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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时髦爷叔都属于蔡嘎亮艺术团。最小的60岁，最

大的71岁，都非科班出身，有曾经的警官，有退休的计算机

网管，有忙碌的大律师，但共同之处是：都把音乐玩得风生

水起，找到了人生的另一种潇洒和灿烂。

戚云涛
玩音乐感觉永远年轻

戚云涛六七岁起学吹竹笛，每次在过街楼下吹，笛声会

把马路上的人都吸引过来。他甚至考上了专业艺术院校，

但因为要去北京，父母不同意。1971年他到上海压缩机厂

当工人，厂里一有文艺演出就叫他去，他最“高光”的时刻是

和上海乐团同台演出。后来他调到了厂工会工作。工会有

一把旧的萨克斯管，他拿过来很快就上手了，为了提高水

平，还到上海音乐学院的顾鹏教授那里学习过。

1992年，厂里精简人员，戚云涛主动要求下岗，利用

自己的音乐才能“下海”求生存。那时候，他在饭店、歌舞

厅“驻演”，可以说是“靠天吃饭”，好的时候合同一签三个

月，差的时候就吃“白板”。那些年里的“协保”“协解”，他

也都经历过，但始终没有放弃的是音乐。他刻苦练习吹萨

克斯，有时一天要练习6到8个小时。尽管吹得不错，但毕

竟是“野路子”，他抓住机会充实自己，参加了上海市文化

局的乐理培训班，考出了演出证。

“最大的收获，是感觉永远年轻。”戚云涛说，孙子今年

7岁，他在带孙子的同时，也经常参加演出，忙得开心，忙

得安心，忘记了自己的年龄。

蔡建平
60岁学吹打也能登台

和戚云涛不同，今年67岁的蔡建平是“60岁学吹打”。

他是73届的，去过农场，当过工人，后来进入公安系统，做过

户籍警、刑警，当过看守所副所长。他个头高大，皮肤微黑，

活脱脱一个硬汉。不过，硬汉也有一个艺术梦。

他小时候弹过琵琶，不过艺术团是以轻音乐为主的，

所以他先学弹电贝司，后又学吹萨克斯。他听说有一种电

吹管，可以模仿很多种管乐的声音，于是就买了一把，花了

6800元。去年封控期间，他在家里苦练电吹管，竟然吹得

像模像样了。

登台表演是最大的考验。蔡建平第一次上台表演，竟

然紧张得几分钟吹不出一个音。第二次登台，总算吹出了

音，但搞错了调性，自己也笑场了。现在，蔡建平已经毫不

怯场了。他还参加了虹口区老干部局文艺演出队，每年都

有好几场演出。他还开了抖音号“阿蔡阿乐”，分享自己的

演奏，这个号已有5000多个关注，累计获赞8.6万个。现

在，虹口公安的一群退休干警也受他影响，学起了电吹管，

十多人组成了一个爱好者群，在一起分享交流。“沉浸在音

乐的海洋，有说不出的快乐！”蔡建平说。

陈如荣
一专多能却甘当绿叶

67岁的陈如荣退休前的工作和音乐也毫不沾边，他

在上海胡庆余堂国药号药业有限公司从事计算机网络管

理。他小学时在南市区少年宫乐队拉二胡，中学时又学会

了拉手风琴。陈如荣聪明过人，只在黄浦区业余工大学了

一门高等数学，专业书籍就都能看懂了。音乐也是如此，

二胡、手风琴、电子琴、钢琴、键盘合成器……从弦乐到键

盘，从民乐到西洋乐器，陈如荣的转换堪称“无缝”。让人

不由得感慨：高手在民间！

陈如荣喜欢詹姆斯 ·拉斯特乐队和保尔 ·莫利亚乐队

的轻音乐，就从他们的演奏中汲取养分。他的键盘水平不

断提高，会弹奏的曲子数以千计。这些年，他作为合成器

键盘手为歌手伴奏，也为脱口秀营造气氛，甘当“绿叶”。

他跟着艺术团进入过上海大小剧场，也上过电视节目，还

去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日本等国家演出过，受到欢

迎。到社区为百姓服务，他也一次不落。

孙洪林
唱美声的律师多才多艺

在这次演出中，一位瘦瘦的男士登台献演了《一杯美

酒》和《那就是我》两首歌，男高音明亮通透，余音绕梁，袅

袅不绝。歌者名叫孙洪林，他让人们更熟悉的身份是大律

师，上海申房律师事务所主任。

孙洪林今年64岁，他天生一副好嗓子，小学时就是文

艺骨干，经常参加各种演出，白衬衫、蓝裤子、白跑鞋、红领

巾，是标配。上了中学，他也一直担任独唱，或参加男女声

二重唱。孙洪林的唱法偏美声，多年来，他就靠一本《怎样

练歌唱》的书，坚持练习，“自学成才”。直到40岁的时候，

他得到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女高音歌唱家王作欣的专业指

导，受益匪浅。比如他原来换气频繁，王老师就对他说：

