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200人的乐队加上160

名小号手共同吹响《生日歌》是
怎样的温馨又感人的画面？今
天，被孩子们亲切唤为“曹爷
爷”的音乐教育家、指挥家曹鹏
迎来99岁的生日。明天上午，
一台专门为他举行的“大爱交
响2023”专场音乐会将在上海
东方艺术中心奏响“爱的音
符”。

尽管曹鹏从不过生日，但
今年，上海城市交响乐团、上
海青少年交响乐团的团员们
和天使知音沙龙的孩子们坚
持要送他一份礼物。想起他
日常念叨最多的那句话：“你
们在舞台上表现好点，就是最
好的礼物了。”于是决定，用一

场音乐会来
为敬爱的曹
爷爷庆生，祝
他身体健康、
福寿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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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歌，道出心中祝福
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的剧场

一连几日都洋溢着动人的旋律，人们提着

各种乐器盒从城市四面八方赶来。明日

演出前，这支由两个乐团、一个沙龙及160

名小号手组成的大部队需要完成曲目排

练、团队磨合及舞台合成。

活动中心的剧场较小，城交的乐手坐

定就是满满一舞台，青交和天使知音沙龙

的孩子只得根据曲目轮番站到舞台和观

众席的走道，而在王学平老师带领下加入

的160名上海小号研究会的小号手，则站

在观众席里完成《号手的假日》《生日歌》

及曹鹏亲自改编的《龙舌兰》等曲目。

都是曹鹏一手创建的乐团、一手带出

来的乐手，音乐会排练现场更像是一个三

百多人的大家庭的集体聚会，始终洋溢着

欢快而温暖的氛围，大家始终望着指挥台

上的曹鹏，在他挥舞指挥棒时奏出旋律，

每个人的嘴角不由自主地挂着微笑。

最动人的一幕出现在奏响《生日歌》

时，舞台上下，大家仿佛在用旋律唱出最

诚挚的祝福：“曹爷爷，生日快乐！”

一上台，仿佛年轻30岁
这几日排练，曹鹏总是最先抵达现

场，静静坐在轮椅上，和以往风趣幽默、爱

开玩笑不同，现在他不登台时很少说话，

不断有熟人和以往学生上前打招呼，他只

微微点头，很快又把目光转移到台上。有

人觉得爷爷变得沉默了，但更多人知道他

是在养精蓄锐。

终于轮到爷爷上场，他被众人搀扶着

一步一挪走上指挥台，慢慢在高脚凳上坐

定。神奇的是，就在他拿起指挥棒的那一

刻，眼里有精光一闪，这个近百岁的老人

仿佛突然年轻了30岁。他的耳朵敏锐捕

捉着每个音符，谁拉错了音都逃不过他锐

利的眼神；他的手腕既柔软又灵活，指挥

棒在空中划出流畅而优美的线条。

家人最是懂他。小女儿夏小曹此次

担任大乐队一提首席，拉《梁祝》时，父亲

的一个眼神她便心领神会。大女儿曹小

夏是几个乐团的大总管，她说：“爸爸现在

不爱说话，很多人会担心他的状态，我总

安慰他们，没事，他只要一上指挥台就什

么都好了。”

退休后，培养两代乐手
明天的舞台上，人数最多时将有超过

360名乐手同台。年龄最大的是99岁的曹

鹏，年龄最小的是城二代小乐手，才5岁。

创立于2005年的上海城市交响乐团

虽非职业交响乐团，却有着不输职业交响

乐团的凝聚力。成立初期，最茁壮的一支

力量源自上海交通大学交响乐团，他们中

又有许多人成长自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交

响乐团，都是曹鹏耗费心血带出来的团，

资历最深的那批团员跟随曹鹏学习整31

年。邵荔就是其中之一。1993年，她还在

南模预备班时就加入了学校乐团，当时特

邀指挥正是曹鹏。如今，邵荔的女儿也学

小提琴，她努力考上了青交，此次将和妈

妈同台。

拉大提琴的郑颖和邵荔是交大同学，

她跟随曹鹏学习至今24年。问曹鹏在音

乐上带给她怎样的影响？她答：“何止是

音乐，他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如今，学

金融的郑颖白天是白领精英，业余时间是

乐团的大提琴手，周末闲暇还是一名音乐

老师。她说：“很感谢曹爷爷的严厉，他在

我们还不懂什么是交响乐、如何成为一名

乐手时，就用职业乐团的规范来要求我

们，带领我们走入真正的交响乐之门。正

是他的引领，让我在现实生活之外拥有另

一种人生，也让非职业乐手的我能获得职

业乐手才有的历练和感悟。”

