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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70后爸爸名叫董庆德，是个新宁波人，老家在东北。他介绍说：
“我从小喜欢音乐，但那时候家里没条件让我学。村里的二人转演出，我
不关注台上演的是什么，却被那些二胡、唢呐、板胡深深吸引。每次街上
扭秧歌的鼓点一响，我就不会走路了，必须得扭着走才行。”

因为热爱，董庆德靠着自学，靠着一有机会就向懂音乐的人学习的这
份好学劲，渐渐打下了音乐功底。

“会点木工的爸爸给我做了把二胡，虽然很粗糙，但我终于有了自己
的乐器。没老师教，也不识谱，我就自己拨弄，居然也拉出了《东方红》。
现在想想当时很多音肯定是不准的，但二胡、笛子我都是这么学起来的。
我的第一个音乐老师可以说是在医院里碰到的，当时他一只手挂盐水，一
只手弹电子琴，我被声音吸引，走过去站在旁边听了一个多小时，就这样
认识了这个老师。他不是专门从事音乐的，而是做外贸生意的，但他教了
我音乐方面的很多知识，还送我一本书《怎样识简谱》。后来我又自学了
《音乐基本理论》等，这么多年就这样一直喜欢音乐、学音乐。”

1999年董庆德来到了宁波，在宁波近20年，他一直从事音乐工作，组
过乐队，开过工作室、文化公司。2014年，董庆德创办宁波市文化馆阿拉
现代乐团并担任键盘手，如今他是该乐团的团长。这个乐团连续三年参
加了宁波阿拉音乐节、草莓音乐节，曾在多场演出中与国内一线的歌手、
音乐人合作，是我市“一人一艺”工程的精品文艺团队。昨天下午，与专辑
《泉中花园》发布会同时进行的，还有阿拉现代乐团年度原创作品音乐会。

看看“别人家的爸爸”！
这位爸爸用音乐和女儿对话 父女俩跟同一个老师学琴
还合作出了一张钢琴专辑

女儿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爸爸也在上音进修，这位曾为女儿
学琴煞费苦心的爸爸如今不仅和女儿师从同一位钢琴老师，父女
俩还合作出了一张原创钢琴音乐专辑。昨天下午，这张专辑《泉中
花园》的发布会在宁波市文化馆举行。

感觉自己在音乐方面遇到了瓶颈，
2010年董庆德开始到上海音乐学院找
贺乐老师学爵士音乐，一直到现在，他
只要有空就提前跟贺老师约，坚持提升
自己。巧的是，女儿董赫也特别喜欢爵
士乐，在上音也师从贺乐。父女俩就这
样成了同门“师兄妹”，此次合作推出的
原创钢琴曲专辑《泉中花园》就由贺乐
担任艺术指导。

谈到出专辑的缘由，董庆德说：“这
么多年来一直在进行音乐创作和演出，
我写过很多钢琴曲，其中有写给女儿、
老婆和妈妈的。有些作品像《泉》《花
园》在演出中受到了肯定，也得到了师
友们的鼓励，才有勇气出了专辑，‘泉中
花园’这个名字还是贺乐老师帮取的。”

记者看到，专辑《泉中花园》由宁波
市文化馆和宁波音乐港共同出品，由中
国唱片公司正版发行，里面共12首作
品，从作曲到演奏都由董庆德和女儿以
及阿拉现代乐团的成员合作完成，像
《泉》《花园》由父女俩双钢琴弹奏。

上音副教授贺乐这样点评：“这张
专辑诠释了家庭中的爱与幸福，通过双
钢琴与独奏的形式，展现了‘泉中花园’
的意境，抒发了父亲对于家人的祝福与
爱护之意和女儿对父亲的感恩与关怀
之情。”宁波市文化馆工作人员汤俊杰
告诉记者，相对于古典钢琴曲、轻音乐
等，市面上现代音乐风格的爵士钢琴曲
很少，《泉中花园》填补了宁波音像市场
中爵士、摇滚类钢琴作品的空白。

