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wh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本版编辑/华心怡 视觉设计/戚黎明2018年9月8日/星期六

人物 9汇文 体

! ! ! !盛中国出身于音乐世家，父亲盛雪是著
名小提琴教授，母亲朱冰从事声乐。他们养
育了 !!个孩子，其中 !"个以音乐为专业，
共有 #人拉小提琴。盛中国是他们的长子，
自幼受中外音乐的熏陶和严格的艺术训练。
五岁开始随父学琴，七岁第一次公开演奏，
九岁时武汉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他独奏的
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人的经典作品，向
全国广播，听众大为倾倒，称赞他是“天才琴
童”。

!#$%年，盛中国以最优异的成绩考入
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年赴苏联莫斯科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留学，师从著名小提琴
大师列·柯岗。!#&'年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
第二届国际柴可夫斯基小提琴比赛并获荣
誉奖，受到比赛评委会副主席、小提琴演奏
大师金·巴利斯特的好评。回国后，曾同中央
乐团交响乐队等合作，成功地演奏了中外著
名小提琴协奏曲并去澳大利亚等国演出。

!#(#年，著名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来华
访问时曾与盛中国合作演出，并称赞他是
“我在中国演奏巴赫双提琴协奏曲的最好的
合作者”。!#)"年，盛中国出访澳大利亚举
行独奏音乐会，并与悉尼等四个城市的交响

乐团合作，演出了柴
可夫斯基作品以及
《梁祝》等作品。巡演
成功后，澳大利亚
*+,广播公司将盛中国的名字列入了“世
界最伟大的艺术家”之列。

盛中国对作品的理解和处理有独到之
处；演奏风格既热情奔放，又甜美细腻，富
于诗情画意、浪漫幻想。他的演奏很有个
性，不仅技巧出类拔萃，而且有很高的音乐
修养，演奏曲目的范围非常之广泛，既有古
典与现代的经典奏鸣曲、协奏曲和各个时
期的精致小品，也有中国的小提琴名曲。他
将音乐和个人的生活积累融汇在一起，真
情随音乐流露，充满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
生命力。

盛中国在国内外录制发行过十多张唱
片以及 ,-、!'盒录音带，曾荣获中国唱片
总公司颁发的金唱片奖。数十年来，他曾多
次应邀到亚洲、欧洲、大洋洲、南美洲的许多
国家以及港澳地区举办独奏音乐会，并多次
与国内外交响乐团和世界著名指挥、音乐家
一起同台演出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名曲。

本报记者 朱渊

不学文化不行
常宝华出生在天津一个贫苦的家庭里，

读书对他来说只是个奢侈的念头。幼年时对
门家的孩子每天背着书包上学，还给常宝华
展示自己的课本和文具，这让常宝华对读书
有了更深的渴望。大哥常宝堃从小就跟着父
亲常连安说相声，出去演出，家里的状况渐渐
好转，也有了余力供常宝华学习，于是常宝堃
就通过自己的好朋友把常宝华介绍到天津的
一个私立小学。可惜好景不长，八岁不到，在
北京开茶社的父亲来了一封信让常宝华去北
京学相声，就这样结束了常宝华一生中唯一
一段校园生活，只有短短 )个月。

初学相声，常宝华是极为不情愿的，那时
相声艺人地位比较低下，经常受到欺侮，“比
要饭的强不了多少”。老爷太太们躺在榻上抽
大烟，演员们就得对着榻前的竹帘子表演，甚
至要给太监磕头讨红包。常宝华想继续念书，
可一大家子人要生活，现实让他无可奈何。直
到新中国成立后，相声艺人才被称为“文艺工
作者”。常宝华说：“我是含着热泪接受这一称
号的。”

尽管没上成学，看书的习惯却伴随了常
宝华一生。年少时，小人书成了常宝华最重要
的知识来源。解放后，常宝华看书更多了，也
开始有了自己的标准———学的东西必须能学
以致用，跟相声不沾边的绝对不看，和艺术相
关的全都看。“不管是国内的国外的，比如易
卜生的独幕剧、莫里哀的独幕剧，这些都给我
很多启发。技好学，艺也不难掌握，但是我们
的修养、素质不是学来的，是养成的。怎么养
成呢？不学文化不行。”

我就是老百姓
“创作不到点儿，表演不起眼儿，混了大

半辈儿，弄个半熟脸儿。”晚年登台时.常宝华
常拿这句话总结自己的舞台生涯。!#$!年常
宝华拜相声大师马三立为师，历年来创作（包
括合作）相声、小品、快板等形式一百七十多
篇，全国各报刊发表五十余篇。退休后仍继续
进行创作、撰文、著书、教学，在舞台活跃 ("

