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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首演那天，在最后一个合唱《奉献》
前，台上在演着小节目，我们其他团员都在
后台等着上台。我无意中瞥见，马老师穿着
指挥礼服，正襟危坐，手中拿着笔，头凑得低
低的，在那里读谱。他是那样认真，那样专
注，好像一位小学生在识字，又像一位信徒
在读圣经。这个镜头“咔嚓”一下，就印到我
的脑海里。因为当时专注在准备上场，没有
细想，就惊鸿一瞥地过去了，演出结束后，这
个场景却时不时会在我脑海中浮现一下。
今天，这个镜头又来了，我的思绪也随之延
展开去，不禁想写点感想。

作为一位专业的音乐人，马老师从十六
岁起就在音乐世界摸爬滚打，叱咤风云，有
六十多年的职场经验，什么样的大场面没有
经历过，什么样的乐曲没有指挥过，什么样
的大乐团大演员没有合作过？在大华府华
人音乐界，马老师早就是一位德高望重，功
成名就的重量级人物了。可是，为了一支初
出茅庐，与他仅仅合作了五个多月的团队的
首演，他却像小学生那样抓紧最后几分钟的
时间复习，丝毫不敢懈怠！这个场景，令我
想起王勃的名句“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
心”，不能不肃然起敬，因为我从中看到了一
位年近八旬的音乐人的初心，那是对自己毕
生的事业充满热爱，执着，和敬畏的拳拳之
心。

对于音乐，要么不做，做起来，就要认认
真真，全身心投入，力争做到最好。从接掌
星光指挥棒的第一天起，马老师就以这样的
精神在引领着我们。

每唱一首新歌，马老师必定做足功课。
他会给我们上一大课，先把歌曲的创作背
景，意境，基调等等讲清楚，然后逐段分析歌
曲，阐述他对歌曲的处理方案，哪句该重，哪
句该轻，哪里换气，哪里跳跃，等等等等，一
一交代清楚。在发下来的谱子里，他会把他

的提示和符号标得明明白白，让团员做到心
中有数，有一个好的开头。

马老师的排练几近严苛，被有些团员戏
称“魔鬼式训练”。他特别强调声音的质量，

“把声音唱美了”是他的口头禅。
一个声部只能发出同一个声音。如果

稍有嘈杂，那不行，重新来过，一次不行，再
来一次，不厌其烦，直到完美。经过马老师
的调教，我们的声音真的变统一变美了。每
次女高和女中在马老师指导下合唱一段，坐
在中间男声部的我，就会觉得两股清亮的溪
流交织在一起，妙不可言。

马老师强调声音的位置。他对大白嗓
特别敏感，只要听到，就会立刻停下来，一边
示范，一边对团长说：“筑麟，你们要把发声
抓一抓！”他绝对不能容忍扯着嗓子把高音
喊上去，立刻重来，以至于“咋了咋了”成为
了他的另一个口头禅。

马老师对音准的敏锐和苛刻自然是没
得说了，差一小点也不行。只要有一个人唱
得不准，他就会停下来查。他先让三四个人
一组唱，全对的过关，有问题的，一个一个
唱，直到查到唱错的人，纠正了为止。这样
虽然费时间，还让人有些尴尬，但十分有
效。时间长了大家也习以为常了，知道马老
师只是专注声音质量，对事不对人。由此，
音准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作为合唱指挥，马老师对四个声部之间
的配合有着职业性的要求。四个声部的和
声，哪个为主，哪个配合，都要分清楚，主旋
律音量低了重来，副旋律喧宾夺主了也重
来。碰到特殊情况，马老师还会作出一些具
体的要求，甚至对乐谱做一些修改。比如
《雪花的快乐》中有一句“等着她”，设定男
低，男高，和女声在三个时间节点先后发声，
形成阶梯效果。为了把效果表达得完美，马
老师让男低和男高在“等”字出声后马上降

低音量，让跟上来的女声得以展现，形成完
美的阶梯效应。再比如，在“消融”后面的三
拍的拖拍，女中在最后的半拍有一个“mm”
的修饰音，十分美妙。但是，唱“mm”音量太
小，表达不出来。马老师就让女中唱成“消
融”，又让其他三个声部把拖拍唱成两拍
半。这样，女中最后半拍的修饰音就凸显出
来，效果很好。这样的例子在首演的五首歌
的排练中比比皆是。

