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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喝彩
和平区新华南路小学四年（1）班 景子涵

今天，由培训机构举办的
爵士鼓音乐会选拔赛开始了，
我激动地走上舞台。

台下郝老师的目光聚集在
我的身上，我在心里默默地给
自己加油。这时，熟悉的《Roll�
inginthedeep》音乐响了起
来，我开始从容不迫地表演，一
会儿抛抛鼓棒，一会儿节奏加
快……

我从一年级的暑假开始学
习爵士鼓。教我们的郝老师是
位中年男子，留着齐颈“长”发，
爱穿立领的白色中山装，艺术
家派头十足，因此我们明里暗
里都叫他“艺术家老郝”。

可郝老师每次上课又不像
艺术家那么一本正经，古铜色
的脸上总是挂着若有若无的神
秘微笑，伸长脖子左顾右盼，检
查谁鼓棒放反了、谁谱子没翻
对页。这时候的他，像极了丰
子恺笔下那只“高傲的鹅老
爷”，对着不听话的同学会“引
吭高歌”。也许是被他周身弥
漫的趣味儿所吸引，我们都不
由分说站在鼓架前，静候他“指
点江山”。就这样，几乎每节课
都轻松而有收获。

一次课上，郝老师说：“有
请‘空气’给我们演奏《小蜜
蜂》。”因为当时我像小矮人似
的站在巨大的鼓架前，连脑袋

都被挡住，被他戏谑为“无人驾
驶”，似乎只是“空气”。在同学
们的阵阵笑声中，我熟练地打
起鼓来。完毕，郝老师立马鼓
掌，大声说：“四个字！”同学们
愣了一下，飞快反应过来，齐声
叫道：“打得真好！”可他显然很
不满意，摇头晃脑地纠正：“筝
筝真棒，筝筝真棒！”

咦！这不是八个字吗？郝
老师笑眯眯地说：“我虽然没说
是几组四个字，但你们要有想
象力，学爵士鼓也是如此！”我
们恍然大悟，笑得前仰后合，笑
岔气的我一不小心跌倒在地。
郝老师连忙伸出手作势要拉
我，可我刚把手递出去，他随即
把手缩回，在我的脑门上轻轻
弹了一下，嗔怪道：“还不快
起来？”我像小老鼠被突然夹了
尾巴一样，噌地一下蹿了起来。

两年多，我的个头长高了，
再也不是“无人驾驶”；技艺提
高了，再也不是只会演奏入门
级的《小蜜蜂》，可郝老师的
“长”发中却多了几缕银丝。

表演结束后，台下响起了
雷鸣般的掌声。郝老师第一时
间和妈妈走过来与我击掌庆
祝。这次他一本正经地说：“太
棒了，我都看呆了。”我开心地
笑了！

指导教师：赵英

艺术家老郝
和平区昆明路小学四年（6）班 田栩筝

成长的乐章
和平区新星小学三年（4）班 王子墨

“大雪”节气过后的周六，
天刚蒙蒙亮，我已经迫不及待
地从床上爬起来。手指在大阮
的弦之间来回穿梭，开始对着
新谱子“自修”，音符从指尖流
出，所感受到的是无尽的喜悦
与满足。

去年的暑假，在蝉鸣的聒
噪声中，我和一群小伙伴端坐
在音乐培训机构的教室里，目
光齐刷刷地投向老师怀中抱着
的一件乐器。那乐器个头不算
小，圆圆的木面上有两个圆
洞。老师介绍，它叫大阮，还有
中阮、小阮、高音阮、低音阮。
我们非常好奇，盼着老师赶紧
弹奏一曲。

仿佛看透了我们的小心
思，老师扬手示意我们安静，她
轻声说：“听，阮。”随后抬手拨
弦，弹了一首《梁祝》。老师一
头乌黑长发，纤细修长的手指
拨着阮弦，浅栗色的木质阮面
上覆着一层厚厚的包浆，让我
对老师心生敬意。“却将江上风
涛手，来听纱窗侧阮声。”老师
说，这是宋代刘过的《听阮》诗
句，阮并不是一件冰冷的木制
乐器，在它背后，是悠长的历
史，是深厚的文化底蕴。

轮到我们自己上手了。我
压下心头的激动，挺直腰板，回
想着老师的样子，左手按弦，右

手拨片。“噔”，短暂又紧绷的声
音回响在屋里，与刚才听到的
完全不一样。再拨几下，仍没
有改变。我犯了难，无助地看
向老师。她露出亲和的笑走上
前来，手压在我的手指上，用力
向下一按，再拨动琴弦，悠扬动
听的声音传出。我的心思却被
手上的疼痛夺去，松开一看，指
腹赫然出现几道红痕。我暗暗
叫苦，然而暗暗瞥向周围埋头
练习的同学，我的好胜心又被
激起，便顾不上手疼，再次卖力
抚琴。一节课下来，指腹火辣
辣地疼。

