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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小就耳闻石林教授的大

名! 年轻时在多场音乐会上聆听过他

演唱的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歌!比

如 "挑担茶叶上北京#"赞歌$%乌苏里

船歌$ 等以及中国许多著名作曲家创

作的有鲜明中国风的歌曲"牡丹之歌$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红星照我去

战斗$"小白杨$等!印象十分深刻&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 石林教授

依然宝刀不老!歌声还是那样的通透'

明亮'结实'圆润&他对音乐的表达'声

音的驾驭和作品的处理! 更是达到了

炉火纯青的境界&

在上音任教期间! 石林曾先后担

任过学院宣传部' 院办公室和声乐系

的领导&但他从未离开过教学一线&如

今!作为返聘教授!他每天的课程都安

排得满满当当&石林说(他一生最大的

心愿!就是让最美的民族声乐艺术!被

中国人民所接受'所拥有&

歌人合一

采访手记

师生同台放歌逐梦

石林教授的教学硕果累累，桃李满
园，是中国民族声乐教学领域颇具影响
的人物。

人们难以想象，如今已年近耄耋的
石林教授，本可安享晚年，但还一直以最
饱满的激情和最大的热忱，奔波在民族
声乐教学的第一线……

去年 !"月 "!日，石林教授带领他
的学生们，在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举办
了一场名为《逐梦放歌》的师生音乐会。
这也是继 !##$年的《星之泉·石林师生
音乐会》后，又一次用音乐会的形式，来
检阅其教学的成果。

此次音乐会，可谓是群星璀璨，风流
尽显。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十多位学生，竞
相登台献演了各自的代表曲目。琳琅满
目的作品，样式新颖、曲风各异、风格鲜
明。在参演的学生中，有艺术院校的教
授，也有文艺团体的领导、骨干，还有戏
曲剧种的领军人物和主要演员，更有多
位来自祖国边陲的少数民族演员。他们
文化背景、艺术修养、嗓音条件及对音
乐、歌唱的认识、理解各有千秋，经过善
于因材施教的石林悉心雕琢，于是，块块
璞玉，闪烁光彩。

在这台音乐会上，给人印象深刻的
有：第八届央视“青歌赛”民族唱法专业
组金奖获得者、上海音乐学院的女高音
歌唱家于丽红教授演唱的《我心永爱》；
活跃于海内外歌坛的著名男高音歌唱
家、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
周进华教授演唱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
太阳》；上海民族乐团的女高音歌唱家王
静演唱的《苗岭飞歌》……

在观众热情激扬的掌声中，%$岁高
龄的石林教授登台致谢，并演唱了电视
连续剧《木鱼石的传说》的主题歌《有一
个美丽的传说》，一曲音乐会的压轴节
目，将师生音乐会推向高潮。

一个甲子的歌唱之路

石林出身在一个世代与音乐无缘的
普通家庭。但他自幼就显露出众的音乐
天赋。十三岁那年，被招入中央音乐学院
华东分院（上海音乐学院前身）少年班，
专修钢琴专业六年。就在他上音附中毕
业时，乐坛巨匠贺绿汀院长倡议在上音
开办中国第一个民族声乐班，旨在培养
我们自己民族的歌唱家，并指定王品素
教授挂帅，在全国各地广泛地招收各民
族有歌唱潜质、才能的年轻人入学。

在附中学习期间，石林曾成功演唱、
录制过丁善德作曲的我国首部彩色木偶
影片《小小英雄》的主题歌。恰逢其时，得
天独厚的嗓音条件和具有扎实的音乐基
础的石林，放弃了钢琴专业的深造，进入
民族声乐专业学习。二十岁的他，从此走
上了一条长达近一个甲子的歌唱之路。

在大学本科学习期间，声乐系民族
声乐专业开展探索性实践教学，由贺绿
汀院长专门请来了河南的曲艺名家赵玉
凤，教他学唱河南坠子两年；同时，还安
排声乐艺术家蔡绍序为石林系统地传
授西洋唱法。就是在这样优越的环境和

