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 月
,

洛阳
“

牡丹花

会
”
期间

,

台湾筝乐名家费洪桂

女士应洛阳市古筝学会和音乐

家协会邀请
,

带领
“
鸿韵筝乐

团 ”一行 人
,

抵达古都洛阳访

问演出
,

这是
“
鸿韵筝乐团 ”

首

次赴大陆正式演出
。

费女士以

其精滋技艺和婉约
、

细腻的风

格
,

点得了听众的热烈欢迎
。

我们到费洪桂女士下榻的

友谊宾馆去访问她
,

出现在眼

前的是一位典雅的东方女性
。

着一身裁剪合体的旗袍
,

浓妆

中透出淡雅与戮逸 , 一双机灵

而又深沉的目光
,

折射出她丰

富的人 生 阅历 眉 宇 间 流露

· ·

的
,

则是她习乐多年的气韵
。

费

女士祖籍山东 日照
,

出生在台

湾
。

谈及筝乐
,

费女士说
“

十

多年前
,

一脚踏进古筝的领域
,

我就被称为华夏古钢琴的古筝

感人音色和惊人表现力所倾倒

而不能自拔
,

至今学习无间
。

几

乎达到废夜忘食的地步
,

但我

一点也不感到辛苦
,

倒觉得其

乐融融
”。

不过
,

一些亲友对她

和如此迷恋筝乐
,

每每不以为

然
。

她告诉我们
,

她有一个温

怒美满的家
,

经济上也富裕
。

但

是
,

她把发展
,

推广筝乐作为

己任
,

作为复兴民族音乐艺术

追求和理想
。

为此多年来
,

一

个娇弱女子
,

一只大皮箱
,

一

台古筝
,

足迹追及东南亚
,

还

远涉重洋到美国夏威夷演出
。

费女士习筝
,

是师从台湾

古筝泰斗梁在平及魏得栋等名

家
,

然而她以为
,

她必须来大

陆寻根
,

这一是为寻生命之根
,

二是为寻艺术之根
,

因为筝乐

源于大陆
,

来自民间
。

弦筝

就是十几年前由大陆传入台湾

的
。

她对我们如数家珍地介绍
,

古筝大致分山东
、

河南
、

浙江
、

潮州
、

客家 大派
。

两岸开通

前后
,

她克服重重困难
,

次来

大陆学习
、

交流筝艺
,

吸取民

乐营养
。

她北上沈阳 ,’向有大

陆筝王之称的赵玉斋执弟子之

南下厦门
,

向独树一帜的

厦 门大学焦金海教授拜师学

艺 还专程到过北京
、

上海
、

扬

州等地交流切磋
。

此次来洛就

是前年 月在扬州全国古筝

交流会上得识洛阳市古筝学会

会长娄方而接受邀请的
。 “

算起

来该是第 次了
,

恰恰碰上牡

丹花会十周年
,

多有意思啊
”

我们都笑起来
。

近年来
,

费洪桂先后收集

整理了《小飞舞》
、

《春满漓江 》
、

《凤翔歌 》
、

《汉宫秋月 》
、

《幸福

渠水 》
、

《苗岭的早晨 》等透发出

浓郁地方色彩
、

民族风情的大

陆名曲数十首
,

然后创造条件
,

给台湾的广大听众弹奏
。

由于扎根民族和 民间音乐

的沃土
,

勤奋不息
,

费洪桂筝

艺 日臻成熟
。

从 年开始
,

多次在海内外演出
,

并两次进

入台湾最高级别的演奏厅
,

举

力
、

个人独奏会
,

这是令许多乐

界人士羡慕的殊荣
。

台湾报纸

曾以显著标题
“

廿 万筝友出头

者没几人
,

费洪桂卓然 自成一

家
”

