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杰出的音乐表演大师”“最迷人的

小提琴家”“中国的梅纽因”……这是世界

音乐界权威人士对他的赞誉。

他是最早在国际上为中国争得荣

誉的小提琴家之一，将中国的《梁祝》等

传 统 戏 曲 以 崭 新 的 形 式 带 向 世 界 各

地。他与日本钢琴家濑田裕子喜结异

国姻缘，成为备受瞩目的音乐界“黄金

搭档”。

他说，小提琴演奏，左手要长在琴

上，右手的血脉要流入弓里。

他 说 ，小 提 琴 演 奏 家 在 台 上 是 天

使，在台下更要是天使，要懂得用艺术

的眼光来安排生活。

他的名字中，就盛满了浓浓的中国情。

“我这辈子就跟你在
一起了，我的快乐、痛苦”

第一次见到小提琴演奏家

盛中国时，记者差点没能认出

他来。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有

着一头洋气的卷发，鼻梁上架着

一副考究的墨镜。直到不少人

围住他索要签名，才敢肯定：的

确是他。每到一处，只要盛中国

往那儿一站，就成了一道地标式

的风景——与之合影的琴童的

眼神中都流露出兴奋与满足。

今年 73 岁的盛中国，眼睛

炯炯有神，身材挺拔潇洒，语速

快、笑声朗，从内到外给人一种

特别的感染力，让人不忍尊称他

为“盛老”。他告诉记者，自己的

保养秘诀就是始终处于忙碌状

态。“成就感是一个男人最好的

护肤品。无暇顾及琐碎，心胸自

然开阔许多，也就年轻了。”他说。

这样一位偶像人物，在小

时候，也有自己的偶像。

“小时候，我父亲经常拿出

手摇留声机来，播放克莱斯勒、

海菲茨、梅纽因等名家的唱片。每当听

到那些曲子，我就会浑身发颤，情不自

禁地掉眼泪。”盛中国说，父亲见到此

状，鼓励他说：“孩子，你好好练，总有一

天，你会像他们一样。”

1979 年，梅纽因访华，在北京红塔

礼堂，他与盛中国同台，合奏巴赫双小

提琴协奏曲。“梅纽因就站在我身边！

简直难以置信。后来，梅纽因还给我题

了字、写了信，说我是他在中国演奏巴

赫双提琴协奏曲的最好的合作者。”盛

中国动情地回忆说。

盛中国的父亲盛雪是中国著名的

小提琴教授，母亲朱冰从事声乐。他们

养育了 11个孩子，其中 10个以音乐为专

业，共有 9 人拉小提琴。长子盛中国，自

幼受到中外音乐的熏陶和严格的艺术

训练。“我小时候从来没玩过，也不奢望

爸爸让我玩。”他说，一年四季，只有除

夕夜可以不拉琴。

盛中国的童年没有玩具，小提琴就

是他最好的伙伴。“我记得有一次，看着

手中的提琴出神，不由自主地用脸蹭它

的虎纹，心想：我这辈子就跟你在一起

了，我的快乐、痛苦，一切都跟你在一起

了。”盛中国从小就有这样一种感觉，

“手中的琴是有生命的，它最理解我，也

最懂我。”

盛中国现在有 60多把小提
琴。他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
是先拉半小时到一小时的琴，然
后才洗脸刷牙

盛中国现在有 60 多把小提琴。他

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是先拉半小时

到一小时的琴，然后才洗脸刷牙。“这已

经成了习惯，我每天都要先跟它问早

安。”每买一把新的小提琴，哪怕是睡

觉，盛中国都要将它摆在身边。他将小

提琴比做画家的调色板，希望自己拉出

“狂怪求理、虚实相生、音逝神往、诗情

画意”的五彩斑斓。

“提琴的大美就是它的歌唱性，演

奏者不同的风格演绎出不同的神采，同

时也必须符合艺术规律。”盛中国一直

在狂怪中求“理”。“拉琴的最高境界是，

拉到琴外面去，成为一股仙气。”他说。

小时候，父母让盛中国看《古文观

止》。在这些名篇中，他接触到了中国

古代文人的风雅、气节。“中国音乐的

美，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中皆

有韵律。”与此同时，盛中国还广泛涉

猎海涅、济慈、拜伦、莎士比亚、普希金

等人的作品。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公派

出国学习音乐的留学生，在莫斯科的 4

年 ，他 去 过 很 多 博 物 馆 ，看 了 很 多 名

画，每周都听音乐会，博采世界艺术众

长，在潜移默化中，盛中国形成了自己

的艺术风格——既有中国的水墨和诗

词所表现的婉约，也融入了国外很张

扬的东西。

音乐的艺术气息也渗透进他生活

的点点滴滴。在盛中国的演奏会上，他

很少穿重复的衣服，而且衣服的样式、

颜色都由他自己一一设计。他的住所

四壁立白、朴素简洁，但是处处透着艺

术气息。沈宗骞的《名山读书图》、日

本室町时代狩野的《富士山图》、中国

的山水风景画、大提琴状的椅子、具有

200 年历史的意大利茶几……盛中国

说，这是一种对美的追求，对美的崇尚。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两根琴
弦，一根是天使的琴弦，一根是
魔鬼的琴弦。真正的艺术家，能
够帮助人们拨动内心那根天使
琴弦。”

