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3岁郑小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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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应当为人民共享

1951 年，我跟随中央派出的
少数民族访问团深入大苗山、大
瑶山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当大家
翻山越岭后休息时，我总是拿着
小本，漫山遍野找当地人学唱山
歌。这些山歌真美啊，凝聚了地
道的民族风情与质朴的民间智
慧，曲调或高昂激越，或婉转柔
美。我拉着手风琴为他们伴奏，
与他们同声高唱。音乐就是他们
的生活，也是他们的语言。这些
来自民间最原始、最真诚的音乐，
令我深切体会到，音乐是由劳动
人民创造的，应当回到人民中去，
为人民服务。

1979 年深秋，阔别舞台十几
年的歌剧《茶花女》在北京上演。
作为外来艺术，歌剧对于当时的
观众而言有些陌生，需要培养观
众，音乐工作者要承担起这个责
任。于是，我精心构思，准备了20
分钟的讲稿，背着录音机，拿着总
谱，肩扛手提，挤公共汽车，提前
来到剧院，为观众做讲座。从“20
分钟音乐讲座”开始，我又把音乐
讲座带进校园，甚至在交响音乐
会上边讲边演，坚持了40多年，向
大家普及西方古典音乐知识，深
受欢迎。有人甚至专门买票来一
遍遍地听讲座！许多人给我写信
说，通过讲座，爱上了音乐，改变
了人生方向，还有人从普通工人
成长为职业音乐人。

1990 年，我和朋友们组建了
由女音乐家组成的“爱乐女”室内
乐团。这是我国第一个志愿者乐
团，6年时间，酷暑严冬，大家不计
报酬地在各地校园演出了241场，
让青年学子们在流行音乐的大潮
中，有机会欣赏到中外经典音乐。

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请我去
讲党课，我对他们说：“孩子们，我
们不能只向往布满鲜花和掌声的
指挥台，很要紧的一点是，我们不
能忘记，音乐源自人民，音乐应当
为人民共享。”

93岁的郑小瑛带领厦门歌舞剧院交响乐团，携手殷承宗共同奏响钢琴协
奏曲《黄河》。 本版图片由郑小瑛工作室提供

郑小瑛、殷承宗和观众见面。

郑小瑛与殷承宗联袂演出。

7 月 1 日，在福建厦门举行的
“时代华章·铸就辉煌——七一交
响音乐会”上，著名指挥家、中央歌
剧院终身荣誉指挥郑小瑛与老朋
友、钢琴演奏家殷承宗联袂演出了
钢琴协奏曲《黄河》。7 月 6 日，在
北京中央歌剧院新剧场开幕音乐
会上，郑小瑛执棒奏响《红旗颂》。
短短一周，往返南北两个城市，奔
波于排练场、音乐厅、歌剧院与机
场，行程紧密。93 岁之际，还步履
匆匆，仿如她音乐人生的缩影，永
远在路上，永为音乐奔忙。

近日，《人民日报》刊发了郑小
瑛的文章《永为音乐奔忙 奏响民
族之音》。

永为音乐奔忙

洋合唱团唱起客家歌

1961 年，在克里姆林宫剧
院，我指挥了人生中第一场交响
音乐会。《春节序曲》《瑶族舞曲》
《黄鹤的故事》……听到中国音乐
在外国舞台奏响，我热血沸腾。
从此，只要有机会在国外演出，我
一定要演中国作品。音乐作品不
仅包含了技术，更凝聚着民族精
神，音乐工作者要把这种精神介
绍给全世界。

2000年，我第一次回到父
辈的祖居地——闽西永定，见到
了壮观的永定土楼群，心中感慨
万千，涌起创作一部融合现代交
响乐与古老土楼文化音乐作品的
想法。在与作曲家刘湲反复交流
探讨后，他用西洋作曲技法，充分
吸收客家音乐素材，创作出了长
达40分钟的大型交响诗篇《土楼
回响》。我将这部凝聚东西方音
乐精华的作品带到了12个国家和
地区，演出了77场，让中国音乐
之声走进外国爱乐者心中，这也
是中国大型交响乐演出场次的最
高纪录。

《土楼回响》嵌入了客家山
歌，在海外演出时，要与当地合唱
团合作。对于演唱中国作品，“老
外”们非常高兴，也很认真，一名
德国合唱团员还把歌词写在手
上，一边唱，一边偷看一眼。“洋”
合唱团员们用客家方言唱响中国
作品，对他们而言，也是难忘的音
乐经历。

让西方音乐本地化

歌剧和交响乐是世界文明宝库中
熠熠生辉的明珠，为世界人民所喜爱。
欣赏这些经典音乐，既可以陶冶情操，
也能反哺中国音乐创作。外国歌剧“走
进来”，语言常常成为障碍。实际上，经
典歌剧本土化，是各国剧院通用的办
法，意大利歌剧院就将原文为德文的瓦
格纳作品翻译成本国语言，英国国家歌
剧院更是将用英语演唱世界各国歌剧
定为剧院方针。为让中国观众看懂、听
懂歌剧，汲取到艺术养分，我倡导复兴

“洋戏（曲）中唱”，让“阳春白雪”不再
“曲高和寡”，真正走向“和者日众”，让
歌剧贴近大众，让大众走进歌剧。

1982年，我为孙慧双从法文翻译成
中文的法国歌剧《卡门》配歌。译配外
文歌剧必须要有良好的文学修养与音
乐修养，需使译文意义准确，语言精练
流畅，同时要保持原作的音乐风格，例
如中文的音乐分句、语句重音和语音数
目要与原著相符等。当年，在没有张贴
海报的情况下，中文版《卡门》在北京天
桥剧场连演了27场，获得了意想不到的
成功。法国著名指挥家皮里松把伴随
多年的指挥棒赠送给我，法国驻华使馆
还给我颁发了法国文学艺术荣誉勋章，
以感谢我向中国人民很好地介绍了法
国文化。

2017年，我在国家大剧院指挥演出
了中文版的马勒交响乐《尘世之歌》。
这部作品是奥地利作曲家马勒受到译
成德文的中国古诗集《中国之笛》中李
白、王维等人的诗作启发，谱写而成的
交响乐套曲。它曾是东西方在诗歌、音
乐、歌词译配方面交流融合的结晶，是
具有“中国魂”的西洋作品。通过将德
文译配为中文，用中文的句法与韵脚进
行演唱，让“中为洋用”回到了“洋为中
用”。

作为一名“90 后”，时不我待：90
岁，我开始在喜马拉雅开设交响音乐导
赏课程“让耳朵更聪明”；91岁，在抖音
开设“郑小瑛工作室”账号；92岁，执棒
第七十七场《土楼回响》；93岁，郑小瑛
歌剧艺术中心正式在厦门注册。通过
组建歌剧艺术中心，我希望打捞、呈现
优秀的中国歌剧作品，做它们的音乐

“孵化坊”。
1938年，抗日战争期间，史良给我

写下赠言：“幸运的小瑛，你要学着，追赶
着！负担起中华儿女应有的责任来，才
是真正的救国！”84年过去了，在音乐这
条道路上，我努力学习着、追赶着，为人
民走近音乐、热爱音乐搭建桥梁，为中
国音乐传承发展、走向世界不懈努力。

（人民日报 王佳可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