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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艺美育课堂”
走进乡村文化礼堂
名师授课让乡村孩子
共享优质音乐资源

“声乐表演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没
错，是情绪，大家都要自信一点！”昨天
下午，“一人一艺美育课堂”在海曙区洞
桥镇前王村文化礼堂结束了这个服务点
的最后一节课。在过去半个月中，村文
化礼堂变身为孩子们专属的音乐教室，
孩子们在这里接受了音乐的熏陶。

最后一节声乐课，孩子们纷纷穿上
小礼服，就像参加毕业典礼……授课的
是青年男高音歌唱家、宁波市文化馆声
乐老师袁野。此次5节系列声乐课，由
他担任志愿者完成。视唱练耳、基本发
声练习、歌曲教唱等，是此次艺术普及的
重点内容。

“我的孩子有一些音乐基础，文化礼
堂开设这样的音乐课，他每次都会来。”
一位家长说，通过线上报名，孩子幸运入
选，半个月时间里，孩子的声乐知识有了
不小的提升。

记者在现场看到，参加美育课堂的
孩子大多十来岁。在袁老师的耐心指导
下，但凡他提问，下面都会争先恐后地举
起手来，孩子们大胆表达着自己。

宁波市文化馆美育课堂项目负责
人王俭向记者介绍，根据浙江省文明办
下发的关于为未成年人做十件实事的
通知，他们举办了此次活动。对宁波而
言，这也是“一人一艺美育课堂”首次在
乡村开课。“来上课的老师都是宁波市文
化馆的佼佼者，他们主动当起了文化志
愿者。”

据介绍，当天也是美育课堂首次在
线直播，“看看反馈效果如何，我们打算
后面续继尝试。”王俭笑着说。

我市此次开设的美育课堂进乡村文
化礼堂活动于7月15日启动，将一直持
续到8月15日，“我们共计划了55次课
程，今天是第26次开课。”据王俭介绍，
除了海曙洞桥镇的服务点外，宁波10个
区县（市）同步安排了10个课堂，共计
11位老师分别进行授课。

前王村文化站负责人称赞道，前来
听课的孩子大多是零基础，以往孩子们
连五线谱都不认识，现在能准确唱出曲
子，美育课堂的效果真的很棒。

记者 施代伟 实习生 应芷绿
通讯员 陈敏健

“我的每一首歌风格都不雷
同，因为流行音乐不需要太多的
程式和约束。没有创新就谈不上
流行，创新是流行音乐的魅力和
动力。创作者不要给自己设定固
定模式，要广泛汲取灵感，勇敢投
入创作。”

2012年，李海鹰创立“鹰交
响”，初次尝试是把电视剧《亮
剑》的主题曲改编成一部交响序
曲。2016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
诞辰150周年，李海鹰应广东省
政协邀约创作了《我们的孙中
山》。这部大型交响史诗获得良
好反响，也将李海鹰的创作推向
了新高度。

“这是一部长达70分钟的交
响史诗。实际上这个体裁像清唱
剧，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甚至
此前我没写过美声作品，但这次
几乎所有的创作手法都是以美声
来表达的。”李海鹰说。

李海鹰的创作历程从流行音
乐开始，逐渐向古典音乐转变。
著名作曲家鲍元恺曾评价道：“从
古典跨到流行的人很多，但从流
行跨到古典的人基本上没见过。”

诚然，这是因为古典音乐的技术
门槛更高。“我在做流行音乐之
前是星海音乐学院学生，学的就
是古典音乐。因为有这样的底
子，我才能实现跨界。”李海鹰这
样解释。

在互联网时代，李海鹰认为
流行音乐的平台更丰富，受众审
美更多元，音乐制作硬件水平更
高了，流行音乐的发展尤其需要
创作主体进一步增强原创力。

对于宁波正在崛起的新乡
村音乐，李海鹰表示十分支持。
虽然新乡村音乐从概念上还没
有完全确定，但是完全可以从创
作开始尝试。他提出：“新乡村
音乐一定是用来描写新乡村的，
题材是是江南水乡的美丽乡
村。宁波有着丰富的历史人文
和发达的经济，宁波乃至浙江的
乡村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因此
完全可以吸收当地的曲艺、越剧
等地方文化元素。但是音乐的
审美元素一定要具有当代标准，
要看到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喜
欢什么样的音乐。”

