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是中国第一位
交响乐团的艺术总
监，是在维也纳金色
大厅指挥中国民族音
乐的第一人，也是中
国录制贝多芬交响
曲全集的第一人，他
就是著名指挥家陈
燮阳。从江苏武进考
进附中开始，陈燮阳
的人生就与上海这
座城市紧紧连在一
起。从艺的 54 年里，
他指挥过的音乐会数
不胜数，获得的荣誉
也不胜枚举，他用自
己人生最好的时光，
谱写着中国交响乐的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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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首自己的艺术生涯，陈燮阳一直

觉得自己一路顺风顺水，生活亦待他
不薄。1967年，他从上音毕业后进入上

海芭蕾舞团任管弦乐队指挥，第一个
重要任务就是指挥舞剧《白毛女》。剧

组需要一名会演戏的女高音，刚从上
海戏曲学校京昆班毕业的京剧演员王

健英脱颖而出。紧张的排练日程里，陈

燮阳每天都辅导王健英的演唱，为她
讲解曲目要求，其实陈燮阳自幼也在

母亲的耳濡目染下接触过京剧，每天
朝夕相处，两人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

爱意也渐渐萌生。
那时团里有规定，结婚男女双方都

要满 25岁，所以陈燮阳和王健英都不敢
越雷池半步。直到陈燮阳听到朋友说王

健英在打听他这个人怎么样，他才下定
了决心找她谈话，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二

人谈了 5年恋爱，直到王健英满了 25岁
才结婚。如今总流行探讨女性如何平衡

工作和家庭的问题，其实，要实现平衡谈
何容易，有舍有得才是人生常态。看到陈

燮阳的事业蒸蒸日上，婚后王健英就全
心全意做他背后默默付出的女人，外出

演出也总是悉心照料，给予陈燮阳家庭
的温暖。

身为大师，生活中的陈燮阳却没有
一点名人的架子。还在上海交响乐团担

任艺术总监的时候，他
中午就吃食堂，晚上尽

量都回家，吃爱人做的
晚餐。荤素搭配、营养

丰富的小菜最是合他

口，当然也少不了他爱
吃的红烧肉。但为了健

康着想，他绝不多吃。
今年，陈燮阳穿

着一身正红色的礼服
出现在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文艺晚会的舞台上，

这身礼服也被他穿到
了第七届“上海文学

艺术奖”颁奖现场。言
辞间，他的眼前仿佛

又浮现出 26岁时的国庆节，自己带着

一丝紧张，在《白毛女》中完成的舞台首
秀。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 70年，中国交

响乐开始在全球舞台占据举足轻重的
地位，陈燮阳的人生也在一根小小的指

挥棒下交织出精彩的篇章。

舞台收获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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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论陈燮阳一生中最感激的人，

排第一的一定是姐姐陈力行。当年，14岁的
陈燮阳已经在普通初中就读，姐姐陈力行

在报纸上看到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附中
的一则招生简章，里面提到学杂费全免，就

带弟弟到上海报考。陈燮阳虽有音乐天赋，
却因为家境清贫从未受过正规音乐训练，

姐姐就帮他找到自己团里的钢琴演奏员陈
钢，陈钢很热心地对陈燮阳进行了几天紧

急培训。

等坐着火车到了上海，姐弟俩发现附
中只招收小学应届毕业生，心急如焚的陈

力行一遍遍地恳求着，终于打动了报名处
的工作人员，他们同意去请示一下校长。贺

绿汀院长的夫人姜瑞芝先生，她同意“听听
看”，陈燮阳才得以背着姐姐向同事借的旧

二胡走进教室，成功打动几十名考官，凭着
一张“特一号”复试准考证迈入附中大门。

不用再为食宿担忧，陈燮阳就这样一个

人在上海开始了新生活。他至今记得在附中
吃的第一顿饭：萝卜烧肉。饱浸着肉汁的萝

卜和色泽油亮的红烧肉让他不禁感叹道：
“好香啊！”一碗带肉的饭，让他看到了未来

的希望，也让他对得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备感
珍惜。进了附中门，修行看个人。等到陈燮阳

