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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歌德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
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
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在川北发芽壮大

“雪绒花”前身是鲁迅公园老年合唱

队外语歌唱组。1990年由施良江、崔激、

干祖英等十来位退休教师、外语翻译和

高级工程师等自主结合而成，以唱英语

老歌为主。2008年，解放军 411医院呼

吸道科退休副主任医师柴振安加入了合

唱组，不久被老同志们推荐担任队长。

柴医生搞过呼吸机研发工作，退休

后力图把呼吸力学、肺顺应性、气道阻

力、中枢对呼吸控制理论用到唱歌上来。

柴医生对世界历史，特别是欧洲文艺复

兴史有浓厚兴趣。他提出外语歌队要贯

彻继承文艺复兴的遗产，要发展上海海

派文化。当时这支队伍渐渐趋于老龄化，

于是，他着手广为招募喜欢唱外语歌的

较为年轻的爱好者，让普通市民，特别是

知识分子走进演唱外语歌曲的队伍。

2012 年 9 月，沈剑敏的加盟，合唱

团发生了质的变化。沈剑敏退休前是一

所中学的美术老师，她有着很好的语言、

音乐天赋。由于新成员加入，柴医生因势

利导对合唱组进行改革，经过几年的运

作，合唱组升格为合唱团，拥有成员 80

余人，并冠名“雪绒花”。根据实际情况，

柴医生将合唱团（大组）再细分成中组和

小组，大组以老带新，由程法铨、顾慧敏

带教，中组有声部的合唱组由沈老师负

责，小组则是独唱和重唱为主。组与组之

间实行竞争机制，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还可以互相流通，这样才能进步。

根据“雪绒花”的现状，沈老师提出，我们

不能满足于用中文唱外国歌，要学会唱

原汁原味的外语歌，唱歌时要做到“洋腔

洋调”、“像模像样”。这是很大的挑战，大

家想到“雪绒花”的精神含有进取、开拓

的意思，于是充满了信心。

开始时，大家拿到歌谱就像看天书

一样，很不习惯。沈老师通过在网上找各

语种的范读，用陈明正、周祖良老师的汉

语注音本和国际音标注音本进行比较、

琢磨，反复聆听原唱等方法，力求让大家

做到发音、吐字规范。每次演唱合唱大作

品前，她都认真备课，将每个声部都亲自

唱好录下来再发到群里供大家参考学

习，这样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英语

老师刘敏莉和有着较好声乐素养的顾建

华的辅佐下，歌队有了长足的进步。为了

提高大家的音乐素养，团里还经常组织

大家去专业乐团观摩演出及观看专业人

士的指导和演示（如歌唱家黄英的专场

讲座）等。

歌队成立至今已用外语演唱了《故乡

的亲人》（英）、《希伯来奴隶大合唱》（意）、

《哈利路亚》（英）、莫扎特的《弥赛亚作品》

片段（德）等大型合唱曲目及丰富多样的

艺术类歌曲。小组形式以独唱、重唱为主。

他们和市里的业余优秀歌手一起唱了许

多欧洲歌剧中难度较大的咏叹调等经典

曲目，像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唐

璜》、普契尼的《艺术家的生涯》《托斯

卡》、比才的《卡门》等剧中众多的经典唱

段。兄弟歌队同行说：“你们过去能唱不少

外语歌，但是你们的声音让人不敢苟同，

现在，你们进步很大，让人刮目相看。”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

由“雪绒花”牵头建立了“上海外语歌曲

协作群”和“中外歌剧群”，在川北街道活

动中心马骊主任及相关老师的支持下，

邀请了黄浦金曲外语合唱团、江宁街道

外语歌队、天山社区外语歌队、控江街道

春之声歌队等，多次成功举办了外国歌

曲合唱、重唱和独唱音乐会，取得了很好

的社会效果。

高雅艺术走近大众

金伴，退休前是某中医药公司的办

公室主任，他是队里抒情男高音，虽然寡

言，但音色很漂亮，是一个意大利歌剧

迷，他是队里的核心成员，对团里的团

结、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季红，由于家庭

环境的熏陶，从小就喜欢唱外语歌，后来

在国外生活了一段时间，有很好的外语

