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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旦卓玛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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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 58 年，84 岁的才旦卓玛重回“上

海之春”舞台，接过了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

为她颁发的“特别荣誉奖”。

“我现在平时在家就做做饭，扫扫地，

家里也没有牛，没有羊要放，也就这点家

务。”在后台，她更像一位邻家奶奶，和年轻

人拉着家常，说说当年农奴的苦，聊聊今天

的幸福生活，讲讲妈妈给她起名字的意思，

回忆教她唱歌做人的老师，难忘陪她看花

开花落的丈夫……

因为品尝过苦，才更懂得甜。她唱《唱

支山歌给党听》，许是温暖一直藏在心头，

只要一开嗓，嘹亮如昨———

“我把党来比母亲……”她一生都在歌

唱，一路洒满爱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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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才旦卓玛是名人，但是她

的亲人们却从来没有沾过她的光，
都是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女儿甚至

因为受医疗条件所限，离开了人世。
说起才旦卓玛的女儿，因为从

小缺少妈妈的关爱，体质本就不
好，后来女儿生小外孙的时候，才

旦卓玛也没有在她身边照料，落下

了不少毛病。才旦卓玛永远记得，
那天女儿像平常一样送孩子去上

学，自己去上班，告别的时候，女儿
对妈妈说有点不舒服，头特别疼,

可是才旦卓玛忙着去开会并没有
在意，结果这竟然成了永别。朋友

们都说，“你其实完全有能力把女
儿安排在内地工作，如果在医疗条

件好一些的大城市，你女儿可能就

不会出事了。”“儿子也很少看我的
演出，因为看到妈妈在舞台上，他

就会紧张。”才旦卓玛说儿子一直
奋战在西藏建设一线。如今，儿子

也有了儿子，小孙子最让才旦卓玛
牵肠挂肚，那也是她眼中的希望。

一双儿女没有沾到才旦卓玛

的光，可是听众的要求，她从来都
是有求必应。有一年，她刚刚从上

海回拉萨，想念上海的老师，于是
给上海那边打电话，那会儿电话

还是手摇电话机，需要接线员中

转，接线员听出了她的声音，问她

有没有急事？她说就是想老师了，
想听听他们的声音，接线员笑着

说，“不着急的话，就隔着电话为
我们接线员唱一首《唱支山歌给

党听》吧！”才旦卓玛知道，接线员
每天都要坚守岗位，难得有机会

到剧场来看正式演出，于是倾注

情感为他们唱了两遍。
听众就是她心中的亲人，她一

次次跋山涉水，把歌声带给边防哨
所的战士们。唱完歌，她立刻拿起

针线为战士们缝缝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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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的金山上》《唱支山歌给

党听》《毛主席的光辉》……才旦卓
玛从十几?的少女，一直唱到耄耋

之年，她的歌声像高原的阳光，让
一代代人觉得温暖而有力。很多 80

后、90后的孩子，成长在幸福的年
代，也会跟着才旦卓玛的歌，弯着

腰张开双手，学做“巴扎嘿”的动

作，他们也许并不懂才旦卓玛为何
会唱得如此动情。

美丽的日喀则是才旦卓玛的故
乡，她出生于一个农奴家庭，妈妈给

她起名“才旦卓玛”，“才旦是长寿的
意思,卓玛是度母仙女的意思,才旦

卓玛是长寿仙女的意思。”和天下父

母一样，妈妈希望她生活幸福。在故
乡，她见过蓝天白云下的牛羊成群，

辽阔草原披着金色的彩霞……也见
过农奴主对农奴的残忍。在西藏和

平解放前，农奴和他们的子女毫无
人格尊严，更没有读书识字的权利，

她的父母长年为农奴主种地，她年

纪小，就去放牛放羊。她一边放羊，
一边漫山遍野地歌唱，跟着阿爸、阿

妈唱，和小伙伴们比着唱。

14?那年，解放军部队进驻西

藏，日喀则实现了和平解放。当亲
眼看到解放军宁可饿肚子也不拿

老百姓的东西，宁可冻着也不占老
百姓的房子时，她才感到他们不一

样，是真正给穷苦人带来吉祥的
“菩萨兵”。因为唱歌好听，西藏部

队文工团要她去，问她出生年月，

妈妈只记得个藏历时间，算不清。
干脆，才旦卓玛就填了个“八一”建

军节，和“亲人”解放军同一天生日。

不记得生日，建军节就是我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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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文工团，其实当年父母也

