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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文娱 ·广告

抓住时代好机遇
从艺55年以来，屠巴海创作、改编的

歌曲、器乐曲近百首，录制出版唱片、专辑

近百张，指挥音乐会三百余场，他旺盛的

创作力和对艺术的激情延续至今。

有感于疫情期间所见、所思、所想，屠

巴海这两年相继创作了《抗疫英雄赞》《中

国志向》等歌曲。就在两个月前，他还特

别写了一首名为《爱情它会飞》的歌曲，并

交由女中音歌唱家温牧雅演唱。“爱情它

会飞，好像小鸟一样飞，你不珍惜，它就离

你远去……”屠巴海说：“这首歌献给天下

的有情人，也写给那些因为疫情而不得不

分离的人们，希望大家珍惜眼前人，珍惜

平凡幸福的生活，珍惜取得的抗疫成果。”

分享新歌的同时，屠巴海也带来了积

攒几十年的创作曲谱，厚厚一叠手稿，泛

黄的纸面、卷翘的页角，凝结着岁月的光

华和作曲家逾半世纪的智慧结晶。屠巴

海把珍藏的曲谱交到团长董德平

手中，回头对聚拢在他身边的年

轻后辈说：“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

有轻音乐团，轻音乐这一让人愉

悦、充满正能量的艺术种类也不

会深入人心。正是文化大发展给予

我机遇，个人发展离不开时代。”

从事艺术全身心
尽管已是耄耋之年，屠巴

海依旧显得年轻，爱笑、爱闹的性格让全

场洋溢着欢声笑语。生日会上，他特地穿

上了一件红色夹克，现场指挥小乐队演奏

了他创作的曲目《幸福的傣乡》。

谈到如今歌曲创作的整体质量和大

环境，总是笑呵呵的屠巴海少见地板下

脸：“对现在的有些创作，我是真觉得不怎

么样。我之所以这把年纪还坚持写歌，其

中一个原因就是看不过有些歌写得太差，

与其这样，还不如我来写。”

面对如今看似从艺者众的热闹场面，

屠巴海提醒年轻人要警惕：“热爱艺术当

然好。未来，人们的艺术修养会越来越

高，艺术氛围会越来越浓郁，但这并不意

味着艺术家就会越来越多。要搞艺术，

光有热爱不够，还要夯实基本功、坚定信

念、沉下心去钻研，艺术这条路不好走，

它充满坎坷也很艰辛，你要谨慎地做决

定，可一旦想好了就要以它为终身理想，

不要轻易动摇。” 本报记者 朱渊

本报讯（记者 赵玥）话剧《于

无声处》《血，总是热的》首演于何

处？《咱们工人有力量》《难忘今宵》

《月亮走我也走》这些耳熟能详的

歌曲从何而来？群众文艺从何时

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承担了怎

样的重任，历经了怎样的变迁？在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建馆65周年之

际，《上海市志 ·文学 ·艺术分志 ·群

众文艺卷（1978-2010）》昨天在市

群艺馆发布，这些答案都能在这部

书中找到。

修志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群众文艺卷》于2012年12月正

式启动，由上海市文旅局牵头、上海

市群众艺术馆承担编撰工作，内容

涉及1978年至2010年全市基层群

众文化工作的各个方面。正文计

92万余字，版面文字140多万字，

197张彩图，105张插图，86张表格，

全面、客观、真实地记述了这一时期

群众文化发展的全貌，再现了群众

文化发展脉络，展现了几代群文人

的奋斗历程。

回首历史，上海市群众艺术馆

的馆舍经历了多次搬迁。从1956年

12月30日成立时的复兴中路526

号，到黄浦路20号，到长乐路788号

（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故居），到

黄陂北路226号，再到复兴中路597

号（现上汽 ·上海文化广场）。2010

年，市群艺馆新馆馆舍落成，并于

2011年5月正式建成面向市民开

放，成为“市民乐园”。

市群艺馆的历史变迁都记录

在这本《群文志》中。65年来，市群艺馆逐步由独立

活动主体向全市群众文化活动的“司令部”转变，向

多元、开放、创新的公共文化服务大格局转型，牵头

打造上海市民文化节、上海市公共文化配送、上海市

群文新人新作展评展演等具有上海乃至全国影响力

的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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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艺55周年屠巴海迈入“八零后”队列

玫瑰点缀绘有曲谱的蛋糕，烛光点亮一张笑盈盈的脸，在齐
声欢唱“生日快乐”的歌声中，著名指挥家、作曲家屠巴海迈入“八
零后”队列。
屠巴海从艺55周年暨80岁生日会前天在上海轻音乐团排练

厅举行，著名歌唱家朱逢博也特地前来为老友庆生，两人仿佛又
回到当年一同创建上海轻音乐团时那难忘的年代。被问到80岁
生日有什么愿望？屠巴海笑说：“就希望祖国繁荣、昌盛、富强！
我一个搞艺术的，就希望用手里的笔写出更多观众喜爱的歌曲。”

■ 屠巴海、朱逢博（右）同切蛋糕 记者 王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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