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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

可能是全国学历最
高的老年合唱团
普希金合唱团属于留苏分

会，留苏分会是上海市欧美同学

会的国别分会之一，也是平均年

龄最高的分会。当1984年欧美同

学会恢复活动后，留苏分会就是

第一批成立的分会之一，因为上

海有一个庞大的20世纪五六十年

代留苏的群体，总人数可能上千

人，加入分会的就有400多人。江

泽民同志也是留苏群体的一员，

1985年他在上海市欧美同学会成

立一周年活动中，也亲笔填写了

入会申请，加入了同学会。

普希金合唱团创办于1999年6

月，普希金诞辰200周年之际，是蔡

博提议的。蔡博大名蔡镇钰，是中

国建筑大师，曾担任过留苏分会多

年的会长。他毕业于莫斯科建筑学

院，获副博士学位，上世纪80年代

上海第一高楼电信大楼、大型居住

区曲阳新村都是他的作品。蔡博热

爱文学艺术，特别喜欢普希金的诗，

自己也会写诗。他也是一位资深音

乐爱好者，和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温

可铮是好友。他说，留苏学长都喜

欢唱俄语歌，现在大部分人都退休

了，也有时间，就组织一个普希金合

唱团吧。这一提议立即得到大家的

热烈响应。蔡博自告奋勇任董事

长，由曾任机械部上海电缆研究所

副所长的范载云任团长。

合唱团很快就组织起来了，共

40多人，合唱团分为四个声部——

女高音、男高音、女低音、男低音，每

个声部10人左右，女声部人数略

多，人最少的是男低声部，只有七八

位。合唱团里专家学者、知名教授

云集。精通英语、俄语的裘因翻译

过大量英语、俄语文学作品，曾任上

大外语学院英语系副主任，她的丈

夫邹用九是复旦大学教授，也是一

位翻译家，两人均为合唱团成员。

华师大俄语系教授高维彝桃李满天

下，曾连续四届担任上海市人大代

表，她和裘因都获得过中国翻译家

协会授予的“资深翻译家”称号。上

外俄语系原主任李越常、华师大俄

语系的章昌云和冯天向等也都

是俄语教育界的专家。合唱

团的副团长步润生是上海

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

员，曾任国家田径队

教练和上海田径

队教练、马拉松

国家集训队

教练组组

长 ，还

曾和

徐根宝一起去俄罗斯为申花引进第

一批外援瓦洛佳和萨沙。蔡博的太

太陈松梅是华东电力试验研究所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两届上海市人大

代表，唱女低音声部。团员中还有

不少为国防、军工以及航空航天领

域“大国重器”作出贡献的前辈，如

一辈子从事护卫舰、驱逐舰、海洋科

考船等舰船设计，获国务院特殊津

贴、两次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严

宝兴。

而严宝兴与另一位团员、上海

市机电设计研究院原副总工程师、

空调专家周祖毅也有着一段特殊的

“合唱团缘分”。原来，周祖毅当时

就读于列宁格勒建筑工程学院，

1957年加入了列宁格勒中国留学

生合唱团，而当时的合唱团创始人

和团长，正是在列宁格勒造船学院

学习的严宝兴！不过，严宝兴比周

祖毅高两届，两人当时交集并不

多。时隔近半个世纪，两人又到了

同一个合唱团，这份激动和高兴真

是难以用语言表达。他们还说起，

当年列宁格勒团市委十分重视这

个中国留学生合唱团，专门委派原

红旗歌舞团独唱演员米 ·鲍 ·卡茨担

任合唱团的艺术指导。

且不论演唱水平，普希金合唱

团可能是全中国俄语最正宗的合唱

团，也是学历最高的老年合唱团，因

为当年的留苏生，学历都是硕士和

博士。合唱团活动也很正规，每周

排练两次，周二和周五，地点在步润

生工作的体科所，也在周祖毅所在

的上海机电研究院活动过。合唱团

的有序运转，离不开分会两位秘书

长沈志通和朱逸芳的付出，无论是

每一次的考勤、印发歌谱，还是演出

协调、服装定制和保管，大事小事，

他们都一丝不苟。这支独一无二的

演唱俄语歌曲的合唱团，也成为上

海市欧美同学会的一个特色文艺团

体。市总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朱

玲玲、留苏分会的继任会长熊健等

也十分关心合唱团，在他们的支持

下，合唱团后来一直在位于陕西北

路的民主党派大楼市总会多功能厅

排练。

高规格的艺术指导
合唱团的灵魂人物无疑是蔡

博。他当这个董事长，主要是作贡

献的。当然，也有其他团员提供募

捐、赞助。团长范载云也曾拉来1

万元赞助。合唱团没有钢琴，排练

不方便，蔡博听说某处有台二手钢

琴转让，就自掏腰包1万多元，请朱

逸芳去买了回来。

蔡博还多次邀请温可铮和夫人

来合唱团指导，因为温可铮曾师从

俄罗斯音乐教授苏石林多年，也会

熟练用俄语演唱，和留苏分会精神

相通，堪称“编外会员”，他的夫人王

逑则为合唱团伴奏过很长一段时

间。温可铮艺术指导，王逑钢琴伴

奏，普希金合唱团自成立起，就一直

享有如此高规格的专业指导，是其

他业余合唱团所望尘莫及的。

温可铮毕竟不能经常来，2002

年，合唱团来了一位艺术总监，同样

是“高规格”的。他就

是曹通一教授。曹通

一是新时期留俄学

长，他2000年在柴可

夫斯基音乐学院获合

唱指挥博士学位回

国，在上海音乐学院

指挥系任教授、硕士

生导师，后来任留苏

分会副会长。曹通一

曾指挥俄罗斯国家交

响乐团、中国交响乐

