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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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
民
权

网课收获苗子

今年疫情期间，顾民权既不能外出

教学，学生也不能上门求教。于是，本就

注重网上教学的他，索性全身心地投入

到网课中，他指导学生发声方法，督促他

们规律练声，还收获到了意想不到的好

苗子。

几个月前，顾民权的网络课堂上来了

不少各地的声乐爱好者。其中一位来自甘

肃农村的姑娘张晓云让他眼前一亮。张晓

云虽从未走出过大山，却有超乎常人的音

乐和歌唱天赋。她能完整流畅、有板有眼

地演唱高难度的《玛依拉变奏曲》，华彩部

分的花腔丝毫不亚于专业演员。经过近两

个月的“远程”调教和指点，张晓云的演

唱更规范，也更科学了，成了顾民权最近

重点培养的苗子。在接下来计划举行的

顾民权和他的学生音乐会上，顾民权将

特邀张晓云来沪参演，考虑到她的家境，

他还会为张晓云提供车费和住宿。

歌唱治疗口吃

与音乐相伴了大半辈子，但说起缘

由，顾民权却用了“阴差阳错”四个字。小时

候，顾民权喜欢运动，初中时的他，已是虹

口区少体校的体操运动员。但因为各种原

因，顾民权立志想进入上海队乃至国家队

成为运动员的希望，成了泡影。

顾民权从小就有“口吃”的毛病，不

过一唱歌，这种毛病便全无踪影。他由此

想到了用学歌唱的方法，来辅助治疗“口

吃”。于是，他的好友、著名舞蹈家胡嘉禄

为他介绍了上海音乐学院的谭冰若教

授。谭先生虽在上音教的是中外音乐史，

但他早年留学日本时，学的恰是声乐。顾

民权学歌唱，是一张白纸，犹如刘姥姥走

进大观园，一切都那么新鲜又神奇。谭先

生的教学深入浅出，又非常形象，也令他

眼界大开。在先生孜孜不倦的潜心引导

和点拨下，顾民权的歌技有了显著的长

进。此时的他，从心底爱上了歌唱。原本，

他一周只去先生家上一堂课，后来只要

下班有空，就往先生家里跑，想方设法地

去吸取音乐养分。

谭先生的家中，除了一架钢琴和必

要的生活用品外，四壁的橱柜中，全是音

乐书籍和音像资料。顾民权如同置身于

音乐的海洋，尽情欣赏卡鲁索、基里、斯

坦芳诺、科莱里和帕瓦罗蒂等世界顶级

男高音歌唱家的演唱。他追随谭冰若先

生近四十年，直至其去世，不仅学到了老

师教授的歌唱技能，更学到了老师的优

秀品德。后来，顾民权又跟随声乐大家周

小燕继续深造。

日记记录经验

学习歌唱，一定是从学唱“啊”“唉”