“你不能一直呼吸，要有连贯性，声音要像珍珠一样圆润。”

经过一番“点石成金”，孙洪林的演唱水平有了飞跃。有一

次，他参加在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上海各界人士联欢会，

独唱《祖国，慈祥的母亲》，掌声雷动，被评价声音很“专

业”。

现在，孙洪林每天晚饭后经常跑到新天地太平湖，边

散步边放声唱歌。听到他的歌声，常有人竖起大拇指，说

他唱得好，也有人认出他：“这不是孙律师吗？”

孙洪林多才多艺，他还是“上海律师中乒乓打得最好

的”，是上海市乒协副主席。他说：“乒乓是体能的运动，唱

歌则是身体内部的锻炼，唱得多，人也年轻。”

“今天太开心了！”“好久没这么放松了！”这是演出当

天观众对爷叔们表演的评价。看到演出如此受欢迎，让爷

叔们看到了自己的价值。旋律诉说情感，音符沟通心灵。

以自己的吹拉弹唱，为大家带来欢乐，共同感受生活的美

好，这，也是他们继续追寻音乐梦想的动力！

本报记者 邵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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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晚，上海歌舞团出品的舞蹈剧场《领

地》（见右图）将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实验剧

场首演。作品由上海歌舞团副团长朱洁静

担任艺术监制，青年编导何俊波、张振国联

合编创，集结一批优秀青年演员共同呈现。

看过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的观众，

都会对“小裁缝”和“车夫”两个角色印象深

刻，他们的戏份虽然不多，但凭借细腻的刻

画分外出彩。尤其是“车夫”在被抓捕时和

敌人的那一番“打斗”，展现了舞者扎实的

基本功底和高超技巧。而这两个角色就是

由何俊波和张振国饰演。

演而优则编，何俊波、张振国在参与了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舞蹈诗剧《只此青

绿》、舞剧《咏春》等作品的创作后，更懂得

了“舞蹈应观照当下”的重要性。在《领地》

中，两位年轻编导尝试将肢体语言与装置

艺术相结合，舞台上是各种形状的建筑体，

每一个面上都有不同数量的门，营造出奇

妙的空间效果。门对应着选择，而舞者在

一扇扇打开又合上的门中寻找光之路。

此次，两位年轻舞者编创的《领地》源

自他们从生活中获得的感悟。这是一个关

于迷茫和寻觅的故事，寻觅归处也寻觅心

灵去往的方向。现实世界的纷繁芜杂，如

何在拥挤的世界里，挣开束缚，找到一片

可以安放心灵的领地？这是留给所有人的

答案。

而在朱洁静看来，舞者唯有不停地感

受生活，不停地思考，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创

作力，才能创编出贴合时代、贴合当下的作

品，剧中所呈现的“迷茫”正是源于年轻编

导的清醒思考：“艺术创作就是在迷雾中找

到点燃心灵的那盏灯，展现寻找的过程，也

是展现人生追寻的过程。”

本报记者 朱渊

年轻舞者编创新作寻觅心之归处

舞蹈剧场《领地》明晚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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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让日常生活日常生活 美起来美起来

一件亮黄的T恤，一
顶蓝色鸭舌帽反戴，加上
一副墨镜，轻按键钮，悠扬
的《世界之巅》从金色的萨
克斯管中流淌了出来。很
难想象，这位集潇洒与活
力于一身的演奏者已经
70岁了。他叫戚云涛，原
来是上海一家企业的工会
干事。日前，和戚云涛一
起在静安区江宁路街道党
群服务中心乐宁剧场登台
演出的，还有好几位时髦
爷叔，他们或男高音独唱，
或演奏电吹管、电贝司，或
弹奏键盘合成器，还几人
合 作 上 海 说 唱《金 陵
塔》……赢得掌声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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