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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 90?了。从 20?开始画画，

已经在绘画这片土壤上笔耕 70年。我自己
就是一头‘老牛’。”汪观清（见左图）说。农

历牛年即将来临，90?画家汪观清告诉记
者将创作大型雕塑作品“牛转乾坤”。

汪观清许愿说：“我希望在 2021 年的
新征程上，在迎接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在辛

丑牛年，我们中华民族的儿女都能像牛一

样，默默耕耘和奉献，上下一心，奋发图强，
砥砺前行，再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辉煌。”

汪观清 1931年生于安徽歙县，笔名耕莘

堂主，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市美术家
协会理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书画研究社社

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创作的连环画《红
日》《雷锋》《周恩来同志在长征路上》《南京路

上好八连》《斯巴达克》《从奴隶到将军》等作
品脍炙人口，成为几代人的记忆。

汪观清笔下的山水人物都极富情趣和个

性，尤以擅画牛出名。他画的牛形态各异、或
静或动、栩栩如生。1997年牛年，为庆祝香港

回归，他用纪念封形式创作了一百多封牛图。

2009年牛年，为庆祝香港回归 12周年，汪观
清应邀在金茂大厦举办“牛气冲天上金

茂———汪观清百家百牛翰墨珍品展”，出版
《汪观清画百牛纪念封珍品集》。

汪观清透露，“牛转乾坤”长 3米，比真
牛还大，在上海制作展出，最终赠给家乡。除

了捐赠原作，这座雕塑还将被上海新世界银
楼和玉艺堂艺术品公司衍生制作小型限量

雕塑作品。 本报记者 乐梦融

90岁汪观清“牛转乾坤”

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第一位音乐
教育家……拥有这些殊荣的正是 91
岁高龄的中国指挥界泰斗郑小瑛。在刚
刚过去的元旦，她执棒厦门歌舞剧院交
响乐团携手上海女记者合唱团、军之声
合唱团及数位歌唱家，在上海东方艺术
中心带来两场令人难忘的音乐会。

始终致力于古典乐及歌剧普及的
郑小瑛不但细腻演绎了交响诗篇《土
楼回响》，以中文演唱的《茶花女》和

《卡门》选段也展现了她将“洋剧中唱”
的探索进行到底的决心。曲终，当郑小
瑛的指挥棒在空中画出一个美丽的收
尾弧，全场观众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纷纷起立鼓掌，致敬她 91 岁仍站在指
挥台上的精气神，也致敬她为古典乐
走入中国所作的贡献。

这场音乐会也在短短几天内迅速
冲上抖音热榜，“91 岁硬核奶奶在沪
指挥交响乐”获得将近 700 万的点击。

    每部作品演绎前，郑小瑛还是习惯性地为观众带来她独

特的讲解，虽是寥寥数语却将作品的灵感来源以及欣赏奥义
逐一揭秘，让观众能“有准备地聆听”。

郑小瑛有着深厚的西方音乐功底，她上世纪 60年代初
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也是第一位登上外国歌

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而为观众讲解这一习惯源自她在
改革开放后登上中国舞台之时。那是 1979年的秋天，歌剧

《茶花女》在禁演十多年后首次亮相，眼看场灯暗下、音乐响
起，可台下观众仍在聊天、嗑瓜子、吃花生。中场休息

时，竟有观众跑到乐池边感慨，“怨不得这么齐呢，敢

情这儿还有个打拍子的。”
这次经历让郑小瑛明白，古典乐、歌剧

在中国的普及之路任重而道远。故而，往后

每次登台指挥前，她都会为自己即将指挥的
每部作品梳理一个短小精悍又生动感人的

“小解说”。从西方歌剧经典到交响乐名篇，
那些源自西方的艺术作品和典故，经由

她的“翻译”变得亲切，拉近了西方古典

音乐和中国观众的距离。
本报记者 朱渊

文体人物

《土楼回响》响遍全球

    “洋剧中唱”，是郑小瑛多年在中国普及歌剧的坚持。 歌剧

是舶来品，在郑小瑛看来，很多中国观众之所以被挡在歌剧门
外，主要是“听不懂”，在国内演歌剧，若能消除语言的障碍，就

能让人们更容易走入歌剧的世界。

用中文来唱意大利歌剧的做法，业内有不同的意见，但郑

小瑛的坚持，只是出于一份“初心”，那就是即便唱的是歌剧，也
不忘服务的，终究是中国广大老百姓这一初衷。 因此，她仍然坚

持推出西方经典歌剧的优秀中文版本，坚持引进西方优秀的艺

术作品，并致力于“洋为中用”。 与此同时，她也不忘演奏、推广
中国自己的交响乐，《土楼回响》就是代表，20年来，她带着这部

交响作品，走过了全球很多城市。

郑小瑛的坚持，还在于她独特的推广音乐的“模式”，讲一

段、演一段，她要尽自己的一份力，来带更多人领略到歌剧之
美、世界音乐之美。 不知不觉中，这也起到了培育国内歌剧市

场，推进青年歌剧演员成长的作用。

有精神支撑的人，大概就是不会老去的吧。 若非亲眼所见，

真的很难想像世间会有这样的“不老女神”。 音乐会结束后，全

场观众不约而同为她鼓掌，为 91岁女神的这份风采，更为她这

一份坚持！

坚持的力量

“小瑛讲解”带你入戏
    音乐会上半场，郑小瑛和乐队演绎的

是由作曲家刘湲以客家历史文化为题材的
交响诗《土楼回响》，作品曾荣获首届中国

音乐金钟奖器乐作品金奖。据介绍，这是至
今为止在全世界演绎次数最多的中国原创

交响诗。
作品由“劳动号子”“海上之舟”“土楼

夜语”“硕斧开天”“客家之歌”五个乐章构

成。雄浑的号子、悠远的独唱、独特的树叶
吹奏，以及客家山歌合唱，再现这部浓墨重

彩、宏大壮丽的史诗篇章。
在《土楼回响》第三乐章用树叶吹奏的

是已 78?高龄的民间音乐家詹晶晶。他一
直跟随《土楼回响》巡演，把这个极富特色

的民间文化带到了世界各地。每到一个城
市，詹晶晶都会摘下那个城市的新鲜树叶

进行演出，吹奏出的乐声令人惊叹。
音乐会下半场汇集了一系列的西方经

典，包括《在美丽的蓝色多瑙河畔》《丹松舞

曲》等曲目。较为特别的是，随后带来的威

尔第歌剧《茶花女》咏叹调和比才歌剧《卡
门》的《斗牛士之歌》都被翻译成中文演唱，

并特邀女高音歌唱家吴

晓路、男中音歌唱家贺

磊明、女高音歌唱家宋
倩、青年女高音张

倩加盟。据悉，吴

晓路与贺磊明都
是郑小瑛 30年前

中央歌剧院的学
生，师生同台，

默契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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