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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歌德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
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
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坚守教学一线

退休后的这些年，鞠秀芳仍一直坚

持在教学一线培养新人，她撰写了《如何

创立中国民族声乐学派》等多篇学术价

值很高的论文，参与选编、出版了一批艺

术院校民族声乐教材。她自己还推出了

两张歌唱专辑：《江南民歌曲集》和《鞠秀

芳民歌集》，其中收录了她近 50首代表

作。长期以来，鞠秀芳坚持收集、整理、改

编、创作、演唱了数以百计、流传甚广的

中国民族声乐作品，为中国音乐宝库留

下不少瑰宝。

七年前，与鞠秀芳相濡以沫半个多

世纪的老伴，男高音歌唱家王可突然离

世。这给了她很大的打击，好在有两个女

儿和许多学生、亲友的陪伴、劝慰，她才

慢慢走了出来⋯⋯

盖因鞠秀芳在“榆林小曲”演唱和传

承中的建树，前不久刚落成的陕北民歌

博物馆内，专门为她和她的老师，“榆林

小曲”非遗传人丁喜才辟了一个专馆。馆

内有“榆林小曲”的历史地位、演进过程、

作品内容等的详尽介绍，还有当年录制

的黑胶唱片、泛黄的歌谱、演出的剧照，

丁喜才伴奏用过的一些乐器等等，并破

例为两人塑了两尊半身蜡像。

郭兰英、鞠秀芳是歌坛挚友，眼下，

鞠秀芳的学生们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举

办郭兰英、鞠秀芳学生联袂音乐会。作为

曾经的南北两地民歌领军人物，她们门

下各有许多得意弟子。此台音乐会的上

演，也会给歌唱爱好者带来惊喜。

爱上陕北民歌

可以说，鞠秀芳的艺术人生是幸福

和幸运的。1950年，年仅 16岁的鞠秀芳

凭着一副好嗓子，幸运地考入了上海音乐

学院声乐系，并被安排在歌坛教父苏石林

门下学习，由此她打下了坚实的歌唱功底，

一年后，她师从周小燕。当时新生的上

音，在贺绿汀院长的带领下，一派生机蓬

勃。贺老倡导全校师生都要学唱民歌、学

习中国的民间音乐。贺老请来一批民间

艺人来校执教。其中有唱单弦的王秀卿，

眉户艺人任占奎，榆林小曲传人丁喜才

等等。鞠秀芳和同学自发组织了民歌学

习小组。当丁喜才他们来校后，她就被指

派给丁喜才当助手，记谱、整理教材，还

跟他学唱。鞠秀芳就此爱上了陕北民歌。

作为一位既有眼光又持远见的大

师，周小燕不拘泥于条条框框、墨守成规

的教学束缚，她谙熟鞠秀芳的声线和嗓

音等客观的歌唱条件，既然鞠秀芳的声

音适合唱民歌，那就因材施教。于是周小

燕积极为鞠秀芳开拓了一种新型学习方

法，首创在同一教室里，她弹钢琴教学科

学发声和作品处理；丁喜才则打着扬琴，

传授歌曲的风格韵味。在这样一种绝无

仅有的二位一体的教学模式中，周小燕

为鞠秀芳解决了“民”与“洋”的合璧，

“土”和“美”的交融，还有真假声的结合、

转换等许多歌唱难题。

传承榆林小曲

当年来到上音的丁喜才已有 20年

背着扬琴走街串巷演唱“打坐腔”的经

历。所谓“打坐腔”，就是打着扬琴、坐着

演唱流行于晋陕内蒙一带的“时调小

曲”。由于丁喜才专门演唱榆林地区的民

间曲子，这些作品因此被誉为“榆林小

曲”。丁喜才来到上音后的教学任务很

重，但他不识乐谱，教材全由他口传心授

地唱给鞠秀芳听后，再由其记谱、填词后

油印。在丁老师扬琴的伴奏下，鞠秀芳学

唱着那些对自己来说完全陌生，但其语

言、曲调、音律和发声方法又是那样美妙

“榆林小曲”，逐步去熟悉、揣摩、感受、体

会这些作品的魅力。江南姑娘学习黄土

高原民歌，必定要克服地域距离、文化差

异、语言方音和歌唱风格等很多困难、阻

力。但长久的熏陶使鞠秀芳不仅有所顿

悟，且深得其精髓。

在跟丁喜才学习的那些日子里，鞠

秀芳学唱过《走西口》《挂红灯》《五哥放

羊》等一大批榆林小曲。学唱这些作品

时，鞠秀芳既有传承，又有创新发展，尤

其是代表作《五哥放羊》，不但保留了原

作的风韵，还紧缩了歌曲结构，深化了唱

词，曲调也根据演唱时情感的需要做了

改动。她的演唱，无论咬字吐词，还是行

腔用意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以后她

又在各种舞台上，把这些曲目推向全国，

甚至呈现于世界。其中有些经典之作，如

今已成了音乐院校的声乐教材。

培养民族学生

1956年盛夏，中国音协负责日常工

作的孟波，策划组织在北京举办“全国音

乐周”来检阅全国音舞创作的成就，旨在

推新作、出新人。全国各大文艺团体、艺

术院校和解放军各大文工团，纷纷派出

