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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赵和小赵

劝女儿放弃“铁饭碗”加入合唱团

上海好小囡少儿合唱团今年迎来“而立之

年”。

团长兼首席指挥赵家圭今年   岁了，走

进他位于恒源祥大厦  楼的好小囡少儿合唱

团办公室，艺术气息扑面而来———从     年

到现在，他和“好小囡”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

似乎都浓缩这一间资料堆积如山、挂满海报与

曲谱的房间里。

    年，赵家圭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指挥

系，先后师从杨秀娟、马革顺两位教授。    年

毕业，后分配到当时的上海合唱团、上海乐团任

指挥。那时，恐怕连赵家圭自己都想不到，后来

会为一个“小孩子的课外班”倾尽一辈子心血。

    年，赵家圭赴日本进修，先后在东京

艺术大学、东京桐朋音乐学院进修指挥法、青

少年音乐教育等十余门课程。期间，他在日本

观看了大量世界高水平合唱团演出后，深感中

国合唱水平与世界的差距。    年末，学业期

满，他谢绝日方的挽留，一心回国。“当时有一

个深深的感受，我们的音乐教育落后很多，尤

其是在孩子音乐启蒙阶段。想要迎头赶上，必

须从基础抓起、从娃娃抓起。”

他马不停蹄地将想法付诸行动。    年，

赵家圭成立了上海好小囡少儿合唱团，学费低

廉，他倾尽自己的人脉资源，为了这个“小孩子

的课外班”到处拜托圈内好友、知名专家来团任

教。于是，曾经只出现在专业院校带研究生、博

士生的导师教授，只在国家和国际舞台上绽放

光彩的行业名家，接连出现在“好小囡”的排练

室里，为一批批孩子重复示范、循循善诱，“哄”

小孩唱歌。在“好小囡”的发展过程中，贺绿汀、

周小燕、曹鹏、马革顺、陆在易、朱践耳等沪上音

乐大家纷纷留下了清晰的印记。

“把专业知识和技巧教给小孩，对老师来

说是最难的，这些圈内‘大咖’听说我的来意，

纷纷应允，不计报酬。”依托“人无我有”的强大

师资，“好小囡”在上海率先采用了国际通用的

五线谱固定调教学模式，这在当时国内业余声

乐、合唱简谱盛行的大环境中，开创了沪上儿

童合唱教育的先河。

合唱团成立至今，赵家圭排演指挥了五百

余首中外不同时期作曲家、不同风格的合唱作

品，承担了许多享誉世界的知名作品上海首演

中的童声合唱任务，举行了百余场少儿合唱专

场音乐会，出访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上海乃至

我国童声合唱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年，受市政府邀请，在当年的上海国际音

乐节期间，俄罗斯著名剧院来沪首演马勒《第

三交响曲》。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合唱教授莱昂

尼德作为“先遣人员”，来沪寻找担任童声部演

唱的合唱团。著名歌唱家、音乐教育家周小燕

教授毫不犹豫地推荐了“好小囡”。由于时间

紧，又是中国本土合唱团演绎德文作品，莱昂

尼德起初还有些“不放心”，但当孩子们用德语

准确地唱出第一句歌词时，他惊讶地说：“看

来，我不用费力了，孩子们非常出色。”首演成

功，世界著名指挥家捷里杰也夫高度评价“好

小囡”，并亲笔在“好小囡”的合唱谱上写下：

“      （太棒了！）”