报道她的演出
。

梁在平为她

题词
“

逸响自出于筝
,

古今指

法皆精通
,

万里寻师志坚毅
,

技

艺音响非凡声
” ,

焦金海赞她
“

创新激情 自然
,

新声维妙入

神
”。

的确
,

费洪桂的弹奏
,

集

各家精华于一身
,

各派指法运

用 的口,

既有传统神韵
,

又有

创新美感
。

每次演奏
,

常把听

众带入到忘我的境界
。

此次在

洛阳
,

从《嫦娥奔月 》到《山丹丹

开花红艳艳 》
,

每曲听众都报以

热烈掌声
。

真是一曲筝歌两岸

共鸣
。

其实
,

费洪桂的曲曲筝

歌
,

都蕴含殷殷的民族之情
、

赤

子之心
。

十多年来
,

她致力于

筝乐的研习推广
,

旨在促进两

岸文化交流
,

弘扬民族文化
,

沟

通同根共祖的民族感情
,

这是

访刽奢筝乐家费洲材女士古筝曲曲赤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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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
,

自

然会激起两岸人民的共鸣
。

我们谈到
,

费女士去年

月曾以发售筝乐专辑录音带的

全部收入
,

用作大陆水患娠灾

时
,

费女士神色凝重 “

作为一

个中国人
,

我走到哪里
,

看到

黄皮肤
、

黑头发的同胞
,

我就

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亲切
。

不是

常说
‘

血浓于 水
,

情浓于 血
,

吗 ” ,

这发自肺腑的话语
,

在这

次洛阳之行中又得到新的证

实
。

此次洛阳之行
,

她只能逗

留数 日
,

来不及饱览举世闻名

的少林寺
、

龙门等处的风光
,

却

在离洛前夕
,

跑到洛阳市青少

年活动中心去与
“
少儿古筝班

”

的孩子们见面
。

孩子们这几天

也一直念叨着要见见她
。

当她

出现在孩子们身边时
,

几十双

小巴掌拍得展天价响
,

一个个

使出
“

高招
”

为她表演
。

她呢
,

又

是讲解
、

示范
,

又是合影
、

签

名
,

还特地赠给每个孩子一份

从台湾带来的礼物
。

当她知道

一个名叫汪虹云的动阑尾手术

没几天也挣扎着来欢迎她
,

就

高兴地拉到身边合影
。

她抱着

岁的岳熟阳亲了又亲
。

面对

眼前令人难以忘怀的场面
,

她

动情地说
“我在你们身上

,

看

到了我们祖国筝乐的希望
。 ”心

情平静下来后
,

她郑重表示

愿意个人出资或者和她的朋友

集资
,

为洛阳市办一所幼儿音

乐学校
。

费洪桂离开洛阳的那天
,

她对送行的人无限感慨地说
“

洛阳是个好地方
,

牡丹花好人

也热情
,

我不虚此行
。

我们还

千年绝响形犹存
花 取气

卜锡文

年 月 日上午
,

一个别开生面的音乐在北京民族乐

器厂会议厅举行
。

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乐器古雅华美
,

多姿多采
,

声音清纯
,

音

色丰富
。

其中有的面熟
,

有的似曾相识
,

有的则是初睹芳容
。

这

便是依据敦煌壁画研制出的一批乐器
。

“
敦

,

大也
。

煌
,

盛也
。 ”

汉
、

唐时期
,

敦煌曾是
“
丝绸之路

”

上繁荣的国际都市
。

以莫高窟
、

愉林窟等为代表的敦煌石窟艺术
,

以其精美的壁画
,

展现着一个丰富的古代音乐世界
。

有 多个

洞窟留存有音乐内容
,

绘有乐队 余组
,

乐伎 身
,

乐器

余件
,

打
、

吹
、

弹
、

拉等不同乐器 种
。

上 自 国
,

下至

元代
,

跨越千余年
,

连绵不绝
,

是中
、

外历史上最伟大的珍藏
。

会在洛阳再见的
。 ”

当古筝班的

孩子们赶到火车站
,

向她挥手

告别时
,

孩子们眼尖
,

发现
“

费

阿姨
”眼中滚动着泪光 ⋯⋯

几天之后
,

费洪桂女士又

从台湾来信
,

催促市古筝学会

负责人抓紧筹办幼儿音乐 学

校
,

希望尽快把设计和资金预

算给她寄去
。

这对洛阳市少年

儿童来说
,

无疑是一个大大的

喜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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