“依”“噢”“呜”五个母音开始的。按常规，

初学歌唱者首先从开口的“啊”母音着手

练习。但顾民权从多年的实践探索中发

现，唱闭口的“依”音，更容易带动气息、

找到正确的声音位置，这种学唱方法对

入门者尤佳。

那天，我在顾民权家中采访时，按照

他的指点，也尝试练唱“依”母音的感觉。

然后在他的钢琴伴奏下，用刚学的方法，

学唱了一首新疆民歌《可爱的一朵玫瑰

花》，唱时感到高音比以往松弛了些许，

气息也较过去更流畅。

对歌唱痴迷的顾民权，不仅好学，还

不耻下问，能博采众长，又勤于思考、善

于总结。他在多年用心学唱的过往中，积

累了许多歌唱的体会和经验，还用写日

记的样式，把它们记录了下来，已经记了

好多本。顾民权想把这些宝贵的歌唱体

会编成一本教材，希望能给后来学唱者

以帮助和启发。眼下他自创的这套方法

和体系，不断地付诸在实践中。

有一次，顾民权经朋友介绍，结识了

与陈逸飞、夏葆元同窗的画家何祖明。何

母是大名鼎鼎的歌唱家周碧珍，也是顾

民权敬仰的人。他初见周碧珍时，诚惶诚

恐地讲述了自己曲折的学唱往事，还和

盘托出了自创的歌唱理念，并当场演唱

了几首歌剧咏叹调。

周碧珍非常惊讶，一位业余歌者的

声音，竟如此美妙，绝不亚于专业歌唱

家。周老师非常看好他。这天，两人聊了

很多歌唱的话题。临别时，周碧珍希望顾

民权去报考上海合唱团附设的业余音

校，此校是专为本团培养后备人才的。顺

利考入音校后的顾民权，非常珍惜这样

的学习机会，他比常人付出得更多。每当

华灯初上，他总是第一个来到声乐课教

室，最后一个陪老师吴大昭一同骑自行

车回家。路上两人还在探讨歌唱⋯⋯经

过三年的刻苦学习，毕业时的顾民权出

类拔萃。照理，他会进入合唱团当专业演

员，但因为年龄早已过了不惑，无奈地与

专业乐团失之交臂。但热爱歌唱的顾民

权，依然在歌唱之路上前行。由于顾民权

的歌声出彩，上海合唱团在许多重大演

出中，都请他出任男高音声部。

教授高龄学生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没能成为专业歌

唱演员的顾民权与一群志同道合者组建

了上海爱乐合唱团。他担任团里的首席男

高音、独唱演员兼声乐指导。男高音声部

长杨文虎，进团时已年近花甲。他曾是上

海交大船舶制造专业的高材生，还曾参与

我国首艘航母辽宁号的设计。学生时代的

杨文虎也是文艺积极分子，喜欢歌唱。但

在花甲之年要保持好的歌唱状态，已力不

从心了。在顾民权十多年的教导下，如今

83岁的杨文虎在歌唱中重新焕发了青春。

顾民权还有一位特殊的学生：年过古

稀的龚炯之。龚炯之年轻时援过疆，在新

疆八一钢铁厂工会工作近四十个年头。他

热爱歌唱，但当年自学走了不少弯路。如

今，他的学习热情高涨，十多年来，每星期

都来上课，雷打不动。但有一阵子，龚炯之

突然不来上课了，顾民权抽空去他家看望

后才得知，龚炯之病了。那时正是桂花飘

香的时节，顾民权就在自己小区内收集桂

花，制成糖浆，送给他。

顾民权住在新静安的唐家沙小区，是

“美丽家园”示范小区。小区的文化气息浓

郁，顾民权所住的楼，也因为他的歌声，被

命名为“知音会友楼”。受了顾民权的影

响，小区里许多居民都爱上了唱歌。在居

委会的支持下，退休后的顾民权开起了社

区歌唱学习班，他还用退休工资购买了一

架钢琴捐给小区，作为学唱排练之用。多

年来，小区里学歌唱的居民像滚雪球般递

增。如今这批学唱者已组成唐家沙小区合

唱团，活跃在社区的舞台上。
    顾民权的歌唱生涯

经历十分曲折。 2014年，

是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刻，

他大病了一场。 胸部被查出肺气肿，四

次住院，两次被推进重症病房。 面对医

生对他“今后再也不能唱歌”的宣判，顾

民权表示“不服”，他坚持练声、练气、锻

炼。 经过一年多的坚持，奇迹真的出现

了，他又能唱了。 顾民权也因此对人生

又有了重新的定义，他更珍惜眼前的每

分每秒，更刻苦地投入到练唱、教学中。

如今，退休近二十年的顾民权生活极有

规律， 天天都围绕着歌唱和教学连轴

转。 他乐此不疲，且备感幸福和成就感。

“人生能有歌唱相伴，此生值了。 ”顾民

权说。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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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歌唱相伴 此生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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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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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夜光
杯”上刊登了一
篇文章，说的是
新冠疫情暴发
时，一对湖北籍

夫妇不得不滞留湖北， 帮他们
在上海看店、 人生地不熟且语
言也不通的老母亲， 因为害怕
是“湖北人”被人另眼看待，于
是，紧闭大门，苦苦守在家里，

连晚上也不敢开灯。 几个机关
干部和社区工作人员， 出于高
度的责任心，仔细观察排摸，发
现了这个异常情况， 给予老太
太以特殊照顾， 终于让她的生
活恢复正常。

事情很小，意义很大。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我们听到国外
太多关于老年人不幸遇难的消息，有的
国家老年人死亡率之高，令人震惊。 大
家听到的解释，多半是老年人基础疾病
多啦、免疫力差啦……这些理由固然说
得通，但很不充分。设想一下，如果能把
让老年人安置在相对闭环安全的环境，

对他们的日常生活给予优先的倾斜，

再加上家人的悉心照顾， 我相信那么
高的“死亡率”一定会降下来！至少，上
海的这个案例，给了我们很多启发。

其实， 许多的争论不休没有太大
意义，主要看效果，这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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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岁的顾民权，是上海业余歌坛的翘楚。作
为上海爱乐合唱团的首席男高音，他曾和一些歌
唱名家同台演绎高难度的世界经典之作。十多年
前，他悄然把自己生活的重心，从舞台演唱转移到
了网上教学。在宽广无垠的网络世界，他为自己开
辟了一个施展身手的天地。春节至今，他更是守在
屏幕前，隔空指导着天南地北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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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民权

在网络教

学中示范

■ 顾民权和老师周小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