盛中国希望，能够用手上的琴塑造

一 代 人 ——“ 有 品 位 、有 道 德 底 线 的

人”。在他看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两

根琴弦，一根是天使的琴弦，一根是魔

鬼的琴弦。“真正的艺术家，能够帮助人

们拨动内心那根天使琴弦。”他说。

盛 中 国 始 终 认 为 ，只 有 内 心 充 满

爱，表达出来的音乐才是真实感人的，否

则就是作秀。现在，他将做公益事业当成

了分内的事。视提琴如亲人的他，至今已经

卖了3把提琴。“第一把卖了50万元，给贫困

山区捐了25个塑胶操场。第二把卖了100

多万元，捐给了老家的基金会。第三把卖了

180万元，捐给了中国扶贫基金会。”“5·12汶

川大地震”发生后，他第一时间捐出400万

元。此外，每年他还举办多场分文不取

的义演。他曾连续 10 年自筹资金举办

北京市青少年音乐比赛，还经常到国内

各大学演讲，积极推动中国音乐事业的发

展……弦内拉到弦外，不变的是爱。

拨动人们内心的“天使琴弦”
——访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

本报记者 钱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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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中国

对于一些观众来说，演员刘之冰并

不是一个“熟脸”。其实，身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团长

的他在许多军旅、战争题材影视剧中担

纲重要角色——1987 年《解放》饰演李

本子、1989 年《开国大典》饰演毛岸英、

1995 年《敌后武工队》饰演马鸣、2000 年

《黄埔军人》饰演蒋介石、2003 年《新四

军》饰演黄江河、2005 年《警中警》饰演

常 健 、2008 年《邓 子 恢》饰 演 邓 子 恢 、

2010 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重

点献礼影片《飞天》中饰演张天聪……

用刘之冰的话说，从解放前到改革

开放后、从步兵到航天员、从士兵到将

军，他几乎把中国各个时期、军种、级别

的军人形象演了个遍——演军人，刘之

冰乐此不疲。今年国庆期间，由刘之冰

主演的影片《门巴将军》将在全国公映。

《门巴将军》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讲

述了现任西藏军区总医院院长李素芝

的感人事迹。据记者了解，在西藏，当

地的老百姓都知道“门巴（藏语医生）将

军”的事迹，把李素芝奉为“活菩萨”。

1976 年，李素芝放弃了上海优越的生

活、工作条件，主动申请到西藏支边。

入藏 37 年来，他一心为西藏各族群众服

务、为基层官兵服务，通过精湛的医疗

技术和良好的医德医风，为推动西藏医

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促进各民族团结和

社会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开展了

150 多项新技术攻关，其中 20 项创世界

高原医学奇迹，36 项属国内首创，获国

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 35 项。他的足迹

遍及西藏所有县乡，免费救治病人 100

多万人次。在他的努力下，西藏军民急

性高原病的治愈率达 99%以上，驻藏部

队连续 17 年没有一名官兵因急性高山

病死亡。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的李素芝，用

真心真情感动了西藏的百姓。

接到《门巴将军》的拍摄邀请后，刘

之冰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剧组，于冬季进

藏开拍。“在西藏，冬季是异常艰苦的，

不仅天寒地冻、漫天飞雪，空气含氧量

比平时更低，这些对 50 岁的我来讲，的

确是个挑战。”刘之冰说，“但是，每每想

到李素芝，想到他那么年轻就来到西

藏，一干就 30 多年，做了那么多事，浑身

就充满力量。”就这样，刘之冰和《门巴

将军》团队在海拔 4800 米的高原整整拍

摄了一个多月。

起初，记者很想知道刘之冰在西藏

吃了多少苦。令人意外的是，刘之冰对

这些只字不提。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

刘之冰才给出了这样的回答：“做每一

行都得吃苦受累，做演员也是如此。而

且，这一行所经受的磨难跟许多职业比

起来根本不算苦。所以，我觉得我们吃

的苦没必要让观众知道。真正重要的

是尽全力演好角色，把片子拍好，给观

众呈上一部有分量的影片。”

