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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如何用大提琴等世界熟知的音乐语言
向世人展示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娜木拉提出也已然在回答着这个重要的命
题。依记者的观察和理解，这个命题生发
于今天我国面临的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
下，亦生发于娜木拉的内心深处。

板凳要坐十年冷。其实又何止十年，
而且期间要面对远离家人的孤独和一次次
比赛带来的压力——一个琴童成长为一个
艺术家，对一个人的磨炼可想而知。“不知
的，去学；不能的，去练。一点点努力，终究
能够接近目标。”——锲而不舍，不惧挑战、
心态开放，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生长。短短
几个小时的访谈中，记者能够强烈感受到，
今天，这些特质仍然在深刻影响着娜木
拉。用她自己的话说，“一个人要拥有内在
的力量、做事的决心，并投入足够的耐心，
只有这样的坚持才能成就一些事情。”

不久前，娜木拉受北京市政协之邀，给
公众做了一个分享，主题是“科学精神”。
有人说，“娜木拉，这不是你的特长。”“我不
怕，我就是要通过准备的过程去学习。”娜
木拉回说。

“那学习之后，您理解的‘科学家精神’
是什么？对您为人做事、做音乐有什么帮
助和影响？”记者追问。

“‘锲而不舍、严谨钻研’是我印象最深
的。”娜木拉真诚回答，这也正是我们音乐
人需要的。“音乐人，要想成功，也需要耐得
住寂寞、经得住诱惑，锲而不舍去钻研。”

显然，锲而不舍，这样的科学家精神在
艺术家娜木拉身上也一样具备。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繁忙中她逐梦的
锲而不舍，她内在则享受着追梦过程中的
充实和丰盈。艺术家、教师、校长，政协委
员，不论任何角色，她都明晰自己的使命、
定位和目标，然后锲而不舍不遗余力地努
力付出，享受过程，哪怕是挑战和磨炼。

而这优秀背后，还有一种巨大力量的
牵拉和影响，就是感恩。

“我是草原的女儿，没有党和国家的少
数民族政策，没有中央音乐学院去内蒙古
招生和几十年的培养，我不可能有今天的
发展。”回首，娜木拉发自心底地感恩自己
一路走来的所遇，感恩祖国，感恩时代。

所以，做音乐抑或做音乐教育，娜木拉
身上自然地流露着由感恩而升华起来的家
国情怀。这样的家国情怀促使她的视野她
的关切随着岗位的变化而不断拓宽，更驱
使她身体力行、争分夺秒地去行动。

于是，做艺术家，娜木拉有德艺双馨的
自我要求和追求。

做一校之长，她清楚她带的是未来中
国音乐的国家队，她要他们在琴艺精良的
同时，能够始终保有一颗中国心。

及至成为政协委员，她思虑更多：在国
内，她想到发展大提琴，使之洋为中用。在
国际舞台上，她则追求向同行贡献中国智
慧，传递中国风范。

自信自立、守正创新而又胸怀天下。
娜木拉认为，中国音乐人应该有这个追求，
也必须要有这个追求。

记者与娜木拉的对话开始于党的二十
大召开之前，稿件完成于党的二十大召开
之后。梳理娜木拉所思所想所为，我仿佛
读懂了更多。

一 位 具 有“ 科 学
精 神 ”的 艺 术 家

本报记者 贺春兰

喜见群星璀璨：从大提琴演奏
家到大提琴名师

记者：“您年少成名，本身就是一颗
闪耀的星。如今花这么多时间带学生做管
理做委员，您不担心耗时间、花心力？”

娜木拉：“在学校里做教师，是我的天
职。而为学生做好示范，亦是我的必须！”

北京市政协委员、丰台区政协常委娜
木拉很忙——作为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
长，既要关注学校的诸多事宜，还在中国
教育电视台开设了艺术素养的公开课。除
此之外，作为著名大提琴演奏家，娜木拉
还有中央电视台多个节目的邀约。同时，
在多重角色之外，娜木拉更是一位老师，
她的学生有6岁学童，也有20多岁的硕
士。一周她要上12节课，而且需要一对
一因材施教。节日期间，还常常有家长把
孩子的练琴情况拍成小视频发给娜木拉。
娜木拉把这些视频展示给记者看，为自己
学生的进步欣慰不已。