基础，目前担任节目报幕，只要演员唱什

么语种的歌曲，季红就能用对应国家的

语言报幕；顾建华，退休前是企业工会主

席，是老战士合唱团的声部长，到了“雪

绒花”以后，很喜欢这里的氛围。一次，生

病住院，他还将外语歌曲书带到医院里，

一出院，马上赶来参加排练；曾建英是和

音丝绸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生意做得风

生水起，出口订单源源不断，她喜欢唱外

语歌。2017年住院，她认识了唱意大利

歌曲《美丽的西班牙女郎》的病友刘敏

莉，她俩有一种找到知音的感觉，曾建英

在刘敏莉的推荐下进了“雪绒花”歌队，

仿佛找到了组织，巧的是，曾建英公司注

册的品牌也叫“雪绒花”，可谓有了一种

天然的联系。曾建英主动给合唱团练声

提供场地、技术、设备等；韩思雨，聪明好

学，每学习一首新歌，就找谱子，找范读，

了解背景，注意收集，由于知道中文的意

思，唱的时候感情就自然出来了；孔信

心，退休前是一家合资企业搞工程的技

术干部，唱《姿三四郎》，现场效果很好。

乐当文化大使

虹口区是文化资源大区，经常有文

化交流活动。本文开头提到的两次活动，

分别是提篮桥街道、广中路街道向“雪绒

花”发出的邀请。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的，由于拉得出，唱得好，节目储备多，

“雪绒花”在圈内小有名气。

音乐无国界，只要熟悉的旋律响起

来，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一下子拉近

了距离。“雪绒花”的成员不仅是文化大

使，还是民间大使。2019年年初，季红在

一艘国际游轮上，用英语演唱了《泰坦尼

克号》的主题曲。在演唱前，季红先用英

语介绍自己：“我来自上海，上海是一个

非常漂亮的城市，欢迎你们到上海来。”

一口纯正的英语，博得了外国友人阵阵

掌声。王逢鸣到德国旅游，在车上唱德语

歌曲《摇篮曲》，开车的驾驶员听了之后

说：“Wiegenlied”（德语：《摇篮曲》），王逢

鸣顿时觉得自己一下很有成就感。“雪绒

花”主动下沉到社区，用歌声为 80岁寿

星、失独老人祝福，和军干所进行联谊活

动。2017年市民文化节，“雪绒花”联合

其他外语歌队，奉献了一台原汁原味的

外语歌曲，赢得了听众和专业人士的高

度评价。

采访“雪绒花”这天，正巧是中组排

练，十几位两鬓斑白的老人向我讲述学

会唱外语歌曲所带来的种种快乐，同时，

每个人都自告奋勇唱了一首原汁原味的

外语歌。我惊讶于他们的发声专业，惊讶

于他们的吐音纯正。在陶醉于美妙歌声

的同时，我自己也受到了感染。外语歌历

来是被认为高雅的殿堂，可是，在“雪绒

花”，外语歌曲不再神秘，这里人人都会

唱几首外语歌，有的人甚至会近百首，都

会在关键的时候露一手。世界是个地球

村，会唱外语歌曲，队员们觉得和世界的

联系更紧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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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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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5月 25日，在虹口区的霍山公园，一支二
十来人组成的合唱团用意大利语演唱《希伯来奴隶大
合唱》，真挚的感情，打动了在现场的以色列代表团。以
色列代表团为了缅怀他们受迫害的先祖，到上海犹太
纪念馆参观，然后和中国人民一起用歌声共同表达对
和平的渴望。此刻，霍山公园内，中国人和以色列人载
歌载舞，歌声将两国人民紧紧地融合在了一起。
2014年 10月 20日，俄罗斯叶卡捷琳堡拉多斯特

艺术团到广中路街道访问。中方一支合唱团以《雪球
花》以及《山楂树》等俄语歌曲联唱的形式欢迎远道而
来的朋友。纯正的发音，优雅的举止，得到了俄罗斯朋
友和上海专业人士的一致好评，俄罗斯朋友连连跷起
大拇指。

这两次演出的合唱团，就是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
（简称川北）的“雪绒花”外语合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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