因为赵家圭忙于合唱团事务，他的女儿赵

慈琳从五六岁起，就跟着爸爸成天出入合唱团，

耳濡目染之下，与音乐天然地亲近起来。赵慈琳

本科读音乐学，研究生读音乐教育，从上海音乐

学院毕业后，她顺利进入上外贤达担任音乐老

师。由于教学出色、专业能力突出，赵慈琳在大

学老师的路上发展顺利。

没想到，在眼看要晋升副教授的当口，赵

家圭召开家庭会议，开口竟是劝她“改行”。

这有些不合常理———绝大多数家长都希

望孩子安稳顺遂地继续在大学任教。偏赵家圭

反其道行之，力劝女儿辞去“铁饭碗”，来接他

的班，“她是音乐科班出身，既有专业能力，又

从小在合唱团长大，没有人比她更了解合唱团

的情况、熟悉合唱团的运作。”赵家圭说。这个

看似不可能实现的劝说，最后竟然成功

了———从小深深感受爸爸的辛劳，深知爸爸

坚守不易的小赵，经过了将近一年的思想斗

争，最终从高校辞职，接棒父亲一生的心血。

如今，她作为团长助理，负责合唱团里的常规

事务和管理，成为父亲的坚实助力。

老陈和小陈

海派文化传承的灵感碰撞

时间回到    年，赵家圭成立合唱团的

准备工作正遭遇最大的难题：资金极度困难。

关键时刻，赵家圭得到了时任恒源祥绒线公司

总经理刘瑞旗（恒源祥品牌创始人）的鼎力支

持。“我跟他讲，我想要为孩子的音乐教育做些

事情。”  岁就出任总经理的刘瑞旗听了他的

想法后说：“我们公司靠‘小囡’（品牌形象）赚

了钱，钱还是要用到小囡那去的。”那一年，恒

源祥的  秒广告红遍大江南北，毛线销量突破

    吨。虽然当时少儿音乐教育还不被看好，

刘瑞旗还是决定每年拿出费用支持合唱团。从

有意向到签约，只用了一个月。恒源祥与当时

合唱团的主管方上海乐团，在南京东路公司楼

上的一间会议室里碰面，原上海乐团艺术总

监、著名指挥家曹鹏与刘瑞旗握手致意，“好小

囡”就此得名成立。

时间一晃来到新世纪，好小囡少儿合唱团

海派文化特点也逐渐凸显。近年来，“好小囡”

数次举办“海派沪语童谣专场音乐会”，《紫竹

调》《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等一代代上海人儿

时亲切熟悉的童谣，经过音乐家的创新编排，

以崭新的形式唱响。同时，沪上音乐人全新创

作的《蛤蜊炖蛋》《          就是好吃》

等沪语童谣，也刮起了一阵清新的海派之风。

“如今，海派文化被赋予新的定义，也有了

新的内涵。”现任恒源祥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

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陈忠伟在他的文

章中这样写道。  年来，集团对好小囡少儿合

唱团的资助始终没有停歇，如今集团总部仍有

一层楼的空间专门供合唱团办公、排练，每逢

大型演出需要租赁专业演出场地时，集团仍旧

在费用方面倾力支持。

作为“  后”“  后”，陈忠伟夫妻也将他们

对海派文化的理解，渗透日常对女儿小陈的家

庭教育中。女儿初中在读，他们鼓励小陈多走、

多看，多感受和吸收祖国丰富的多元文化，一得

空就带小陈去全国各地，体会各地的语言、文

化，哪怕出差在外，老陈每次回家都会给小陈带

回当地特有的手工物件当作礼物，个个都让小

陈爱不释手。平日里，夫妻俩带女儿出行都是乘

公交、地铁，带女儿走老城厢、穿弄堂，甚至去看

老房子居民冬天怎么包住门前自来水管防冻

裂。天气好的时候，他们带女儿坐摆渡船，看上

海的“昨天”和“今天”，去艺术家聚集的老厂房

找灵感，感受城市的线条，老陈还经常带小陈去

公司旁的云南路品尝老字号美食、去中华艺术

宫看海派画展……他们让女儿主动接触了解

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发展脉络。“我妻

子小时候就是和外婆在弄堂里生活，在老城

厢长大，我也希望女儿能够从不同的视角，逐

渐了解海派文化。”陈忠伟说，自己还带着小

陈与宝兴里居委会合作举办活动，让海派绒

绣走进里弄生活。集团出品的沪语话剧《永远

的尹雪艳》、原创音乐剧《犹太人在上海》，小

陈都是第一批观众。而一个近百年的老字号

品牌，如何能在今天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者，

小陈总会给老陈带来灵感———大到创新理

念，小到一双鞋子的设计、配色，陈忠伟都会

虚心地“向小陈学习”：“海派文化正是在不断

创新与发展中，持续追求卓越的精神。”

资助合唱团推广沪语童谣、制作海派戏剧

音乐剧、建设海派香山画院……这些看似与

经营毫不搭界的对文化根脉的挖掘与梳理，一

直在恒源祥长久地延续。在陈忠伟看来，文化

的传承需要脚踏实地做实事：“二十世纪初叶，

十里洋场，商号林立。各具文化传统、人文气

息、经营特色和营销策略的商店和字号如雨后

春笋，勃勃有生机。世纪更迭、沧桑变化，至今

屹立不倒的品牌有限，我们是其中一家。上海

的城市文脉精神和基底，深刻地赋予了我们内

在的精神与气质。”

上海著名童

声 合 唱 团———好

小囡少儿合唱团今年

迎来建团 30 周年 ，一

场音乐会正在紧锣密

鼓地筹备。 “好小囡”历

经 30 年， 仍能焕发生

机、不断将沪语童谣推

陈出新 ， 美妙童声背

后，是许多有心人对海

派文化不懈地发扬与

传承，也蕴藏了一个沪

上老字号品牌长盛不

衰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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