而很多个夜晚，为了不影响家人和邻
居，娜木拉则要戴了消音器沉浸于琴艺的
操练之中。

“在学校里头坚持在教学一线是必须
的，这是我的天职所在。当然演奏也必
须，如果我不能够保持优秀的演奏状态，
怎么给我的学生去做示范。教书育人，教
学相长，这两项工作常常会相辅相成。”

“再比如参加重大的演出活动，比如G20
峰会、国庆晚会等重要节点的大型演出，
我也很高兴，能够代表专业的一定水准，
去给全国人民演奏，也是自我的一种提
升。我的学生需要艺术实践，我也需要艺
术实践，也要不断地在舞台上锤炼。”“作
为一校之长，我要把整个学校往前带，带
着他们往前跑，参加包括中韩建交、冬奥
会的开闭幕式等重大演出活动，让学生有
更多实践机会，这是我的责任。所以，看
起来的多项工作之间，其实常常相辅相
成。包括我成为政协委员以后对我站位的
提升、视野的开阔等有了非常大的助益，
激励我进一步如饥似渴地学习。”

正是这样的认识，让娜木拉乐在其
中，辛苦并快乐地投入到多元角色中，且
积极、认真地去面对。

于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娜木拉走上
台去，气定神闲、专注投入，大提琴声深
情款款；而提及学生的教育，眼中闪光的
娜木拉，坦陈自己喜欢从小小孩儿开始
教，“差不多6年左右能够发生明显的变
化，会上一个台阶会出成绩”——面对一
个9岁左右的琴童，一堂课一堂课的堆
积，6-8年左右才有阶段性的成长——这
样漫长的时间维度在娜木拉的描绘里轻松
自然。

屈指算来，从9岁考入中央音乐学院
附中学习以来，至今已经过去了40年，
在这座中国音乐的最高学府里，娜木拉也
从一个小琴童成长为大提琴演奏家再到取
得大提琴教育上的最高成就。今天，在音
乐教授娜木拉的身边，早已经群星闪烁。
2021年，娜木拉被评为首都教育新闻人
物，今年又获得北京优秀教师奖。

音乐人要想走远 必须有德性有
文化支撑

记者：“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对文化课
教学的重视程度如何？”

娜木拉：“这里是培养中国音乐家的
摇篮，没有文化的支撑托举，孩子们的音
乐生涯走不远，也难以在世界舞台传递好
中国风范。”

8年前，娜木拉开始执掌中央音乐学院
附中。作为掌门人，娜木拉心里装着整个学
校上千名学生乃至整个中国的音乐教育。

“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是音乐家的摇
篮，是中国音乐教育领域里的国家队，你
可以想象成是为音乐奥运会准备人才。施
光南、盛中国、刘诗昆、殷承宗、王立
平、吕思清、郎朗等一批享誉中外的音乐
家都出自这里。”也因此，在娜木拉看
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绝非仅仅拥
有一项技术特长就可以了。他们不仅仅要
有音乐天赋，要有很强的理解力，更要有
文化底蕴，从而能够用音乐去表达去诠

释。“音乐表现的是什么？音乐和其他表
达手段一样，作品背后讲的仍然是人，是
人的思想和故事。你的理解和阐释依托于
作品，但却取决于你的境界。所以，中央
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要成为未来中国音
乐的国家队、领军人，要注意品德，要学
会做人，要做好中国人；而且要有远大的
理想。否则，坚持不下来，也不能走远，
更难以在世界舞台上诠释好中国风范。”

“我们的今天，不仅仅是这些孩子的
明天，更牵系着我国音乐教育的明天，甚
至影响着我国音乐在世界上的面貌。”也
因为这样的思考，在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附
中校长之后，娜木拉特别将校训中原来的

“精艺、博学、励志、尚德”几个词汇的
顺序作了调整。“作为一个艺术家，首先
要有德性，所谓德艺双馨。没有德性，难
以成人成才。”

为此，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娜木拉
要求，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必须学好文化
课。“没有文化支撑的拉琴，只能是个匠
人。只是把技艺学到了，但是脑子里空空
如也，没有思考力，没有想象力，没有创
造力，音符也就会是死的，音乐表现好不
到哪里去。”