记者 陈晓旻 文/摄

流行音乐
一定要和时代共振
——著名词曲作家李海鹰访谈

日前，中国音
乐界众多知名教
授来到宁波，开
启了一场采风之
旅。活动期间，
著名音乐家、广
州星海音乐学院
流行音乐学院院
长、《七子之歌》
《弯 弯 的 月 亮》
《走西口》等作品
的词曲作者李海
鹰接受了本报记
者专访。

李海鹰 1954
年出生于广州。
他很早就展露出
音乐才华。1970
年，年仅 16 岁的
他进入广州市粤
剧团。5年后，成
为中国海军南海
舰队政治部文工
团的小提琴手兼
创作员。1982年
底到1997年3月，
就职于广东音乐
曲艺团。1997年
4月起，担任广东
电 视 台 音 乐 总
监。曾获得“五
个一工程奖”“文
华奖”等音乐创
作奖百余项，担
任多届央视春节
联欢晚会音乐总
监，多次担任央
视青歌赛评委。

李海鹰几乎引领了内地流行
音乐的一个时代。

1989年，一轮《弯弯的月亮》
横空升起，光芒四射，照亮了内地
流行乐坛，唱红了歌手刘欢，并且
久经不衰。

这首带着浓浓乡愁的歌曲用
现在的眼光来看，也许可以归入
新乡村音乐。李海鹰告诉记者：

“《弯弯的月亮》是我心中最美丽
的珠江三角洲图画，它也是我的
故乡——中山南朗。那是一个鱼
米之乡，稻田一望无际，美景深深
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歌曲写的是
当地很常见的水上人家，可惜今
天这些都已经消失了。”

李海鹰说，创作这个歌曲的
大背景是大家都在寻根，当时整
个中国盛行“西北风”，出现了很
多描述这片土地的作品，像电影
《黄土地》《红高粱》，油画《父亲》
等，因为那片土地和中国有着太
紧密的关系。

说到为什么在充满高亢“雄
风”的年代创作如此柔美婉约的
《弯弯的月亮》，李海鹰说：“你看
这首歌是不是特别有中国古典诗
词的意象？其实我也是在寻根，
也在回望，之所以创作《弯弯的月
亮》，因为我找到了自己的根，那

就是深厚无比的传统文化。”
除了《弯弯的月亮》，李海鹰

还创作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歌
曲，如《我不想说》《走四方》《我的
爱对你说》《蔓延》《爱如空气》
等。同时，他又是一个跨界音乐
家，创作的音乐短剧作品《过河》
《地久天长》《不见不散》，音乐剧
作品《未来组合》《寒号鸟》，影视
剧音乐作品《鬼子来了》《赛龙夺
锦》《黑冰》《背叛》《西游记》《哪
咤》等皆为精品。

1999年，李海鹰创作了另外
一首堪称标杆的作品《七子之
歌》。在为这首歌谱曲时，李海
鹰将闻一多原诗“我离开你的襁
褓太久了母亲”改为“我离开你
太久了母亲”，保留原意，更易
传唱。“呱嗒板”踩在石板街上
的声音、澳门“大三巴”牌坊的
钟声，都成为这首歌的创作素材
和灵感。以童声告白母亲的形
式渐进，在“母亲，母亲”的呢喃
中平静结束，形成了自然的情感
流淌。如今澳门回归祖国多年，
这首歌又被时代赋予了更深的
内涵。

可以说，李海鹰创作的几乎
每一首歌曲都成为流行曲，因为
切中了时代的脉搏。

流行音乐不必拘泥于形式

每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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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课堂的气氛很活跃。记者 施代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