临近高三毕业，他已从一个不识五线谱的农
村孩子变成了样样精通的优等生，上音指挥

系和作曲系的老师都抢着要他。最终，陈燮
阳选择了指挥系，先后师从杨嘉仁、黄晓同、

马革顺等著名教授学习指挥。
课余时间，他常会怀着渴求的心情赶

到上交排练厅，规规矩矩地坐在一角，手里
拿着总谱，观察着时任团长黄贻钧的排练。

有一次黄贻钧在音乐厅指挥丁善德的《长
征交响曲》，陈燮阳没有票，便悄悄地躲在

音乐厅的台侧角落，目不转睛地看黄贻钧
指挥手势、听他对《长征》的音乐处理。黄贻

钧严谨朴实的风格、炉火纯青的技艺给了
陈燮阳很多启示，使他在从事指挥工作的

实践中获益匪浅，在他 1984年接替黄贻钧
担任上交团长后，让这支名团的精神与品

格薪火相传。

    出任团长两年后的 1986年，上海交响乐团

体制改革，率先在全国推行音乐总监和总经理
负责制，陈燮阳成为第一任音乐总监，他的工作

成果可以用“所向披靡”来形容。在陈燮阳执掌
期间，上交音乐会门票常常是一票难求。1985

年 9月，上交策划了纪念贝多芬诞辰 215周年
系列音乐会，贝多芬的交响曲全集第一次完整

地呈现于上海舞台，填补了上海音乐界的空白，

系列音乐会一共有 8场，每场连演两次，分别由
黄贻钧、曹鹏、陈燮阳接力指挥。不少乐迷通宵

在上海音乐厅等候售票，队伍绕了上海音乐厅
好几圈。

那个年代，没有网络，没有网红，听贝多芬一
时成了热门事。陈燮阳了解听众的需求，1988年

又策划了“贝多芬之魂”系列音乐会，演出贝多芬
的交响曲全集，他一个人指挥全部演出。售票时

正好是周日，2个小时不到，8场音乐会的 3078

套 12152张票就销售一空。如今常来上交购买套

票的资深乐迷们，很多人是从小听着陈燮阳指挥

的贝多芬系列音乐会长大的。
1981年，陈燮阳应邀赴美考察，指挥多个美

国乐团举办了多场音乐会。在那里，陈燮阳从耶
鲁大学奥托·缪勒教授那里进修指挥，还在华盛

顿马科斯·鲁道夫指挥班上听课，与指挥大师伯
恩斯坦、祖宾·梅塔和小提琴大师伊萨克·斯特恩

等艺术家有了深度交流，日本指挥大师小泽征尔

还在波士顿的家中用生鱼片款待陈燮阳。异乡遇
知音，陈燮阳向小泽征尔诉说了自己最大的心

愿：“我要用我的一生，把中国交响乐推向世界。”

陈燮阳兑现了当初的诺言。在上交工作的

24年里，他先后实施了一系列在中国音乐史上
的改革，西方交响乐团的管理经验被充分应用

于上交的建设上，上交确实走上了更广阔的世
界舞台———1990年，为庆祝纽约卡内基音乐厅

百年华诞，上交受邀成为首支登台的中国交响
乐团；2000年，上交与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合

作，录制了《卧虎藏龙》电影原声音乐，并于次年

夺得奥斯卡最佳电影音乐奖；2003年，陈燮阳带
团在美国 11个城市巡演；2004年上交建团 125

周年，陈燮阳携手上交登上了欧洲古典音乐圣
殿———柏林爱乐大厅，这也是柏林爱乐音乐厅

迎来的第一支中国交响乐团。

执棒屡有突破2

难忘萝卜烧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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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坪、蔡瑞昇、胡博立、陈燮阳（从左至右）

与妻子琴瑟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