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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教头

《少年舞曲》《采茶扑蝶》⋯⋯悠扬的

丝竹声中，十多个盲童弹奏着二胡、扬

琴、琵琶，他们沉醉其中，演奏着彭正元

为他们谱的曲，虽然看不到世界的五彩

斑斓，但脸上依旧充满笑意，一旁为他们

打着拍子的，正是彭正元。十多年来，彭

正元义务担任上海市盲童学校的艺术指

导。“和教普通孩子相比，教盲童学校的

孩子几乎要投入十倍甚至二十倍的精

力。”他把这比喻为“雕刻”。

都说在盲童的世界里，音乐是最绚

烂的色彩。退休后，彭正元来到了盲童学

校，数十寒载育桃李。

盲童学校里也有音乐老师，教孩子

们各种乐器，彭正元将孩子们组合起来，

创作、合奏，他带着孩子们参加各种比赛

活动。“30多个孩子，从小学二年级到中

学，高矮不同、水平参差。但他们有一个

最大的优点，记忆力特别好。”针对孩子

们协调配合差的弱项，彭正元一个个音

唱给他们听，用板子打、用木鱼敲节奏。

真正演出时，指挥不能上场，他就培养节

奏感和把控力特别好的人做“灵魂人

物”，把节奏传递每个人。

他无偿为孩子们创作了许多曲子。十

多年里，上海市盲童学校 9次获各类全

国文艺比赛奖项，其中两次获一等奖。

彭正元在其他学校也是“红人”。接

手金洲小学的艺术指导后，他在 4个月

里创作排练了 6个江南丝竹节目，在一

次国际比赛中，击败了几十个来自世界

各地的艺术团，一举夺得金奖，大家都称

他“神奇教头”。

爱与感恩

彭正元爱孩子们。在盲童学校，有个

孩子演奏《二泉映月》，但二胡怎么也拉

不好。“演奏《二泉映月》的二胡，比普通

二胡的音要低些，价格更贵。”侧面打听

后，他发现，这个孩子的家里比较困难，

买不起二胡，也没法练习，就给他买了一

把二胡。每年过年前，他都要去超市买好

多好吃的，给孩子们当零食；有一次上海

民族乐团发桃子，两大筐，他直接搬到了

盲童学校分给孩子们。

孩子们也懂得感恩。2014年，彭正

元 70岁，孩子们偷偷精心准备了一台演

出。“那天我打开教室门，孩子们全体站

立，跺着脚大声唱着‘祝你生日快乐’。”

孩子们还精心制作了一本充满回忆的相

册，每一页都写满了对他的感激。有盲童

给他留言：“音乐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很

幸运我们能够得到老爷子的指点，您的

激情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也有盲童对他

说：“您粗犷的外表下掩藏着一颗极其细

腻的心。”他们感谢他“手把手地教会他

们每一个音符”，让他们在音乐的世界里

“看”到了光明。

至今，彭正元还记得，这个孩子成了

大学生，这个孩子二胡全国闻名，那个做

了留校老师⋯⋯“我希望音乐能成为这

些孩子的眼睛。他们弹奏出的每一个音

符，都充满了对生命的追求和向往。”彭

正元说。

其实，从上海民族乐团退休前，彭正

元的本职工作是大革胡演奏，他手中的

是一把十分少见的革胡。

在我国民族器乐合奏中，“低音声

部”的演奏，通常用低音大提琴和贝斯来

代替，但在一个传统民族乐团中运用“西

洋”乐器，总说不过去。能不能搞更纯粹

的民族音乐呢？后来杨雨森教授改造二

胡，发明了低音二胡“革胡”。“革胡在二

胡两根弦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根低音

弦。”在演奏方法上，弓子得到解放，不再

被琴弦束博。“右手可以持弓，又可以弹

拨。”彭正元说。后来，杨雨森亲自教彭正

元革胡。彭正元触类旁通，还精通了所有

胡类乐器，唢呐、指挥、作曲、钢琴，他也

是民族低音乐器大琶琴的发明者之一。

有一年，上海计划排练一部现代京

剧《草原英雄小姐妹》，其中有一段马头

琴的演奏，剧组找到了彭正元。彭正元专

程到内蒙古，跟随世界马头琴大师齐·宝

力格学马头琴。“马头琴的演奏方法比较

特别，大量滑音，我的两根手指很快磨得

出血。”在一次“乌兰牧骑”表演中，当地

内蒙古乐手见他马头琴演奏得这么好，

问学了几年，齐·宝力格哈哈大笑：“什么

几年！只学了 6天。”

