创作照（袁嘉骐美术馆供图）

绿松石雕《武当朝圣》

大型玉雕《佛光普照》

玉雕《大儒王阳明》近完工照

玉雕《大爱如天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