美好的艺术氛围中，不负厚望的石林，
如饥似渴地尽情地吮吸着各种艺术养
料，茁壮地成长。到大学毕业留校任教
时，他俨然已是一名卓尔不群的民歌演
唱家了。

石林对声乐的理解，对各民族歌曲
的演唱技法，包括中国的戏曲、曲艺等
都有很宽泛、深刻的见地，这对他的教
学无疑是如鱼得水、相得益彰。

桃李满天下

在长年的教学生涯中，石林培养了
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纳西、蒙古和藏

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的许多歌唱人才，
同时还教授过许多戏曲演员。

当年，京剧科班出生的陈海燕，曾随
王品素学习过民族声乐。由于她从小就
浸润在中国戏曲的氛围中，养成了一种
演唱习惯，因此很难掌握更好的西洋科
学歌唱方法。陈海燕的事业发展到一定
的高度后，碰到了瓶颈。她感到有些困
惑、迷茫，甚至一度想放弃歌唱。在得到
石林循序渐进地悉心指导后，陈海燕的
喉咙更打开、气息更流畅、音域更宽泛，
声音的位置更稳定、高音更漂亮、歌唱的
整体共鸣更加强了。如今，已过中年的陈
海燕依然歌声动人。

石林对学生的爱护，胜过自己的子
女。二十多年前，于丽红在大三学习时，
突患视网膜脱落，若不及时住院开刀
治疗，双眼就有可能失明。但于丽红的家
人又远在东北，一时无法赶到上海。在这
紧要关头，石林义无反顾地以父亲般的
角色和责任，为她打理一切，担当所有
……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说起此事，于
丽红还会热泪盈盈。

前年春夏间，石林教授突患严重的
病毒性肺炎，不得不暂停手头的教学工
作，住院治疗。但他仍念念不忘盼望着他
上课的学生们。在回家养病期间，他仍见
缝插针地给学生辅导、指点……

去年盛夏，大病初愈的石林又应邀
风尘仆仆地赶往北京，与胡松华、姜嘉锵
等人一同担任“全国青年男高音声乐大
赛”民族唱法的评委。整个比赛非常激
烈，尤其在民族唱法中，参赛选手声音普
遍都非常好。但大多又存在一个通病：就
是中、高音区间，不能掌握换声技术。大
家凭着本嗓，扯着唱，对科学的歌唱方
法，意识不够，运用又不当。为此，石林专
门开设了一个讲座，通过对演唱技术要
素的讲解，传授从自然声区如何向高音
区顺利转换的科学方法。由于讲述生动
形象，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与会的年
轻男高音们都感觉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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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石林，是新中国培
养的第一代民歌演唱家和声乐教育家。

在长达一个甲子的歌坛人生中和半
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里，他矢志不渝，初
心不忘，永远捧着一颗爱乐之心，在追寻、
攀登着。石林在长期的舞台实践和教育探
索中，不断地总结、积累经验、教训，从而
形成了他一整套独特的教学理念和行之
有效的教学方法，即大胆借鉴西洋科学的
唱法，天衣无缝地融入了中国的民歌，乃
至于戏曲、曲艺的元素和精髓，走出一条
具有中国特色的声乐教学新路。

老老琐言 文! 剑箫卖的什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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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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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新民银发社区”，
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
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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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看望曲艺名家赵玉凤

有些老年人喜欢对着年轻人说

这样的话!"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

多$%由此引申出"我吃的盐比你吃的

饭还多%之类$

这是倚老卖老的夸张说法$

没错$ 老年人年纪大&见的世面

多&经验也丰富&这是资本$有了这个

资本& 对年轻人进行教育' 辅导'帮

助&乃至教训&就有了底气$

可是&老人家们也得想想!你过

的"桥%虽然多&但那些"桥%是不是真

的及得上现在年轻人走的那条"路%(

或者说&你过的)桥%&究竟是什么桥(

木桥&石桥&铁桥&还是斜拉桥( 如果

过的都是已经被淘汰或将要被淘汰

的"桥%&那你的"卖老%&对正在高速

公路上奔跑的年轻人有何帮助呢(

卖老&也要看卖的什么东西$ 假

使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年轻人

听了&非但无益&可能还有害呢$

当然&有些老年人确实有不少现

在看来毫不落后的见解'想法'思路'

经验'技术等&可以而且应当"卖%&因

为它们对于年轻人的进步很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