课间，我跑到老师身旁，向
她抱怨手指疼痛。她笑而不语，
牵过我的手放在她左手的指尖
上。一摸，便能摸到厚厚的茧。
“谁会不疼呢？只不过是因为热
爱，所以能忍下罢了。”老师说。

妈妈给我买来一把大阮，
我真的坚持学了下来，学得越
久，便越爱。夏去春来，秋去冬
来，每每拿到新谱子，心中就会
泛起涟漪。
“听，阮。”今天，我突然明

白了那些国粹艺术传承人的
心！真希望能下一场雪，雪花
静静落下，仿佛音符从天而降，
与我日渐熟练的琴音应和着，
那一定会很自然和谐。

指导教师：李蝉伊

听阮
和平区新星小学六年（3）班 李文晴

最动听的乐声
和平区西康路小学
六年（1）班 丁安可

上周六，我与一个志愿者团
队来到一家助盲机构，为三十多
位视障老人表演二胡独奏。

演出开始时，我看到爷爷奶
奶们都身体前倾，侧耳倾听着同
伴的小提琴演奏。最令我印象深
刻的是一位戴着墨镜的爷爷，他
侧着头，手里举着手机，使劲伸向
表演者的方向。辅导员告诉我，
他这是录下来，以后可以常听。
我备受鼓舞！

该我演奏了。抚摸着自己熟
悉的二胡，看到台下老人们专注
的神情，我紧张的心刹那间安静
了下来，非常投入地开始演奏起
来。一曲如泣如诉的《二泉映月》
述说着一位盲人心中无限的惆怅
和对光明的向往，旋律委婉流畅、
跌宕起伏，曲调时而宁静低沉，时
而慷慨激昂，我竭力要把不向命
运屈服、追求美好生活的意境表
现得淋漓尽致，月光、流水变成了
一个个动人的音符，从琴弦上流
泻出来……

那是一个夏夜，月很圆，我和
妈妈在家附近的小公园里遛弯。
一阵悠扬的二胡声，伴随着月光
的流动缓缓传来，夹杂着人们的
赞美之声：“哎呀，小姑娘拉得真
是太好听了！”我挤进人群中，看
见了一位与我一般大的女孩正在
拉二胡，琴弓在她的手控制下正
在弦上舞蹈着，她的右手带动着
琴弓，像被赋予了生命与情感，自
由流畅地在弦上滑过，犹如一只
飞鸟自由飞翔；左手则握着细细
的琴脖，手指在弦上舞着，做着繁
多的花样。

仅仅一个细长的琴杆，一个
雕花的琴筒，两根简单的琴弦与
一张普普通通的马尾弓，竟能演
奏出月光悠悠，也能奔腾出千军
万马。这让我很羡慕，从此便开
启了拜师学二胡的艰辛旅程。掌
握基本功之后，我就特别喜欢忧
伤婉转的《二泉映月》，尤其知道
了曲作者是盲人阿炳后，就更加
感受到曲中带有盲人的几分坚毅
与自强不息。从此，阿炳成了我
的榜样，我坚持不懈地练习……

一曲完毕，当我听到台下雷
鸣般的掌声时，喜悦中突然感到
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仿佛自己
就是那个在公园里赢得人们赞美
的女孩！

这时，一位拄着拐杖的奶奶
在志愿者的引领下走到我面前，
紧紧地拉住了我的手，又摸了摸
我的脸和头发，微笑着对我说：
“你拉的二胡真好听，谢谢你，真
是个好姑娘！”我的内心一颤，深
深地感受到音乐对他们来说是多
么的珍贵。

就像演出现场的横幅“我的
乐声，你的眼睛”，对于这些看不
见世界的老人们来说，音乐让他
们看到了世界的五彩斑斓。

刹那间，我觉得世上最动听
的乐声，就是我为盲人演奏的这
首《二泉映月》。

指导教师：张雯淼

自从上学期加入学校管乐
团之后，我吹单簧管的用气技巧
越来越娴熟。

上周日在家里，我把单簧
管的笛头放到嘴里，手按着金
属键，再次吹出了那首振奋人
心的《欢乐颂》。坐在一旁的妈
妈似乎被感染了，马上拿出手
机录了一段视频，然后发到朋
友圈。