多年，徒弟包括赵福玉、牛群、侯耀华等。他的
代表作品有相声《帽子工厂》、小品《语言医

生》等。常宝华老先生在舞台活跃 ("多年，将
一辈子都献给了自己热爱的相声艺术，获得
了不少荣誉。除了相声表演，他在上世纪 ("

年代编创的《帽子工厂》引领了相声要反映社
会现实生活的潮流，而创作的《追溯》，又开创
了介于相声和小品之间的表演风格。

艺术上德高望重，生活中的常宝华却十
分低调。'""(年，常宝华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
八宝山送别侯耀文，走向灵堂时却被保安拦
下。“这是常宝华！”队伍中有人大喊，常宝华
不断向同来送别的观众打招呼、鞠躬，用虚弱
的声音说：“谢谢你们来看耀文，大家辛苦
了。”这时一位观众喊道/“您是艺术家！”常宝
华摆摆手叹息道/“没有，我就是老百姓，耀文
也是老百姓。”一句话令众人都很感动。

提携后辈不遗余力
在 !#))年的春节晚会上，长期与自己的

侄子常贵田合说相声的常宝华，与当时还不
满 &岁的孙子常远搭档。如今，常远已是开心
麻花的签约演员，在喜剧之路上也走得更开
阔。去年常远参加《欢乐喜剧人》，冠军之夜里
特意请来爷爷助阵。在表演完之后，常宝华说
出了这样一番话：“我们应该无时无刻考虑怎
么去提升相声的档次。”

给青年相声演员的俱乐部捧场，常宝华
特意把攒底让给对方，说这是别人的主场，他
来说倒二。早些年开心麻花的舞台剧宣传难
做，为了吸引媒体报道，每次工作人员邀请常
宝华他都出席。即使走路已经需要靠家人搀
扶，一登台亮相，常宝华立马精神抖擞，一句
“我来陪你们说相声”让不少后辈动容不已。

常宝华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冯远征、
徐德亮、曹云金等均在微博上表达了对老先
生的悼念。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姜昆发文悼
念称“相声界又走了一位元老，欲哭无泪”。姜
昆如此评价常宝华，他虽然年长，但一辈子如
年轻人般朝气蓬勃；他是老艺术家，但是一辈
子以文艺战士的身份战斗在相声的舞台上；
他留下的一篇篇作品将永远地留在亿万观众
的心里；他播撒的欢笑，将永远地愉悦中国人
民的生活；他的功绩，将永远地铭刻在中国曲
艺艺术的功德册上。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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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盛中国的演奏风格，热情奔放又富诗
情画意，很具画面感，这和他热爱旅行不无
关系。他带着小提琴走遍全世界，也在旅途
中收集了 $"多把小提琴，于他而言，同样
珍贵的除了琴，还有每把琴背后的故事。

多年来无论到哪里巡演，盛中国都会
尽可能挤出时间在四处走走看看，他喜欢
去酒吧、音乐厅、图书馆、画廊、博物馆、旧
货市场等，在不经意中能淘到很多满意、喜
爱的东西。在他的自述中曾提及：“我家墙
上的画有日本的，有中国的，历史都不下几
百年，看着它们，养眼又养心。”

!##&年，盛中国受邀参加国家旅游局、
铁道部组织的“东方快车之旅”，乘豪华列
车从北京出发到乌鲁木齐，全程 !周时间。

那次旅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看到了
麦积山、莫高窟、新疆的坎儿井等世界文化
宝库。

体验各地生活，让盛中国了解幸福可
以很简单：“在新疆时，看到人们把床放在
一个葡萄架下，有清澈的冰山雪水沿着水
渠从床下经过，渴了可以喝清凉的水，饿了
可以伸手就摘到葡萄，旁边有烤羊肉串、
馕，剩下时间就是弹琴唱歌了。在火焰山，
我按照当地人的指点，把鸡蛋埋在沙土里，
然后作上记号，等我们从景区出来那鸡蛋
还真的熟了。”

盛中国总是劝说学音乐的孩子要多去
外面的世界走走看看：“既能提升自己的视
野，对工作和生活也是益处无穷。”

盛中国其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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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声界，常
家与侯家、马家被
称作“中国三大相
声世家”。常家的
著名相声表演艺
术家常宝华于昨
日在北京海军总
医院逝世，享年
88岁。常宝华一
生投身相声事业，
一辈子追求相声
的传承与创新。天
堂又多了一份笑
声，他在人间留下
的艺术传承始终
长青。

昨 晚 20时 30
分，著名小提琴家盛中
国因心脏病突发抢救
无效，在北京逝世，享
年77岁。作为中国交
响乐团国家级小提琴
独奏家，盛中国是最早
在国际上为中国争得
荣誉的小提琴家之一，
代表作品有《梁祝》等。
他被誉为“最迷人的小
提琴家”“中国的梅纽
因”。他的名字被澳大
利亚ABC广播公司写
入了“世界最伟大的艺
术家”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