不同意。“因为这样家里的农活就
少一个人做了。”才旦卓玛说，“我

只能白天做农活，晚上去唱歌。”那
些年，和她同龄的女孩子大都在父

母的包办下，早早嫁人。幸运的是，
才旦卓玛的爸爸妈妈觉得,让女儿

做自己喜欢的事才是幸福。才旦卓

玛说,“父母给予了她生命, 更给予
了她自由的天空。”

记得第一次随文工团去北京

唱歌，才旦卓玛的爸妈担心得不得
了，直到女儿回来，他们发现她不

仅毫发无损，好像还胖了一点，才
渐渐觉得跟着文工团唱歌挺好的。

遗憾的是，自古忠孝难两全，“因为

太忙了,很遗憾没有把父母接到大
城市看看，没有让他们亲眼见到我

在舞台上唱歌的样子，没有在他们
床前尽最后的孝心。”才旦卓玛说。

一直到去世，父母一直没有机会去
看一看“北京的金山”，也没有看到

全场为女儿鼓掌的场面。

在文工团里，才旦卓玛还收获
了一生所爱，比她大 6?的南加多

吉。才旦卓玛所在的文工团是在人
民解放军第 18军文工队的基础上

组建起来的，南加多吉则是从第
18军转到地方做公安工作。相似

的遭遇，共同的理想，让两颗年轻

的心贴在一起，经过一年多的恋

爱，他们在 1957年结婚了。婚后
不久，才旦卓玛就来到了上海音乐

学院学习，毕业后又经常演出，家
里的活都留给了他———女儿出生

不到三个月她就投入了工作, 后来
儿子出生, 南加多吉更是当爹又当

妈，每次才旦卓玛要出差，孩子们
会说，“好啊！去吧去吧！”可是当爸

爸要出差一次，他们总是万般不

舍。有一次，爸爸临时要回一趟青
海老家，才旦卓玛照顾两娃，结果

孩子们吵着要爸爸，这让她感到，
他为她付出了太多。可是每次演出

任务来临，他依旧会一边埋怨：“才
旦,你把家当成招待所了?”，一边帮

她收拾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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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失爱女，听众就是我的亲人

    从为快乐唱歌的少女，到为人

民歌唱的艺术家，才旦卓玛感恩是
上海这座城市成就了她。当年文工

团把她送去陕西，在那里的“西藏
公学”，她和藏族的穷苦孩子一起，

学习藏文拼音、汉语拼音等文化
课，摆脱了“文盲”状态，也看到了

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后来，上海

音乐学院开办了民族班，去西藏公
学招生，才旦卓玛被录取了。

从高原来到低海拔的地方，一
开始才旦卓玛不适应。“刚来上海

时，老是昏昏沉沉的，老是睡不醒，
而且上海的天气也有些潮湿，我经

常感冒。”才旦卓玛说那会儿最难
的还是语言关。她会的汉语有限，

只有几句“你好”“吃饭了吗”“到哪
里去”这些简单的日常用语，根本

无法满足音乐学院上专业课的需

求。“上课的时候，我只记得老师在

黑板上写‘1234’，因为当时别说五
线谱，简谱我也看不懂。我再怎么认

真听也听不懂，只有老师做点手势
我才能猜个大概意思。”但才旦卓玛

一亮嗓，老师们就惊呆了，“可能老
师也很少听我们少数民族的孩子唱

歌，也没想到我能唱这么高，一下子

在钢琴上都找不到我唱的调。”
在学校，主课老师王品素不仅

教她声乐，还在各方面关心爱护
她，给她讲道理，教她怎样做人。王

教授曾语重心长地对她说：“在西
藏，文艺是不可缺少的。你要好好

学习，以后回西藏为家乡服务。”直
到今天，才旦卓玛还感慨地说：“若

不是当年王教授的因人施教，我就
不会有今天的成绩。”

1961年，她在上海的校园里

宣誓入了党，才旦卓玛说，“到今年

已经整整 60年了！”她从食堂走回
宿舍的路上，听到了《唱支山歌给

党听》，“我目睹了农奴翻身做主的
幸福生活 , 亲身感受到了党的温

暖。”于是，她动情歌唱，“人家学
1、2个小时就可以了，我汉语基础

差，学了 2 个多月才过关，老师随

时随地会抽查，问我这歌词中的意
思，所以这歌也永远印在我的心

里。”这首歌她唱了一生，一路从
“上海之春”唱到了北京天安门，唱

到了祖国各地，毛主席听过，每个
中国人都听过。“这不是我一个人

的功劳，是党的恩情，是所有创作

者让这首歌家喻

户晓！”58年过去
了，才旦卓玛还没
有唱够，她还要把

这传递幸福的歌
声插上翅膀，唱响

远方！

4 入党60年，上海是我第二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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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70年代，才旦卓玛经常下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