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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文化内涵融入琴声
去年，首届闵惠芬青少年二胡

艺术展演在上海举办，这是全国

首个以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命

名的二胡艺术展演，吸引了 200多
位长三角青少年参加，今年参赛选

手更是扩展到全国。昨晚的展演音
乐会上，获得闵惠芬作品最佳演奏

奖的张敬然演奏的是闵惠芬编曲
的《洪湖主题随想曲》；上海音乐学

院宜兴籍学生彭晓晏回到家乡舞

台，奏响《第五二胡狂想曲-赞歌》；
来自南京艺术小学的张蓝果儿正

是小升初的年纪，获得儿童组金
奖的她希望循着闵惠芬奶奶的足

迹，从江苏考入上音，开启自己的
艺术道路。

今天上午的活动还为小琴童们
开设了公益大师班，闵惠芬学生之

一、当代著名二胡演奏家刘光宇倾
情讲授闵惠芬老师的经典曲目：《洪

湖主题随想曲》和《江河水》。课后，
家长带着琴童游览闵惠芬艺术馆，

当家长看到闵惠芬曾向多位戏曲名
家学习的展板，以及手书的诗词，也

借此机会教育孩子，要向闵老师学
习博采众长，要将文化内涵融入琴

声中。

传承前辈二胡精神
“很奇怪，交给别人的曲子，演

一遍或者录一遍就到此为止了，但

到了闵惠芬的手上，曲子就能留下
来、传开去。”作曲家周成龙回忆，

闵惠芬对艺术总是认真到一丝不
苟，1988年她演奏周成龙写的《科

拉沁草原的传说》，光弦就斟酌了半

天，让周成龙很惊讶：“她的曲子拉
到灵魂里去了，拉到作曲家都没想

到的广阔天地去了。”
众所周知，二胡声腔化是闵惠

芬的重要学术研究方向，她还用二
胡录制过一批京剧唱腔。学生们

也常常能在学校唱片室碰到她。

一次，闵惠芬一脸兴奋地从唱片
室走出，对当时在上音就读的胡

琴演奏家应龙说，研究二胡声
腔，一定要听听山东民间音乐家

王殿玉的唱片。拉坠琴的应龙找
来一听，如获至宝，果然和人声

一模一样。
闵惠芬为人可亲可敬。跟团

巡演，她都是坐经济舱，火车也
不坐软卧，从不搞特殊。二胡名

家邓伟民在上世纪 80年代跟着
闵惠芬从济南到沈阳去演出，火车

上大家都在说说笑笑，闵惠芬突然
安静下来，练了两小时琴，才继续和

大家聊天。她在生活中非常幽默，
“你讲的一点也对”“有你在，我就再

也不用放心了”，都是她的口头禅，
常常逗得众人哄堂大笑。

曾任东方广播民族乐团团长的

左翼伟是闵惠芬生前老友，如今每
次开车经过闵惠芬居住过的浦江名

邸，他总要张望一眼。担任过这位大
演奏家的领导，左翼伟印象很深刻，

上任不久，闵惠芬就到他办公室，拿
着一个小本子说：“左团长，这是今

年外面请我演出的日程，和团里演
出有没有冲突？有冲突我就不出去

演了。”
闵惠芬的学生薛辰茜更是难忘

老师在病床上给她上的第一课，教的
是《长城随想》第二乐章《烽火操》。闵

惠芬从病床上坐起来，聚精会神地给
她描绘战争场面，一讲就是好几个小

时，一直到旁人提醒，今天就到这里
吧，才休息，根本看不出生病的样子。

薛辰茜如今也成了浙江音乐学院的
青年教师，她也传承下来老师的教学

方法，把生活融入音乐，“闵老师把所
有热爱都给了二胡，她的课永远在传

递快乐和正能量。”
如今，远在河南的周口师范学

院建起了闵惠芬艺术中心和闵惠芬
音乐厅，纪念闵惠芬的活动也从音

乐会深入到二胡爱好者的生活中。

一代代琴童拉着闵惠芬的曲目，传
承着她的二胡精神，创造着二胡艺

术的明天。
本报记者 赵玥

把所有热爱
都给二胡

闵惠芬青少年二胡艺术展演传承前辈精神

    明年将是古陶文

发现 150周年。上周
末，海上的金石家和

学者们齐聚福州路
上的艺苑真赏社，参

加近年规模最大的
古陶文拓印展“古陶

蕴真———海上金石

家跋战国陶文拓本
展”。学者们在研讨会

上发出倡议，希望通
过此次展览在当下重

视并研究古陶文的审
美特征，挖掘更多隐

藏价值。

小小残片佐证历史
在陶器残片中，有许多隐藏着历史的

