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来沪参加上海音乐学院民族声
乐系 !"周年庆和恩师王品素诞辰
#$周年活动的才旦卓玛，昨天接受
了本报记者的简短采访。

问!说说您与上海的感情!

答! 来到上海，%#&'年到上海
音乐学院学习，才知道唱歌是怎么
一回事，为什么要唱，怎么唱，唱给
谁听。这个学习过程要特别特别感
谢王品素老师。

问! 王品素老师让您最敬仰的

是哪一点!

答!我刚到上海汉语不好，唱得
也不好，我很着急，想跟着老师多学
习。但是，王老师竟然反过来先跟我

学藏语。她说跟我学藏语，才知道怎
样把藏族歌唱好，并且鼓励我不
要丢掉民族唱法的特色。老师
（业务水平）应该是比我高，
我没有想到老师还跟我
学。而且，正是由于老师
的坚持，我才有机会唱了
《唱支山歌给党听》。

问!目前您在忙什么!

答!我天冷的话主要
住在成都，还会经常回拉
萨、去北京，演出活动比较
多，但我还是很喜欢唱歌，

所以经常到处走。回成都没几
天，要去北京参加晚会录制。接
着，就是春节、藏历年，都是特别重
要的演出……
问!您对青年歌唱家想说点

什么!

答!我这次回到上音，看到民族
声乐系有那么多年轻人水平那么
高，感到非常高兴。我希望中国专注
于民族声乐的每一个人都能取得更
大成就。过去，贺绿汀老院长始终注
重民族音乐、民族文化，如今希望
注重民族音乐和文化的人越来越
多，那就更好。因为，一个民族没有
自己的文化，就等于不存在了。我
自己是第一批学民族声乐的学生，
也是受益者。我期望像我这样的人，
越来越多。

本报记者 朱光

民族音乐是文化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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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她的手机铃声也是这首歌!!"岁
才旦卓玛昨晚在上海再一次

“唱支山歌给党听”

! ! ! !对于藏族人来说，六七十岁
的年纪已经不太适合出远门了。
但是 '%岁的才旦卓玛，精神特别
好，行动也很自如，看起来也就五
十出头的状态。

才旦卓玛在上海的日程非常
紧凑，前晚录音到凌晨 %点，昨天
上午 #点又出现在上音教学楼参
加研讨会。因为是纪念上海音乐
学院民族声乐系 !( 周年暨王品
素老师诞辰 #&周年，来自大江南
北、各大音乐学院的歌唱家、教育
家都纷至沓来表达情谊。研讨会
时间延长了，但是，才旦卓玛依然
下午 )点就赶到大剧院，为晚上
的音乐会彩排。今早 #点，她又搭
上飞往成都的飞机，参加演出活
动，接着还要飞往北京，为中宣部
举办的晚会登场……

她是受歌唱家方琼的邀请来
到上海的。方琼透露，才旦卓玛近
几年来的社会活动、演出邀约甚
至比以前更多。但是，听说这一次
上音举办的活动是纪念她的老师

王品素，哪怕她有活动撞期了，还
是调整日程来到上海：“我的老师
的活动，我必须参加。”所以，除了
演出、录音等安排，她还前往王品
素老师的家以及王老师的墓地。
甚至，她还专门到录音棚，录制了
一首献给王老师的歌，此前，还与
大乐队一起排演了两次。每一次
排练，她都提前一两个小时到。

才旦卓玛的认认真真，是有
口皆碑的。她听说要开“研讨会”，
就担心自己的汉语水平还不足以
表达“深刻的思想”和“高度的觉
悟”，“我眼睛还老花了，万一看错
一行字，把关键的一句话漏了，那
更不好了。”于是，她建议带上西
藏歌舞团副团长顿珠同行：“他口
齿清楚，思想觉悟还高。”他俩还
合力写了一篇发言稿。

排练时，每一个与她一起唱
歌、录音的人都印象深刻。方琼
说，她排练时的状态，十分投入。
与才旦卓玛一起合唱的“雪域之
子”组合（见上图），也是毕业于上
音的藏族歌手。他们是 *((*年进
入上音学习的，如今已成为西藏
歌舞团的骨干力量。成员之一达