在一次中国科技大会上，彭正元受

中央民族乐团之邀上台表演。革胡突破

于大提琴的演奏方法震惊了众多人。在

演奏马头琴的曲目时，他改用 4度定弦，

效果竟与马头琴以假乱真。

钟情丝竹

陌上春深红芍如锦，楼头庭外垂柳

又青。江南丝竹，音韵和谐。彭正元钟情

丝竹，这些年，他一共谱写了 9首既有传

统风格又有时代特征的江南丝竹曲目。

在这些江南丝竹作品中，最让他牵

挂的是一首叫《祭月》的作品，那是他献

给母亲的。这首作品他写了四年。“一开

始写得有点长，也有点悲。不断修改，始

终不满意。最后突然像有一阵风吹进心

田。”新的曲子糅合了江南丝竹的原色和

演奏特点，但又非常特别。“江南丝竹，表

达的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情趣，是休闲

又快乐的，而这首曲子用丝竹表现哀思，

是一种大胆的尝试。”江南丝竹因乐队主

要使用二胡、扬琴、琵琶、三弦、秦琴、笛、

箫等丝竹类乐器而得名，是国家级非遗

项目之一。彭正元曾在“海内外丝竹大

赛”上连得了三个金奖。

江南有曲，当为琴音。彭正元说，步

入老年后，他的生活会依旧与琴为伴，与

音相随，为孩子谱曲，也为丝竹音乐的传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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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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胡的诞生， 从一开始就
被烙上了改革的烙印。 它立意
深远，声音极具特点，但彭正元
说，至今“科班”培养出来的革
胡演奏者，不过十几人。

革胡式微，可见一斑。彭正
元的革胡现在也是 “压箱底宝
贝”。他已记不清锁在乐箱里已
经多少时间，蒙了一层灰，塞在
角落里。要把不少东西搬开，才
能将革胡取出来。 手法依然熟
练，音色依然低沉，只是，执弓

的人已不再年轻。

因为革胡兼具二胡和大提
琴的特点，所以学革胡的人，都
有拉二胡和大提琴的功底。 但
由于二胡和大提琴深受欢迎，

所以如今， 愿意改学革胡的人
很少。彭正元对我们说：民族音
乐的发展，非遗项目的传承，都
需要全社会的认可。江南丝竹，

如今已开始得到重视， 他也希
望， 有一天革胡能再被发扬光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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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

容易地看到，

在不少场合，

老年人与自

家的孙辈或

者别人家的小孩子交流，总

是表现出非常友好的举止，

和颜悦色、轻声轻气、耐心细

致、称赞鼓励，不遗余力。 那

么，为什么小孩子自己的父

母往往就不是那样呢？

老年人到了晚年，过往

的生活教会了他滤去了许多

不切实际的幻想，让他看清

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明白了人生的目的和意义。

从前， 他们用各种方法施加压力迫使

孩子步入自己为他们设计的成长路

线。但到了古稀之年才发现，不少成功

或不成功的子女， 实际上与自己想象

的不一样， 甚至与自己并没有发生什

么必然的关系， 所以开始检讨以前的

教育方法是否真的符合孩子正常的发

展规律， 思考设定的培养孩子的目标

是否一定就是最好的， 反省当初对孩

子的“抢、逼、围”是否真有必要……

“往者不可谏， 来者犹可追”，如

今， 老人们之所以在隔代的身上体现

出极大的善意和宽容，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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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绨缃歌美誉，丝竹咏芳

尘。”76岁的彭正元，有一颗爱

丝竹的心，也有一颗越活越年

轻的心。他为孩子们谱出一首

首少儿歌曲。继前两年编撰《心

儿在歌唱》歌曲选本，收录 69

首原创儿童歌曲后，今年儿童

节前夕，他又开始了第二本儿

童歌曲集的创作。他有爱有暖，

义务教盲童学习丝竹乐器，带

领一批批孩子走上领奖台。他

的传奇故事，还不止这些⋯⋯

■ 彭正元带领金洲小学民乐队的孩子们去参加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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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正元

正在演奏

革胡

□ 子歌 袁贤良

传承革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