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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A总是惊喜不断。这几日，

朋友圈里都在关注一场室内乐演奏

会，上海交响乐团刚组建的首席木

管五重奏和经历了“换角”的上海女

子四重奏携手带来的一场音乐会，

让偶遇者回味连连。是什么样的神

仙组合，能在名家名曲荟萃的MISA

掀起这样的风潮？让人忍不住要一

探究竟。

首席组“王炸”
木管五重奏的形式在上交历史

上大概“断档”有十多年，没想到一

组就组了一副“王炸”。长笛胡喆、

双簧管张欣、单簧管陈坤、大管陈

定远及圆号郭忠宝，皆为乐团各个

声部的首席。高手自有个性，短时

间内融为一体需要本身极高的职

业素养。

因五件乐器音域不同，音色和

演奏技巧各异，木管五重奏是室内

乐组合中最难打磨的。很多惊喜于

这支木管五重奏魅力的乐迷并不知

晓，此次登台前五位首席只凑出了

五次排练时间。张欣说：“室内乐的

磨合唯有‘聚众’才能成事，只有一

起排练才能感受呼吸同步，摸索出

最佳节奏，这是通过视频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然而，疫情期间最难的就

是“在一起”，“不是这个封控了，就

是那个封控了，最终约成仅五次。”

所幸，常年在乐团中的实操给

予他们默契，这才有了乐迷听到的

“天作之合”。此次亮相的两支曲目

既有木管五重奏最具代表性的作

品，亦有相对冷门生僻的

先锋派作曲家小品。

“更新”更进取
上海女子四重奏因有成员

出国深造刚刚经历“更新”，第

一小提琴柳鸣和第二小提琴竺玟佳

因出自同一师门，故而默契非凡，而

中提琴巴桐和大提琴朱琳的实力也

是有目共睹。音乐会上，她们带来的

是贝多芬早期弦乐四重奏中最后也

最成熟的降B大调弦乐四重奏，音乐

充满年轻蓬勃向上的进取精神。

而另一首弦乐四重奏则出自中

国听众不太熟悉的犹太裔捷克作曲

家帕维尔 ·哈斯之手，这部创作于

1925年的第二弦乐四重奏，以风景

画的形式精确地再现了作曲家在捷

克南部山区夏日度假时的感受，乐

曲除了引用民间音乐旋律和调式的

元素之外，还出人意料地在最后一

个乐章中加入了爵士鼓，在首演时

引起轰动。

说起排练中的趣事，朱琳笑道：

“你们肯定以为四个女孩子凑在一

起，排着排着话题就容易跑偏。但

事实上，从上午十时到下午四时，一

排就是五六个小时都不带停的，我

都佩服我的姐妹们，她们怎么都能

不进食、不喝水，也不上厕所。”而在

说起磨合过程中会否有分歧，朱琳

坦率道，“当然会有各自的想法，但

拉出来一听就知道哪种处理方式更

胜一筹。”

本报记者 朱渊

在上海交响乐团档案室里珍藏

着一本极有年代感的笔记本，黑色

硬壳封面上写着“上海交响乐团业

务汇报记录 一九七八年起”三行

字，里面用蓝色钢笔手写记录了自

1978年起，上海交响乐团乐手们举

办的每一场室内乐音乐会的时间、

地点、曲目等信息，在这一份份具有

历史价值的“极简节目单”下方，均

有一个字迹飞扬的签名：黄贻钧。

当时的乐团团长黄贻钧为训练

乐手的合奏能力，创办了这种“业务

汇报”式的室内乐演出形式。想必

黄老先生也没有料到，这个本来对

内的业务训练研讨演出，会延续40

年，乐声不断，并经乐迷口口相传，

成长为一个具有深厚城市音乐记忆

的口碑品牌。

从最初的“打游击”到之后“转

战”锦江饭店、静安宾馆，再到驻扎

湖南路排练厅，这些辗转变迁不仅

仅是演出地点的变化，也是“上交

室内乐”的成长轨迹。孙颖迪、宋

思衡、唐韵、王之炅等一批青年演

奏家年少时都常登“上交室内乐”