证据。在著名海派金石家吴子建、书画家

廉亮跋文的《先泽吉光》这件作品前，复旦
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

钊介绍说，在春秋战国时期，用印盖在未
烧制的陶瓷陶基上，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印

痕。以这篇拓印为例，按纪年推算出是公

元前 239年的燕国，“右匋尹”是指当时制
作陶器的机构，“尹”是督造者的官衔，代

表他负责监造了这一批陶器。
印刻古陶文的陶器，最初不是艺术作

品，而是日用品。用大篆写成的古陶文像
今日商标，代表制作者的身份，也代表着

他们的信誉。如果产品出了质量问题，那
么早在战国时期，我们祖先就建立了“责

任追查制度”，还管这种“责任追查制度”
叫做“物勒工名”。

陶器往往是用来储藏粮食的。在秦始
皇统一度量衡之前，各国有各国的度量衡标准，且都有专门机构

制作这一类标准器。拓片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直观记录了当
时的地名、人名与工官制度。

像这类隐藏在陶文拓片中的历史知识点还有很多，比如战

国时期部分地区的月历以 13月计，不少汉字的写法至今不可辨
识其意……这些谜题有待考古学家们去研究破解。

保存研究一桩义举
展览现场，一片片精美的拓片上是当代中国顶尖金石家、书

画家的题跋，在射光灯的映照下非常挺括。在一旁的柜台中，横

七竖八地躺放着残破的古陶残片，稍有大意，非常容易忽略上面
的纹饰和篆体文字。保存、研究这些古陶残片，传播中国古文字

之美，是近年上海金石家的一桩重要工作。“没有大书
画家们的重新肯定，没有古文字学家的考证，这些古

陶残片抛弃在马路边，都没有人多看一眼。”研讨会
上，此次展览的抢救性价值被学界和艺术界称道。

此次展览邀请了海上金石名家的“最强阵容”，
包括韩天衡、陈茗屋、童衍方、吴子建、刘一闻、孙慰

祖等 40位老中青三代金石家，他们以古陶文为题跋对

象，展示了当今海派金石家对于传统经典的继承以及突破

艺术藩篱的睿智与选择。金石家们选择陶片后进行拓印，拓
片都附上了书法题跋和印章。题跋是对作品的来源、原委、

内容加以评价———明清以来，这类“文人玩法”盛行至今。

古陶器的拓印和题跋，数量不如砚台、瓦当、青铜器

等的拓印。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古陶器存世量偏少，二来
是上面的汉字距今久远，难以辨认，哪怕明清时期也认

不齐全。但对明清以来的文人而言，凡是
有汉字和花纹的拓印，都乐意去摆

弄一番。
活动的组织者、上海市书协金

石碑帖专业委员会主任唐存才表

示，古陶文的研究是晚清学术界与
艺术界的重要事件，这次展览希望

能进一步推动海派金石及书法篆刻
艺术继承经典，探索创新。

本报记者 乐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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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宜兴万石这个风景秀丽
的小镇， 坐落着二胡大师闵惠
芬的故居及艺术馆，昨天，长三
角乃至全国的民乐专
家及青少年二胡学习
者汇聚于此，为第二届
闵惠芬青少年二胡艺
术展演而来。 求学并成
名于上海的闵惠芬，斯
人已逝，遗风仍在。 坊
间 称 赞
演 奏 者
拉得好，

常常称其为 “闵惠芬
第二”， 但被寄予厚
望的年轻一代二胡
学习者，不仅要通过
勤奋努力达到她的
技术高度，更应该向
闵惠芬精神世界的高度努力
靠近。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 儿童 A组金奖获得者陈赫

▲

儿童B组金奖获得者王怡天

■ 儿童 B组金奖获得者施润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