严苛并不是马老师排练中唯一的特点，
对排练中的难点，马老师总是想尽办法帮助
大家来解决。节奏是音乐的一大要素，在合
唱中，节奏更为重要，因为关系到歌唱的同
步，还有各声部之间的配合。只要有一个人
抢拍或者拖拍，造成所谓“冒泡”，那整首歌
就唱砸了。所以，马老师对节奏一向是抓很
紧的。然而，节奏感和其他歌唱要素一样，
需要慢慢培养，不能一蹴而就，有时候就要
用点巧办法了。就拿首演中的英文歌曲
《Come to the Music》来说吧，这首歌快得出
奇，节奏在三拍和两拍间来回变，还有不少
弱起的句子。男声有一段弱起的唱段总有
人抢拍。而这一段很重要，拿马老师的话
说，这段唱砸了，这首歌就失败了。为此男
生没少动脑筋，进行强化训练，但效果一直
不稳定。后来马老师想了个办法，在唱到这
段时，在该等半拍的时候他夸张地把嘴闭一
下。这个土办法还真管用，首演时我们有惊
无险地度过了难关。还有《奉献》中有一段

“我不停地问，不停地找，不停地想“的唱段，
要用各声部你追我赶的方式唱出来，节奏很
不好掌握，有相当一段时间，每次唱到这里
就会乱成一锅粥。马老师采用分部细训的
方法，一个声部一个声部把自己的部分唱
熟，然后唱同一节奏的两个声部一起唱熟，
最后四个声部合起来，总算唱得颇有章法
了。

客观地说来，相对于马老师的音乐造诣
和指挥水平，目前星光的基础还差相当一段
距离。尽管马老师已经适当降低了要求，尽
管星光人已经十分努力，常常还是达不到要
求，只得一遍一遍重来，这样时间就不够
了。马老师为了保证质量会拖延一点时间，
以至于团员有所反应。因为团员大多在工
作，下班来唱歌的，晚了交通不便，影响第二
天上班。马老师一开始也道了歉，表示以后
要注意，尽量不拖时间。可是，随着首演的
日益临近，他不得不又拖延时间了，这下大
家反而没有意见了。为什么？因为马上要
真刀真枪了，岂能马虎？再说，大家累，马老
师更累。他一站两个多小时，不停地大声讲
话，大幅度地做指挥动作，能不累吗？在团
里，78岁的马老师说“我不老”，没人敢说“我
老了”。马老师为星光首演拼了，我们大家
还怎么能不拼？

说到底，星光人对马老师的敬业精神是
高度认同的。虽然我们不是专业团体，大家
是为了爱好音乐从各行各业聚拢在一起，但
每一个星光人在北美大地都有一段奋斗
史,”No pain no gain”这个道理是融入每个人
的血液里的。人人都明白，在关键时刻，只
有拼命，才能成功。马老师为星光首演倾注
了全部的心血，他的敬业精神，他对音乐的
热爱，专注，和虔诚，打动和激励了星光人，
鼓舞了我们的斗志。在他的引导下，我们一
定要齐心协力，向首演成功进军！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艰苦的训练，
星光艺术团终于取得了首场演出的圆满成
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首演中，星光
人在马老师的指挥下超常发挥，近乎完美
地完成了作为首演压舱石的五首风格各
异，难度颇高的合唱作品，博得了与会观
众的热烈掌声和大华府华人艺术界专业人
士的首肯。

在成功之际，星光人纷纷在团员群里
发言，表达对马老师的感激之情，感想之
丰富，感情之真挚，令人目不暇接，感佩
不已。对团员们的感言，马老师也发表了
情真意切，文采灼灼的长篇答谢。在答谢
的最后，马老师还是不忘他对音乐的初
心。他说道：

“最后还想说几句，这次首场演出，虽初
战告捷，并获得同行的认可以及观众的称
许，但我们还是存在不少的问题的。这犹如
球赛的竞技场地，我们也许在初赛中已跳过
丙级球队，但也只能属于乙级资质球队而
已！如想跻身到甲级联赛的球队，那还要做
进一步艰辛的努力啊！--痛、但将来会快乐
着！”

我完全同意马老师对星光现状的评价
和下一步目标的看法，只是对最后一句里的

“将来“有点小小不同的见解，人们甘之如饴
的三大饮料，茶，可可，咖啡，都是苦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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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
——夸夸咱们的马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