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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团 “一鸣惊人”
去年 9月，本报“星期天夜光杯/纪实”

刊登了一篇文章———《巫青和她的少年合

唱团》。文章讲述了吴泾中学的巫青老师，
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为学校合唱团培养人

才的故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吴泾中学
作为一所公办学校，生源多由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构成，学生的流动性大和师资力量
弱成为孩子们走进艺术世界的阻碍；而

巫青老师的执著，使得学校的合唱

团办得有声有色，让一批又一批

的同学爱上了歌唱。

这篇报道刊登之后，在社

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去年
年底，远在美国的周小燕女儿

张文看到了这篇报道后，马上
联系上海的朋友，决定要让这

些爱艺术的孩子得到更好的
艺术滋养和指导。于是，“祥燕

基金”开始策划联系主办这次
活动。

提起“祥燕基金”，不得不提
已故的声乐教育家周小燕教授。

她虽然身在象牙塔，却一直关心
基层的艺术教育工作，2015 年 4

月，周先生在上海华侨基金会支持
下，捐献积蓄，如愿成立“祥燕艺术教

育公益基金”———寄托张骏祥、周小燕这

对艺术伉俪对贫困好学青少年的关怀和
对艺术教育事业繁荣的期盼。

做善事 不分远近
“这是我们基金会成立以来第一次在

上海举办活动。”基金管委会成员程大选

说，“从前我们多在广西、贵州、湖北、黑龙
江等地寻找一些帮助的对象。”基金会选择

帮助的对象要符合 3个条件：第一，家境困
难；第二，品学兼优；第三，有艺术天赋。

在那些帮助过的学生中，“有些孩子买

不起几十元的学习用品，有的住校生连回
家几元钱的车费都拿不出。”程大选表示，

“坦率地说，我们能给予他们的金钱数量并
不多，但我们会一直关注着他们的成长，我

们的存在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陪伴和鼓
励。”基金管委会不仅定期了解受助孩子的

学习成绩，也会让他们通过网络和上海的
声乐老师在线沟通，“我们不会让他们因为

艺术学习而耽误学业，我们要的就是他们
在学业和艺术上一起成长。”

尽管基金成立和管理都在上海，可是
管委会的成员们一番调查后发现，一来上

海的教育水平真的很高，二来也比较平均，
很难找到像偏远地区那样需要帮助的同

学，即使有，学校也会通过各种途径帮助解
决孩子们的后顾之忧。因此，直到管委会主

任张文看到了晚报的报道，她发现原来上
海有不少类似吴泾中学的学校———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已经超过上海本地生源，学校

本身配比的艺术类老师也不多，满足不了

学生们对艺术的追求。孩子们在上海学习，
物质上不需要资助，需要的是优秀的老师

带着他们走进艺术，走进中国优秀的传统
文化。所以，他们决定从吴泾中学试水，也

打算今后让阳光洒进每一片窗台。

为孩子 无声搭台
从张文决定策划这次活动，到昨天正式

演出，前后不过半个多月。据说，从基金管委

会到吴泾中学，再到“华音堂艺术团”，昨天
之前，各自连面都没有见过，“我们都是通过

微信在联系，也看得出来，大家参与这个活
动热情很高，一拍即合，所以沟通起来也没

花什么时间。我们的午饭是学校老师的工作

餐，艺术家们所有的报酬就是送他们每人一
本周小燕的书。我们用了两笔钱，一笔给每

个孩子买了一个乐评夹，另一笔给艺术家每
人买了一束鲜花。”程大选说。

据说，唯一有点顾虑的是校长，因为昨

天恰逢学校期末考试，尽管演出的礼堂距离

教室有些距离，但校长反复关照工作人员，
装台的时候一定要轻手轻脚，不能影响考

试。所以一个上午的搭台，工作人员屏息凝
神，几乎都在用眼神交流，直到考试铃响，他

们也和同学们一起，松了口气。

唱《诗经》 上下共鸣
下午的演出，先是“华音堂艺术团”为同

学们演唱中国的诗词，“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歌唱家伴着古琴和
箫，唱完《诗经》里的《鹿鸣》后，黄艺鸥博士对

同学们说：“《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它都是可以唱的。今天两首诗经一首我们用
的是清朝的乐谱，另一首《关雎》用的是赵季

平的谱曲，各有风味。”一个下午，从《诗经》唱
到《春晓》，从《虞美人》唱到《忆江南》，有《关

山月》也有《扬州慢》⋯⋯不只是同学，有些老
师也是第一次听到如此有韵味的中国诗词。

女高音歌唱家刘芳瑛的演唱和黄艺鸥博士的

讲 解 ，

让台下的师
生如痴如醉。

最后，吴泾少年合
唱团回馈演出，《弯弯的月

亮》与《四季的问候》是他们拿手
的曲目。合唱团里的孩子，老家有四川

的，有安徽的，有江苏的⋯⋯声音好听，歌唱

努力。合唱团团长田思婷说：“我们喜欢唱
歌，每天回家都唱歌练声。很多同学初二之

后就会回老家参加中考，但我们都相约不会
放弃唱歌。我们参加过上海音乐节的比赛，

赢得比赛也获得了自信，我们明白只有走出
去见到真正的高手，才会让自己得到提高。

今天来的这些老师，让我们学到了很多。”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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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华音堂艺术团”校园公益
演出———中国诗词专场在吴泾中学举办，
台下的学生观众大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的
孩子，他们第一次听到艺术家用演唱的方
式，唱出《诗经》的名句，唱出“春眠不觉

晓，处处闻啼鸟……”随着律动的中国诗
词，伴着午后的阳光，孩子们陶醉于中华
传统文化。说起来，能促成如此有意义的
好事，还要从去年本报“夜光杯”上的一篇
报道说起⋯⋯

文体社会

    众所周知， 周小燕和廖昌永师

徒情深。想当年，廖昌永因为家境贫
寒，在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前，从未学

习过乐理知识，以至于入学时，差点
没有老师愿意教他。 通过周小燕的

言传身教， 廖昌永不仅成了大家认
可的著名歌唱家， 也从周小燕那里

收获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和少年时候的廖昌永一样，吴
泾中学合唱团里的彭雪莹也爱唱

歌， 哪怕这个学期结束就要回安徽
了，她说上海让她学会了唱歌，爱上

了唱歌，更唱出了自信，长大了就要
做专业歌手。

如今，不仅是“祥燕基金”在传
承着周小燕的这份关爱， 让更多有

艺术天赋的孩子得以成长。从 20多
年不离不弃坚守第一线的巫青老

师， 她带动当地其他学校的老师一
起， 积极投身学校的艺术教育工作

中；到“华音堂艺术团”这群艺术家，

乃至更多无名英雄， 愿意无私地为

孩子们奉献，让艺术和爱心传承；还

有《新民晚报》通过一篇报道，让全

社会更多人来关注……

昨日寒冬中的申城，有了这暖心
的一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这爱的
接力，相信还会有更多后续。 上海的
暖意，在这座城的每一个角落散开。

马上评

爱的接力

新民图表 制图 戴佳嘉

    ● 巫青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来到吴泾中学担任音乐教师

● 时间 合唱团组建并坚持排练演出 20多年
● 成员 主要是小升初、初一、初二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

● 获奖 2012年上海市学生合唱比赛二等奖

2013年上海市布谷鸟音乐节银奖
连续 8届闵行区学生合唱比赛一等奖

【 链接 】

巫青和她的少年合唱团

◆ 吴 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