瓦加布表示，才旦卓玛老师的代
表作，都是藏族歌手的必修课，在
如今青年藏族歌手心目中，“才旦
卓玛老师依然在我们心目里排名
第一”。一起排练时，才旦卓玛就
像是邻家老奶奶一样，帮助“孩子
们”———青年歌手找到最合适的
表现方法，哪里要突出重音，哪里
要停顿，哪里要呼气，哪里要转音
等，都替他们一一分析到位，并演
示出来。而且，大家都不觉得她
“严格”，虽然自己都被指出了需
要改进的地方，但是依然感受到
她亲切、随和的气息。方琼感慨的
是，哪怕才旦卓玛自己的录音已
经完成了，但是她也要留下来：
“我要听孩子们唱得怎么样。”

达瓦加布说起才旦卓玛老
师，有着藏族小伙那种不容置疑
的口气：“老师唱歌特别好，优
点多了去，性格好得很，做事特
认真。”

除了唱歌，才旦卓玛与他们
谈得最多的就是“锻炼身体”，哪
怕多散散步也好。身体，也是“乐
器”，是歌声的“共鸣箱”。

本报记者 朱光

才旦卓玛马不停蹄沪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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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高高的额头，黑黑的秀发，'%
岁的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昨天
在上海大剧院“唱响中国的美好
声音”音乐会上，再度唱响了《唱
支山歌给党听》……

别人唱这支歌，大家能感受
到“这是一位歌唱演员在唱”，而
才旦卓玛唱，则感觉“这是她在唱
她自己的故事”。才旦卓玛在进入
上音学习之前，在西藏的生活十
分艰苦。所以，听她唱这首歌，能
充分感受到她动了真情，哪怕只
是在听筒里———才旦卓玛的手机
铃声也是这首歌，在接通她的电
话之前，就能先感受到她那沉甸
甸的情感以及感恩之心。

台下，衣着朴素的才旦卓玛，
回忆起王品素老师就停不下来。
%#&'年，才旦卓玛成为上音第一
批民族班的学生。“我到上海之
前，只是习惯了唱歌。如果没有王
品素老师，我根本都不知道唱歌
是干什么、是为什么。”在西藏，唱
歌对于年轻的才旦卓玛而言，就
像本能，和吃饭、睡觉一样，融入
了日常生活。所以，她从未想过：

“学唱歌是为什么”———这个问
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关乎
价值取舍。才旦卓玛回忆：“是王
品素老师告诉我，唱歌也是革命
工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为人
民服务，是为祖国歌唱。”王老师
还带她去看电影《聂耳》，让她明
白音乐、歌声在社会进步中产生
的影响力和爆发力，最终又是如
何鼓舞中国人民共同前进的。

这也就是为何才旦卓玛争取
到《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源动力。
%#!+年，她在校园广播里听到了
一首动人的歌曲，就是《唱支山歌
给党听》———当时是任桂珍首唱
的。曾经目睹过西藏农奴苦难生
活的才旦卓玛，觉得旋律感人万
分，歌词宛如心声，对此歌蕴含的
情感感触很深。所以，她找到王品
素老师，要求学唱。起初，大家并不
明白为何来自西藏的学生如此钟
情于一首普通话歌曲。后来，王老
师与她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发音，才
旦卓玛学会之后唱给作曲朱践耳
听，两位老师一致认为才旦卓玛的
诠释，确实感人肺腑，于是推荐到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一夜之间，这
首歌以及才旦卓玛的名字，红遍大
江南北。自此，这支曲目成为才旦
卓玛的代表作。她也更加明白“要
给人民唱什么样的歌”。

在歌唱艺术上，她也十分敬
佩王老师。王老师有一个观
点———民族声乐与语言发声密切
相关。才旦卓玛把这个观点具体
呈现，“我刚到上海时普通话说不
好，所以唱歌也唱不好，但是如果
把歌词换成藏语，我的发声就自
然了。”才旦卓玛的歌声里，有着
浑然天成的“高腔山歌”的唱法，
与意大利花腔女高音有着异曲
同工之妙。王老师打开了她的眼
界，“让我了解花腔女高音的那
种放松的状态和声音怎么拐弯的
方法。”最初，她也知道自己的歌
喉是有点紧的，所以也一直在学
习如何让自己的状态更好。即便
她在歌唱方面的造诣和成就，早
就人尽皆知，但是 '% 岁的她依
然谦逊地表示：“还是希望大家帮
助我……”

本报记者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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