从写作品、筛选、请老师指导、修
改……董庆德为这张专辑筹备了一年
多时间，他说这是他和女儿两代人的
音乐对话，“女儿的钢琴演奏有‘童子
功’，我没有，女儿的音乐思维以及音
乐元素的运用都比我新颖，这些方面她
已经把我拍在沙滩上了；但在音乐表演
的经验、音乐创作的高度和深度上，她
还有待提高。我觉得能和自己的女儿、
自己的团队在音乐方面共同探索，这很
幸福。感谢一直支持我们的市文化馆
和宁波音乐港，这也是我所在的阿拉现
代乐团在2018年年末交出的一份答
卷。”

记者 俞素梅 通讯员 陈敏健

女儿董赫出生后，做爸爸的暗自希望她以后能走音乐道路。“女儿的
名字也和音乐有关，‘赫’就是德国音乐家巴赫的‘赫’字，我希望她沾点音
乐大家的仙气。”董庆德说着说着连自己都笑了。

受家中音乐氛围的影响，婴儿时期的董赫就喜欢往琴上爬，喜欢听钢
琴的声音，如今她是上海音乐学院爵士钢琴专业大三学生，但她的学琴过
程并非一帆风顺。

“孩子喜欢表演、喜欢音乐，但她小时候不喜欢练琴，我知道这个坎必
须过去，为此用尽了各种方法。因为练琴她和我吵，为此110也来过我
家。为了逃避练琴，她还曾上演离家出走，甚至拿自杀来威胁，好在这些
都被我扛过去了。这也正常，因为练琴确实非常枯燥。”董庆德说。

由于在上音读书，董赫昨天没有出现在专辑发布会现场，之前宁波音
乐港制作了对父女俩专访的录音视频。在视频中，小董自述她对练琴从
不喜欢到喜欢的转折出现在高中：

“应该是高二下半年，我在上海贺乐老师的爵士钢琴专场音乐会上有
一个独奏表演，我之前弹琴有些呆板，但那次独奏时，我突然特别想突破
自己、想释放自我、想表达，那首曲子我已练了很久，也很喜欢，表演的时
候状态非常好，没有了之前被音乐牵着走的感觉，而是我自己想弹奏它，
之前一直没有遇到过这种奇妙的感觉。现在想来，这其实是循序渐进的
过程，突然有一天就‘通’了，但这种‘通’需要之前很久很久的积累去推
进，枯燥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些成就和快乐，那之后就不会抵触它了，现在
觉得练琴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

因女儿小时候不肯练琴也曾吵吵吵

爸爸是个喜欢音乐的新宁波人

父女成了同门“师兄妹”
携手推出专辑

曾听过一位教育专家的讲
座，其间有一项互动游戏，要求
听众按照她的口令行事。只见
她一面大声发令“摸耳朵”，一
面却用手摸头。现场九成以上
的听众听到口令后，“不由自
主”地跟着她用手摸头……这
个游戏几乎让每个人明白了

“身教重于言教”的道理。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音乐

老爸的身教，董赫不太可能走
上音乐之路。看得出来，对于
音乐，这位70后老爸可不是一
般的热爱，他正是凭着这份挚
爱才自学成才并且小有成就
的。这样的老爸，如果希望自
己的女儿以后能走音乐之路，
如愿以偿是大概率的事。尽管
女儿的学琴过程也有过波折，
一旦扛过去，很可能“前途不可
限量”。

现如今，许多父母望子成
龙、望女成凤心切，但他们有没
有好好想过，“身教”的作用可
比“言教”大得多。孩子嘴上不
说，但正像教育专家所“示范”
的那样，父母的所作所为对孩
子的影响，比发号施令管用多
了。试问，当你要求孩子学这
学那的时候，自己是否逮空就
玩手机？当你要求孩子考高分
的时候，自己是否满足于混日
子？如果是，“言教”的效果就
会大打折扣。

家长想以孩子为荣，孩子
其实更期待以父母为傲。如
今，女儿在上海音乐学院就读，
爸爸也在上音进修，父女不仅
师从同一位钢琴老师，还合作
出了一张原创钢琴音乐专辑
——这对“别人家的父女”，让
我在听过教育专家的讲座之
后，再次领略了“身教”的魔力。

胡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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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现场，董庆德（右三）在音乐会上表演。 俞素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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