两代同台在这场音乐会中比比皆是。

邵澍宁在女儿陈恒翊1岁时就抱着她去参

加曹鹏的音乐会，如今5岁的女儿是台上最

小的乐手。打击乐首席沈璘也带着女儿孙

艾璘来排练，问起和曹爷爷的交往，伶俐的

女儿抢着帮妈妈作答：“关系蛮好额！”沈

璘不但是城交创立时的首批团员，还是曹

鹏成立天使知音沙龙后首批前往教授自

闭症孩子音乐的志愿者。“用耳朵打开心

灵。”她牢记曹爷爷的理念和宏愿：“他感

染我们的不只有对音乐的信仰，还有一颗

仁慈大爱的心。” 本报记者 朱渊

“写作70年后，王蒙老矣，

但是‘情思未减少年时’。”89

岁的著名作家王蒙在中国国

家博物馆感慨道。昨天，王蒙

文学创作70周年展览活动在京开幕。展览活动包

括“青春作赋思无涯——王蒙文学创作70周年展”

和“笔墨春秋——王蒙文学创作70周年作品展”两

项展览，系统梳理总结他70年的创作经历、人生

哲思。

从1953年创作《青春万岁》开始，70年里，王蒙

笔耕不辍，先后发表作品2000多万字，被译成30余

种文字在海外出版。王蒙以恢宏沧桑的文字抒发了

内心浓郁的家国情怀。他关注人民的命运，书写人

民生活的变迁，用饱含深情的语言描绘了宏大的多

民族生活图景。他探究中华文化的根与魂，秉持文

化工作者的责任，为繁荣文学创作、发展文艺事业、

推动文化建设、报效党和人民作出卓越贡献。

70年后，王蒙仍然在写作。回顾过往70年写作

生涯，他激情澎湃。常有人问他，为什么写作那么长

时间还在写、还能写？还有激情还有笔力？王蒙说，

这是因为他经历了天翻地覆的时代变革，祖国还年

轻，还是少年中国，他也仍然满腔热烈红火，光明敞

亮。党和人民的故事永远歌唱吟咏、书写不完，他

“希望写得更好，写出千秋故事、挚爱诗篇”！

“青春作赋思无涯——王蒙文学创作70周年

展”即日起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展览分为“青春

万岁”“这边风景”“创作是一种燃烧”“大块文章”“文

化的光照”5个部分，以近300张照片和550余件展

品，全景记录王蒙70年来与共和国发展历史相伴、

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文学创作历程。

“笔墨春秋——王蒙文学创作70周年作品展”

同步在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展览分

为“创作是一种燃烧”“写给世界的情书”“论道抒情

两不妨”“文化传播的使者”“传道授业甘如饴”5个

单元，按照文学题材分类串联起王蒙文学创作发展

历程，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文艺评论、文学与传统

文化研究等。 驻京记者 赵玥
（本报北京今日电）

今天是曹鹏先生99岁生日

一同奏响“爱的音符”

对于现场所有人而言——曹

鹏在，心就定，他是他们的“定海神

针”；可对于曹鹏而言——老伴在，心

就定，她是他的心之牵绊、爱之所依。夏

惠玲是曹鹏最亲密的战友也是携手相伴  

年的爱人，他们至真至诚、相濡以沫的感情

从两个女儿的名字中就能窥见一二。

夏奶奶醉心书画，平日喜静不爱凑热

闹，因而很少出现在排练现场。但此次排

练，她回回陪着来。现场，两个“九零后”被

小辈们拥簇着挪来挪去，两人一坐定就会

不约而同寻找对方位置，目光穿过人流，看

见彼此才安心。

问夏奶奶给曹爷爷准备了什么生日礼

物，她笑着说：“礼物？我来就是给他最好

的礼物了。”问曹爷爷，  岁生日有什么愿

望？他说：“他们都知道我从来不过生日

的，但要问我愿望，就一个——希望能为自

闭症的小孩开一个专门的学校。他们学有

所用，家长放心，我们也放心。”曹鹏说，据

统计，全国约有  万自闭症儿童，他们需

要有专门的学校提供针对性的教育。

    年，天使知音沙龙由曹小夏创

立，在曹鹏一家及志愿者共同努力下，星星

的孩子不但学了乐器、参与演出，还开了咖

啡馆，为将来自食其力打下基础。此次，那

首由乐队和   名小号手共同完成的《号

手的假日》，领号的3名小号手就来自天使

知音沙龙，他们吹响爱的号角，也分享内心

真实的喜悦和诚挚的祝福。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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