“ 很 多 主 旋 律 电 影 本 身 题 材 很 精

彩、内容很扎实、人物很感人，可由于陈

述方式和表现手法的问题，导致最终的

影片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显得假大

空，观众不喜欢看。”刘之冰说。为了演

好李素芝，刘之冰无时无刻不在琢磨。

除了翻看资料，他还去找李素芝本人聊

天，找他的家人聊天，找藏民聊天。“只

要提起李素芝，那些藏民的眼神就肃然

起敬。他们握着我的手，聊起李素芝将

军救助他们的种种事迹……可以感觉

到，那份尊敬和感动是发自肺腑的。”刘

之冰说，“我有责任把李素芝，把他的精

神原原本本地呈现给所有人。”

《门巴将军》中有一场戏，刘之冰演

得特别出彩。这场戏讲的是，李素芝为

了克服高原病的难题，连续几年未能回

老家看望家人。一天，李素芝正在工

作，他母亲病危去世的噩耗却忽然传

来。“李素芝在西藏救了多少人的性命，

可自己的母亲病重直至去世，他却什么

也做不了。他有多痛，我能够体会。”刘

之冰说。因此，在戏中，当得知母亲去

世后，刘之冰扮演的李素芝对着家乡的

方向深深一跪，嚎啕大哭。刘之冰说，

他要把李素芝对母亲的思念与歉疚的

情绪统统宣泄出来。如此真实地表现

一位共产党员、一位军人感性的一面，

在一般的影视剧作品中确实少见。

记者问刘之冰的好演技从何而来，

他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演技

不是教出来的，而是靠自己的勤奋和悟

性。“关键要发自内心地尊重和热爱演

员这个职业，而不是把它当做牟取暴利

的差事。这样，在演戏时才能心平气和，

才能专心致志。”刘之冰说，“更重要的

是，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有责

任、有义务向他们传递快乐、善良、幸福

的信号。这也是一名演员的职业道德。”

《门巴将军》新闻发布会当天，刘之

冰认认真真地与李素芝一家在人民大

会堂合了一张影。他告诉记者，自己刚

刚获得了第八届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

术工作者的荣誉称号，这是他向李素芝

学习的最真诚的答卷。

小 提 琴 手 、中 提 琴 手 、大 提 琴

手、短笛手、长笛手、双簧管手、圆号

手、小号手……所有人的目光都聚

集在他的身上。

34 厘米的指挥棒、两平方米的

指挥台就是他的“世界”。

与大提琴巨匠罗斯特罗波维奇

合作后，被罗大师称为“一位才华横

溢的年轻指挥大师”；2000 年，他被

《中国青年》评为“可能影响中国 21

世纪的 100位青年”之一。

他就是李心草，中国国家交响

乐团首席常任指挥，当今乐团最活

跃、最受欢迎的青年指挥家之一。

“只要是音乐就想学”

一张娃娃脸、一身休闲装扮、一

个充满青春气息而又谦虚平和的年

轻人，难怪圈内很多人都亲切地叫

他“小草”，这是李心草最初给记者

留下的印象。

翻开他的简历，你会震惊。20

岁时，他就与上海交响乐团等国内

著名乐团有了成功的合作；23 岁，他

即成为中央芭蕾舞团管弦乐团首席

指挥；28 岁，他便率领中国国家交响

乐团在世界各地进行了历史性的访

问演出。他也是首位进入维也纳国

家歌剧院执棒维也纳交响乐团的华

人指挥家，他的足迹遍布全球，许多

西 方 观 众 在 听 了 他 的 音 乐 会 后 都

说：“李心草率领下的这支乐团是值

得我们顶礼膜拜的。”