团合唱团等中外著名

音乐团体，也是多个

国际指挥大赛的评

委。这样一位指挥界

大咖，在这个业余合

唱团当艺术总监亲力

亲为，倾注了很多心

血。他感到，合唱团

团员年龄较大，有的

发声、演唱技巧存在

困难，但他们音乐素

养高，鉴赏力、理解力

很强，所以也要“因材

施教”。他从练声开始，融入了一些

有针对性的专业技巧，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他对每个声部分别排练，

悉心指导，使合唱团水平提高很

快。后来，曹通一派了学生来指导

合唱团日常排练，还请了专门的钢

琴伴奏，演出则由他亲自指挥。

每次排练几乎都没有人缺席，

纯正的俄语演唱也是最大的特色，

团员们演唱的俄语歌曲超过百首，

除了耳熟能详的《莫斯科郊外的晚

上》《小路》《山楂树》等歌曲外，还会

很多较新的俄语歌，如莫斯科奥运

会闭幕式主题歌《再见，莫斯科》，又

如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插曲

《亚历山德拉》、电影《办公室的故

事》插曲《我的心儿不能平静》……

好多歌曲连俄罗斯人都不会唱，但

团员们都熟极而流。每当熟悉的旋

律响起，团员们放声歌唱，又回到了

那个风华正茂的岁月。著名翻译家

薛范也是合唱团的老朋友，因为大

多数俄罗斯歌曲都是他翻译的，他

有请必到。

合唱团时常参加各种演出，也

多次受邀出席俄罗斯驻沪总领馆

的晚宴和联谊活动，还上过好几次

电视台，2000年4月，他们参加了

当时东方电视台的演出，唱的是

《喀秋莎》，主持人是曹可凡。男士

是清一色黑色西装，女士是电视台

提供的演出服装——白色曳地长

裙，充分展现了留苏学长特有的书

卷气。那次演出之后，合唱团就定

制了统一的演出服，也是白色长

裙，有一年，市委统战部和市欧美

同学会在上海音乐厅举办中秋晚

会，他们就是穿着自己的演出服上

台的。还有一次，他们在上海商城

剧院登台演出，被誉为“能表现俄

罗斯歌曲原创风格的独一无二的

合唱团”。最热闹的是留苏分会年

会，普希金合唱团都要表演好几个

节目，压轴节目总是大合唱。普希

金合唱团给大家带来很多欢乐，也

增强了同学会的凝聚力。

2018年9月，徐汇区委组织部、

区文旅局和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举

办音乐党课，其中要用中、法、俄三

种语言唱《国际歌》。现在要找能用

俄语熟练演唱《国际歌》的团队，还

真不容易，最后找到了普希金合唱

团。范载云就带着裘因、张佩珍、陈

子林等几位声部长去了，上午排练，

下午就在大厅现场演出，这群“80

后”字正腔圆，配合默契，嘹亮的歌

声震撼了全场。合唱团最后一次演

出是前年，在市委党校演唱了俄语

《国际歌》。

“生死状”和“往来账”
合唱团团长一直是范载云，他

是唱男高音部的，今年85岁的他是

老学长中的“年轻人”。近年来，团

员大都已是耄耋之年，外出活动风

险也随之增高。尽管排练频率降低

为两周一次，但团员们依然热情高

涨。范载云告诉我，为了不给组织

添麻烦，从2015年起，合唱团团员

都签订“生死状”——承诺书，无论

是路上还是活动时，发生摔跤或什

么意外都自己负责，每次出来前也

都要向儿子女儿关照好。承诺书一

式四份，不签不能来唱歌。这五六

年来，一直没出过事。

一本小小的“往来账”，则记录

了合唱团从2009年至今的收入和

支出，大到上万元捐赠收入，小到十

几元的出租车费、复印费，每一笔都

清清楚楚，并附有发票、收据。后来

由于赞助渐少，合唱团开始收取会

费，每人每年从50元到100元，再到

200元。最初团员都是留苏分会

的，因有的离世，有的患病不能来参

加活动，后来就吸收了一些高校俄

语系毕业生参加。现在还在的老团

员约20人。

最后一笔支出，也是一条悲痛

的记录：“2019年3月16日，蔡博花

圈费，350元。”那年，大家尊敬的老

会长蔡镇钰因病不幸离世，时年83

岁。从那时起，合唱团的活动就基

本上停止了。此后，账本再无记录，

剩余金额2378元。由于多数团员

年事已高，加上2020年暴发的疫情

影响，合唱团再也没有聚在一起排

练过。

其实，普希金合唱团不仅仅是

一支合唱团。留苏学长是新中国成

立后最大的公派留学群体，这一群

体当年在苏联发愤学习，回国后在

各行各业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

合唱团承载着对留苏黄金岁月的记

忆，也寄托着学长们半个多世纪来

的深厚友情。

写下这篇文章，记录的是合唱

团的往事，但希望不是为合唱团画

上句号。厚厚的账本转交到我手

里，感觉沉甸甸的，这分明是老学长

们的一颗心啊。留苏精神，俄语情

结，文化交流，作为留苏分会的后

辈，我们有责任让普希金合唱团品

牌继续留存甚至发扬光大，我还有

个心愿，让能唱的老团员们聚到一

起，再唱一次。

普
希
金
合
唱
团
往
事

邵

宁

去年11月，上海市
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召
开了会员代表大会，在
完成换届选举的一系列
议程后，老学长代表范
载云站了起来，送上了
一份账册——普希金合
唱团的经费账目。账本
包括一本黑封皮的《往
来账》和两个信封，一个
厚厚的装发票，另一个
装着历年来剩余的经
费。“这剩下的经费，我
一直想交给分会，今天
终于如愿了。”他说。
这番话，勾起了大家

心中关于普希金合唱团
的许多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