的舞台，刚上大学的黄蒙拉更在这

里一口气拉完了“帕格尼尼24首随

想曲”。

搬至“馄饨皮”后的“上交室内

乐”，从“业务汇报”成为品牌传奇。

上交不断推进室内乐品牌的打造，

探索作曲家的“冷门”作品，也挖掘

“藏在深闺”的遗珠作品。事实上，

乐团的宝藏室内乐组合远不止此，

还有让乐迷津津乐道的北极星四重

奏、东海岸四重奏、美乐四重奏、印

象钢琴三重奏、梧桐二重奏等。

诚如资深乐评人李严欢所言：

“室内乐品牌彰显的是一支世界顶

尖交响乐团的实力。柏林爱乐有

“12把大提琴”、维也纳爱乐乐团也

有许多室内乐组合。”如果说交响乐

团是一艘集聚精兵强将的巨舰，它

所展现的是平衡下的整体实力，那

么顶尖演奏家自由组合的室内乐

队，则更像灵活的小艇，凸显

了演奏家的高超技艺和音乐

素养。

朱渊

一本笔记本

上海师范大学音乐系（现音乐学院）首任系

主任、著名声乐教育家徐朗上周病逝，享年92

岁。得知这一消息，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院

长蔡金萍、歌唱家宋怀强、曾负责上海市残疾人

艺术团多年的周新建等纷纷表达哀思。上海音

乐家协会也发文悼念，称他为“中国流行音乐开

拓者”。斯人已逝，他的风范却一直温暖后人。

大树可倚
“他是我们可以倚靠的大树，是我们成功

路上的铺路石，又是时刻关怀我们的‘父

亲’。”作为徐朗的得意门生，宋怀强为即将举

行的追思会特地录制了一段视频，师生之间

的往事历历在目。“20世纪80年代初，我和许

多爱好声乐艺术的同学，在那个满怀着希望

的春天，遇到了可敬的徐老师，他是我的启蒙

者、指导者、支持者。”宋怀强说。

1952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歌舞系的

徐朗，投身于音乐教育事业。1978年，他被

调入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系任教。当周正、黄

英、徐小懿、宋怀强、陈香、邬眉等一颗颗新

星在歌坛冉冉升起，人们才注意到，这些年

轻的歌唱家们不约而同地感谢一位恩师

——徐朗。

因材施教
徐朗与中福会儿艺院长蔡金萍，也有一

段师生情。1974年，中福会儿艺学馆开班，

蔡金萍是当时38名小学员中的一个，徐朗

则是受邀给孩子们上课的声乐教师。“徐老

师不是我的导师，但偶尔我的导师有事，他

会来代课，而且声乐考核时他也一直在。

他把提高每个孩子的声乐水平都看作他的

责任。”

徐朗主攻的是美声唱法的教学，但在他

眼里，歌唱以情动人而非单靠技巧。徐朗教

学的特点，就是发现学生的特点，然后因材施

教。他曾说：“要是一位老师的所有学生都唱

得一听就知道是谁教的，那就是教学的失

败。”蔡金萍回忆：“当时有个成绩并不出挑的

女孩，就是被徐老师发现了嗓音条件不错，在

他的指导下，声乐水平突飞猛进。”徐老师的

这种教学思路，也让蔡金萍受益匪浅：“当时

我参加星期广播音乐会的中外歌曲大赛，选

了一首日文歌和一首英文歌，徐老师正好是

大赛的评委，听完就给我建议，‘你的声音唱

日文歌更有味道’，之后我凭借日文曲目闯进

了决赛。”

点石成金
曾在上海市残疾人艺术团担任独唱歌手

的金蕾，是位腿脚不便的残疾人。“当时是艺

术团的项目，让我们跟着专业老师提升艺术

水平。”徐朗请金蕾到家里一对一上课。“我永

远都忘不了那天徐老师的笑容，像阳光照进

了心窝里那样温暖。”

在金蕾眼里，徐朗有“点石成金”的力

量。“我喜欢唱歌，但连怎么练声都不知道。

几个月的点拨，徐老师就让我能够和专业歌

手同台比赛了。”艺术团项目结束时，徐朗就

对金蕾说：“你唱得挺好的，项目结束了也没

关系，你要是想学，可以继续来我家学，我免

费教你。”金蕾一直记得当时听到这句话时感

动又感激的心情，“只要听他上一次课，你就

也会知道为什么每个学生心里都牢牢地记着

这位恩师了！”

本报记者 吴旭颖

宝藏组合掀起
MISA新风潮

为什么大家都在怀念他？
92岁声乐教育家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