“你相信么，12 岁之前我根本不

知道钢琴是何等模样。”李心草的话

刚一出口，记者着实吃了一惊。

9 岁那年，在云南保山的一家商

店，李心草无意间发现了一盒磁带——

音乐广播剧《贝多芬》，便央求外公

买了下来。从此，儿时的李心草完全

被音乐迷住了，每天反反复复地听这

盒磁带，“长大后一定要去维也纳学

习音乐的想法”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开

始萌芽。3 年后，云南省艺校来保山

招生，李心草瞒着家人前去应考，结

果只会吹几下口琴的他被招考老师

一眼相中，便进了省艺校开始学起了

长笛。“不论是长笛还是其他乐器，只

要是音乐就想学。”李心草这样描绘

当时热爱音乐的迫切心情。

长笛 5 年，李心草却学得很不专

一，因为他被指挥迷住了。于是，利

用学习长笛的业余时间，他着手组

建了一个学生乐团。

1989 年，李心草考入中央音乐

学 院 指 挥 系 ，师 从 著 名 教 授 徐 新 。

1992 年 6 月，旅美华人指挥家胡咏言

来到北京挑选助理指挥，李心草幸

运地被选中了。当年 12 月，胡咏言

推荐李心草到中央乐团任陈佐湟的

助理指挥。1993 年，在全国首届指

挥大赛上，李心草荣登榜首。

之后，李心草的音乐道路一帆

风顺。1994 年夏天，李心草从中央

音乐学院指挥系毕业，被分配到中

央芭蕾舞团。两年后，他考取了全

世界知名的音乐大学——维也纳音

乐 大 学 指 挥 系 艺 术 家 学 位 研 究 生

班，开始了维也纳的音乐寻梦之旅。

一路走来，李心草义无反顾地

爱上了音乐，选择了与音乐相伴终

生。“我还是很幸运的，老天给了我

音乐上的天赋，我做着这辈子最喜

爱的事情。”李心草这样总结道。

“指挥棒要么价值千金，
要么一文不值”

7 月底，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与韩

国 KBS 交响乐团在北京进行了首次

合作演出。下半场，由李心草指挥

国 交 演 奏 了 德 奥 经 典 作 品 —— 理

查·施 特 劳 斯 的 交 响 诗《英 雄 生

涯》。李心草对于《英雄生涯》的把

控极为到位，他对这部巨作的解读

令乐队和观众沉醉。

“对于演绎德奥经典作品尤其

是对施特劳斯作品风格的掌握上，

我算是获得了比较广泛的认可。”李

心草显得颇为自信，“这些都得益于

我在维也纳学习的 3 年。在那 3 年

里 ，我 更 亲 密 地 接 触 到 了 西 方 音

乐。在那样的氛围下，我对指挥、对

音乐都有了更深层次的感悟。”

“指挥是乐队中唯一不发声的

‘乐器’，要靠别人发出声音。因此，

指挥，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把自己理解

的音乐传递给乐手、传递给歌唱家，最

后传递给观众，这才体现了指挥的价

值。”说起指挥和指挥棒，李心草滔滔不

绝起来，“我一直有这么一个观点，指挥

棒要么价值千金，要么一文不值。”

李心草告诉记者，要想了解一

个指挥，不是到演奏厅，而是应该到

排练场。在排练的时候，指挥家的

手势是传达意义的。他要通过手势

来告诉乐队，哪里应该轻、重、强烈、

弱化、激情……“指挥一定要让乐团

的人信服你对专业、对音乐的理解

和认识，这也是最基础的一部分，剩

下就是你怎么去跟大家打交道，在

排练时也好，台上也好，台下也好，

生活当中也好。”

“用最通俗的语言普及交响乐”

近年来，为普及高雅音乐，李心

草在积极奔走。他经常在全国各省市

及众多大中专院校举行音乐讲座和演

出，受到广大音乐爱好者的追捧。

“交响乐的普及不是一代人甚至

几代人能够完成的，是持久的事业。

李德伦先生将毕生精力都用在了普及

交响乐上。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是巨

大的。”李心草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

事。1994年正值李心草大学毕业，李

德伦带着他去广东做交响乐的巡演普

及活动，当地观众的热情非常高。如

今，很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李心草

还经常会在演出的间隙遇到慕名前来

的观众，非常感动地向他表示正是当年

的广东巡演活动让他们有机会接触交

响乐，并从此喜欢上了交响乐。“李大爷

已经去世 10多年了，但是这种影响一

直都在。能够把艺术传递出去，我感到

很欣慰。”李心草很是感慨。

而和别的艺术家不同，李心草

做 交 响 乐 的 普 及 活 动 有 自 己 的 一

套：“我是在李大爷的基础上又做了

些许改变。我会用最通俗、最简单、

类 似 流 行 音 乐 的 语 言 来 讲 述 交 响

乐，让观众在轻松之中看懂指挥语

言并慢慢接受交响乐。”同时，他还特

别注重台上台下的互动。在李心草

所做的普及活动中，经常是台上、台

下一片欢笑声。“每次为那些可爱的

孩子演出，我都特别兴奋。我会用一

套‘轻松快乐走进交响乐’的方式来

传播交响乐，观众只需要带着耳朵来

现场即可感受交响乐的魅力。”

同时，李心草也坦言，普及交响

乐的工作来自一点一滴，目前职业

音乐家数量有限、演奏交响乐场合有

限，音乐家还要生存，不可能天天去开

普及交响乐会，最有效的途径是从普

通中小学生的音乐课开始。“也许，我会

努力尝试从政策和体制上去改变目前

的状况。未来，我可能还会编教材，让

交响乐走进课堂，让那些贫困山区里

穿不上鞋子的孩子们都有机会知道贝

多芬、莫扎特是谁。这比我们每天排

贝多芬、莫扎特的交响乐，仅仅演给一

小部分观众听可能更有深远意义。”

刘之冰与《门巴将军》
本报记者 张 婷

艺术·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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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草李心草：：

刘之冰在影片《门巴将军》中饰演李素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