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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阳春市青少年活动 中
,

笔者见到了古筝

老师梁暖
。

她那优雅的气质
,

处处透着一股灵

动的音乐细胞
。

她 的手修长而精致
,

每当这一

双手跳跃在古筝的琴弦之上
,

马上就散发出曲

调悠扬
、

意蕴深远的美妙音响
。

年前
,

梁暖

以阳春市体艺类考生第一名 的成绩考入西江

大学音乐系时
,

没料到会与古筝这一 民族乐器

结下 了不解之缘
。

梁暖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

遇到了一位通

五百多年历史
。

古筝
,

浓郁的民族特色
、

丰富的

传统筝曲
,

给人们 留下 了古朴典雅的韵致
。

在

古代
,

筝还被称为秦筝
、

瑶筝
、

银筝
、

云筝
、

素筝

等
。

古筝 的魅力在于它有着很纯粹 的中国风

情
,

无论从形状还是演奏风格
,

都有着 中国的

烙印
。

古筝在演奏的过程 中
,

很能体现 出一种

民族文化对人的感召力
。

梁暖 自小喜欢 民族乐器
。

古筝 的艺术魅

力深深地牵扯着她 的心
,

她 决心努力探索古

晓拨弄古筝的张靖老师
。

有一次
,

梁暖看见张

老师在弹奏她从未见过的古筝时
,

痴痴地站在

旁边
,

细心地聆听着从老师手指间发 出的乐

声
,

音色是那样的优美
,

令人陶醉
,

梁暖的心灵

产生了巨大的震撼
。

从此
,

她爱上 了这种古老

的乐器
。

梁暖对笔者说
“

筝是我 国最 古老 的弹拨

乐器之一
,

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 ”

据考证
,

筝

在春秋
、

战 国时期 已广泛流传
,

至今 已有两千

筝弹奏艺术
,

弘扬这一历史悠久 的民族乐章
。

于是
,

她师从张靖老师
,

除了认真听好每一节

课外
,

还专 门购买 了一 台古筝
,

伴她度过 了

年 的大学生涯 同时
,

她还博览大量有关古筝

艺术方面的书籍
,

刻苦研读
。

由于她音乐理论

基础好
,

有钢琴练习基础
,

很快便掌握 了古筝

的演奏方法
,

受到了老师和学生的好评
。

年
,

肇庆市举办蓝带啤酒艺术节
,

她代表学校

主奏两首 曲目
。

同年
,

梁暖获得 了南粤优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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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源 县六里龙船 下屋村人涂

占全今年 岁
,

他从 年 开始

先后担任生产队长
、

村长至今长达

年
,

村 民夸他办事公道
,

是一位

久经风雨 的好村官
。

儿十年来
,

涂

占全对村里财务账 目管理严格
,

公

私分 明
,

账 目日清 月 结
,

每年 由家

长会推荐 至 名代表参加结算
,

年终上墙公布
。

遇到上级领导到村

里
,

他从不 到酒楼 设宴
,

而是在家

里接待
。

他知道有些村 民家庭闹矛

盾
,

他便上 门耐心调解
,

发现有些

老人
、

小孩生病
,

也主动上 门探望
。

上世纪 年代
,

涂 占全 曾任县
、

镇

两级人 民代表
,

善于收集反映民情

民意
。

村里长期以来无赌博
、

无盗

窃
、

无违法现象
。

下屋村人多田少
,

人平 分耕

地
,

山林面积 多亩
。

涂占全主动

承包 多亩竹
、

果园
,

种下三华

李
、

沙糖桔
、

批把
、

龙眼和广宁青竹
、

花头黄
,

每年上交 元承包款
,

他种下的果树今年挂果
,

出售的青

竹每年纯利 万多元
。

为了增加村

民收入
,

他引导村民从外地引来技术生产专业户

承包种果蔗
,

亩产 万多斤
,

双向赢利
。

现在全村

既农户安上 电话
,

年青人普遍有手机
,

家家有

摩托车
,

全村人均收入达 多元
。

涂 占全 曾 多次被市
、

县
、

镇评为劳动模

范和先进个人
。

他 曾多次要求辞职让贤
,

村民们

硬是推荐他续任村长
。

他的老伴
、

儿子
、

媳妇也

不拖后腿
,

生活上对他甚为关心体贴
,

让他更好

为村民服务
。

他矢志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

带

领村 民致富奔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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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梁 暖毕 业分 配 到 阳春市第 二 中

学任教
。

她 想 把 古 筝 这 一 民族 艺 术 广 为传

播
。

当时在 阳春
,

真 正专 门学过 古筝 的人 只

有她一个
,

为了弘扬 这一 民族音 乐艺 术
,

她

主动担 负起传播者 的重任
。

有 一天
,

她 带着

古筝来到 阳春 电影 院
,

为观众现场 演奏 了一

曲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
,

人们听得 如痴 如

醉
。

为此
,

梁 暖建议学校开办古筝班
,

让古筝

弹奏艺术走 进 学 生 的第 二 课 堂
。

年

月
,

阳春 市第 一 个 古筝 班 正 式 开 设
,

梁 暖倾

注了全部心血和汗水
,

指导学 生从勾
、

托
、

抹

的基础知识练 习 开始
,

一步一 步 引导学生走

进古筝 艺术 的殿 堂
。

几年来
,

她 共指导培训

了 多名学生
,

其 中有 多人考上 了音

乐专业大专 院校
。

去年 月
,

经她辅 导 的学

生 蔡丽丽
、

陈晓慢
、

洪柳
、

梁柱立等在参加古

筝 比赛 中分别获得 了全 国古筝 比赛银奖
、

广

东省银奖和铜奖称 号
。

梁暖一直把古筝弹奏艺术作为 自己事业

去追求
。

年
,

她报考 了华南师范大学音乐

系教育专业本科 自学考试
,

并于 年毕业
。

在学习期间
,

梁暖经常到一些音乐学院去请教

老师
,

不断提高 自己的艺术演奏和教学水平
。

去年
,

她获得 了中国德艺双馨杯古筝大赛青年

组广东赛区银奖
。

年和 年连续被中

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评为艺术水平考级优秀指

导教师 同时
,

她还组织学生参加全市各地文

艺表演 多场
。

兰十而立
,

大好年华
,

梁 暖决心毕生献给

民族音乐事业
。

她离不开古筝
,

古筝给她 的生

活带来无限的乐趣
。

现在
,

她那年仅 岁的孩

子也开始接触音乐 了
,

她希望儿子像她那样
,

让民族乐 曲盈满生活的每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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