转天大课间时，班主任突然
走到我身边，她微笑地说：“昨天
我看到你妈妈发的朋友圈了，你
吹的《欢乐颂》真是越来越棒
了！”我的脸一下子红了：“我现
在已经会吹许多曲子了。”“那太
好了！”班主任拍拍我的肩膀，
“新年快到了，到时学校肯定会
有文艺表演，你要做好代表班里
演出的准备，上次你已经演奏了
《欢乐颂》，这次换个曲目怎么
样？就吹《我和我的祖国》吧，回
去好好准备一下。”

没等我回答，班主任便大步
流星地走了。我只会照着谱子
吹《我和我的祖国》，很生疏，还
不会背谱呢，何况距离新年只有
20天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
能全部流利地背下来谱子吗？
如果在演奏过程中掉链子，那同
学们会不会喝倒彩？我对自己

有些没信心！
当晚回到家，我把这一烦

恼向妈妈倾诉。妈妈鼓励我
说：“要相信自己，时间还来得
及，这也正是考验自己的时
候！”于是我下定决心，每天坚
持背谱练曲。

这几天晚上，我翻开密密麻
麻的谱子，先吹了两遍第一小
节，第一遍我照着谱子吹，而第
二遍我是不看谱子吹的，这样第
一小节就背好了。以后每一个
小节我都是按照这个方法去背，
只不过背时还要加上前一个小
节，以加深印象。即使有的地方
吹错了，但我也不气馁，会反复
地练习这一部分，直到非常熟练
了才肯罢休。说来也奇怪，我用
这种方法居然仅三个晚上就能
背下来整首曲谱了！

乐曲像一个轻巧的精灵蹦
来跳去，我的手指此起彼伏地跳
动着，美妙的音符在屋里游动、
萦绕.……“听着，真是一次比一
次好！”妈妈欣慰地说。

我突然问妈妈：“演出时，
同学们会为我喝彩吗？”她竟然
所答非所问：“要先为自己喝
彩。”不过，妈妈这句话，让我士
气大增！

指导教师：刘雨婷

一个周六的午后，我在家
里练习弹琵琶。

我不间断地练习了两个小
时，架在腿上的琵琶犹如巨石
般地沉重，然而手指是那么僵
硬，原本欢快的曲子竟被弹成
了“汉宫秋月”般悲凉。枯燥和
烦躁包围着我，半年前加入学
校民乐团的喜悦早被乏味冲刷
殆尽。此时我头脑中只有一个
念头：逃离，下楼透透空气！

第一次上琵琶课，老师给我
们讲了琵琶的历史与演变。“琵
琶被称为‘弹拨乐器之王’，历
史上的琵琶其名为‘琵’与‘琶’，
是两种弹奏手法的名称，琵是右
手向前弹，琶是右手向后挑……”
老师说得滔滔不绝，我听得也入
了迷。

初秋时节，小区里的夏日
千娇百媚的花朵有些颓败，可
紫薇却依旧烂漫似锦。远远有
乐声拂来，惊起了栖落紫薇花
下的喜鹊，那乐声里有葫芦丝、
三弦、二胡，甚至有一对小镲，
不时发出清泠泠一响，惊住了
行人的匆匆步履。

循声走近，几位老人各自拨
弄着手中的乐器，让乐声飞扬而
出。音律穿过阳光，隐没在缤纷
的紫薇花丛中，像一只走失的小

雀终于寻至了暖巢，惊慌疲惫的
心灵有了可依靠的归宿。

乐曲暂歇，一位坐在马扎
上五十多岁的阿姨开始拉小提
琴，音色细腻而悠长，穿透了三
两围观者和几个孩子的嬉笑，
缓缓流淌入我的耳中。只见她
双目微合，却不是陶醉，而更像
是一种平静；头微微左倾着，不
像是演奏者，反倒像个倾听
者。我仔细地听着，不是初学
者经过不断练习后奏出的熟练
而麻木，也没有音乐会上独奏
那充满技巧的颤音，却恰到好
处地将演奏者所有的情感流
露，更像是一种倾诉。

乐声、琴声，还有紫薇和喜
鹊，构成了一幅律动和谐的画
面。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形容
此时的景致与自己的心情呢？
我在旁边苦思冥想许久，却未
能寻见恰到好处的言语，只是
觉得时光绚烂，岁月犹如一首
音乐。自学琵琶那天起，自己
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怎么今
天会感到乏味呢？

回到家，我把目光投向角
落里的琵琶，再次拿起，然后架
起，让梦想之音慢慢重启，奏响
了自己成长的乐章。

指导教师：刘子晗

音乐之声
贝多芬曾说，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在同学们

眼中，音乐之声，不仅让课余生活变得轻松、美好，更是自己成长的乐

章。同学们在分享自己对音乐的热爱与感悟时发现，音乐无需解释，是

每个人都听得懂的语言，它跨越时空，给人们带来深入灵魂的感动。 杨丽莉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