最强阵容。

由于此次汇演一定要有中国民族特

色的音舞作品参演，一直看好鞠秀芳的

贺绿汀院长钦点她随团独唱《姐妹打秋

千》和《走西口》。鞠秀芳新颖独到又风骚

独领的“洋嗓民唱”真的让人眼前一亮。

一举成名的鞠秀芳很快成了中国歌

坛的焦点人物，不久又被选定为参加在

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

中国代表。不负众望的她以一曲《五哥放

羊》力压群芳，一举夺魁。

鞠秀芳的成功，启发了贺绿汀的办

校思路。后来，贺老决定在声乐系开办民

族班，这在高等音乐院校中尚属首次。学

员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有歌唱潜质的

优秀青年，由王品素教授挂帅。刚留校任

教的鞠秀芳，担任教研组长。由此培养了

才旦卓玛、何继光、傅祖光等一大批各具

特色的民歌演唱家，翻开了中国民歌演

唱的新篇章。

文/ 剑 箫

    人的一生，真正称得

上“无忧无虑玩”的机会并

不多，或受制于年龄，或受

制于时间，或受制于经济，或受制于身

体，或受制于家庭……

人们常说，儿童时代的玩，是真正

的玩，玩得无忧无虑，玩得忘乎所以，玩

得与天性相合， 玩得发自内心的开心。

之后的玩， 多多少少是对一种严肃、刻

板生活状态的反拨、调剂，而人们在玩

的时候，往往带着一丝阴影———放飞这

段时间后，又要被关进樊笼里了！

退休后， 倘若没有太多家庭的牵

绊，身体又不错，应该是“儿童时代的

玩”的回归。

我们看到， 许多人退休后精气神特

别完好，“老夫常发少年狂”，到处旅游，到

处玩耍，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像是回到

儿童时代，玩得很纯粹、很扎劲。 很好！

跟儿童时代不同的是， 退休后的

玩，不是小儿科式的，而是有所选择：人

们更重视陶冶性情，增长见识。 因此是

一种更高级别的“回归童年”。

如果条件允许，或者能够创造一些

条件，退休后，你应该无忧无虑地再玩

一下，千万别辜负了这段美好的时光。

老
琐
言

老 无忧无虑地再玩一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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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生活在
苏州的鞠秀芳，

深受江南水乡的
熏陶。 在学习“榆
林小曲”的同时，

她也深爱着江南民歌。 当年，她
演唱了根据锡剧音乐谱曲的《三
杯美酒敬亲人》， 得到时任文化
部领导周巍峙的肯定，他对鞠秀
芳说：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

有大量各具地方特色的民歌。这
些民歌都有代表人物，你也可以
把江南民歌唱出来嘛！

周巍峙的话，给了鞠秀芳很
大的鼓励和动力。 为了提高江南民歌的
演唱技巧和文化品位。 鞠秀芳除了继续
跟随周小燕学习声乐，还向众多戏曲、曲
艺名家学习昆曲、评弹及越沪剧，研究古
琴弹奏和古诗词格律等。 她不仅推广演
唱耳熟能详的歌曲，还努力深挖那些鲜
为人知、“养在深闺人未识” 的原生态作
品，在加以整理、改编后，使之成为喜闻
乐见、能传唱的群众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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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秀芳是久负盛名的民歌演唱艺术家，也
是新中国首位在世界舞台上，运用西洋唱法，
并融入中国民族风韵的歌唱家。她演唱的“榆
林小曲”代表作《五哥放羊》曾夺得世界青年联
欢节金奖。

在长达一个甲子多的艺术生涯中，鞠秀芳
一直在探索一条洋为中用的中国民族声乐发
展道路。此路布满荆棘和坎坷，鞠秀芳既有师

承，又有创新，形成了独特的演唱风
格。最近，我探访了这位 86
岁高龄的老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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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秀芳演出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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茛 鞠秀芳近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