而在工作了十年之后，在教育教学领
域初步取得一些成绩之后的娜木拉感觉自
己被掏空了，而恰逢那时，她经常受邀到
国际一些知名的音乐学院去讲学，“出去
了，就代表中国，如果中国文化不熟知，
怎么能代表一个大国的风范？”为了增强
自己的文化底蕴，从2002年开始，娜木
拉拜师学习国学，与《论语》《楚辞》《古
文观止》还有唐诗宋词为伴，风雨无阻，
一坚持就是十年。

以音乐教育为支点，促进民
族、区域间的融合沟通

记者：“作为委员，您怎样发挥音乐

的沟通作用？”
娜木拉：“作为委员，思考的问题更

多了。音乐是无声的语言，在促进理解、
弥合差异上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可以做得
更多。”

据娜木拉介绍，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的领导班子里，目前有3个少数民族的领
导，除了来自鄂温克族的她自己之外，教
学副校长是朝鲜族，附小校长是满族，大
家日常合作、彼此沟通非常顺畅。而除了
汉族的孩子外，中央音乐学院附中1000
多个学生中还有100多个少数民族的孩
子。

“各个民族有不同习惯和特点，仅仅
从音乐上来讲，56个民族也各有特点。
正是这些特点，让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的
音乐文化丰富多彩。”

从2018年开始，再到北京民族团结
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就在北京市民委、
北京市政协、北京市丰台区统战部等单位
的支持下，开展“北京民族团结日”音乐
会。而对校长娜木拉来说，这则是一个对
孩子们进行民族团结教育的好机会。
2021年，娜木拉组织了一个创作团队，
特别邀请作曲家创作了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展现56个民族融
合的大型交响系列组曲，每年突出一个民
族音乐主题。蒙古篇是马头琴主打，新疆
篇则是冬不拉和手鼓领衔。最终形成的系
列，展现了我国多民族的异彩纷呈。

娜木拉特别将这系列组曲命名为《融
合之光》。娜木拉希望，通过音乐，让民
族融合的种子从小就播种在孩子们心里，
让他们懂得各美其美，又美美与共，和谐
共生。

“通过音乐，我们可以促进人们心灵
融通、彼此理解，可以凝聚更磅礴的力
量。”通过音乐促进沟通的探索显然给了
娜木拉信心，她想要做得更多。

自2008年起，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就与
澳门演艺学校联合办学；2014年起与香港
教育局建立深度合作，在三地师生间建立了
互访机制。为了促进三地青少年沟通，
2019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特别安排了一个
活动，其中娜木拉特别安排了一个曲子——
《梦桥》。演奏前，娜木拉与京港澳三地的孩
子们分享了《梦桥》的创作及其背后的故事
——那是港珠澳大桥建设历经十年建设的故
事。“香港的孩子们，他们离港珠澳大桥最
近，他们知道这座桥。这座大桥建了十年，
在这十年当中，很多人为之流血甚至牺牲了
生命。而《梦桥》音乐的背后，作曲家仅采
风就下海了三次。”

《献给大海》是《梦桥》中的一个独立
乐章。那天，台上的娜木拉用大提琴深情演
奏，现场寂静。之后，《我和我的祖国》旋
律响起，三地师生满含热泪，同声相和。

“音乐就是这样神奇，不需要语言，大
家在音乐营造的特殊氛围中自然而然就沟通
了。”于是，2020年，北京市政协委员娜木
拉提交了一件提案，建议通过音乐加强三地
青少年间的沟通。提案得到支持，同年在北
京市有关单位支持下，京港澳三地青少年赴
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开展了音乐艺术嘉年华活
动，并且组建了一支京港澳青少年交响乐
团，让之前学校通过音乐促进交流的探索常
态化。

用大提琴向世界展示可信可爱可
敬的中国

记者：“您的祖辈从鄂温克草原走来，
您从内蒙古到北京，您的学生也都遍及世界
各地。对自己对学生，当不断向外探索的同
时，有没有思考过，要守住一些什么？又以
怎样的姿态和外界交流？”

娜木拉：“我们要开放，要接纳新的东
西，以积极融入的姿态对外交流，但自己的
根不能丢，要守住中国心。在汲取外来优秀
文化的同时，也积极传播我们中华文化、中
华文明。”

娜木拉出生于内蒙古的一个音乐世家。
她的父亲是内蒙古著名的大提琴和马头琴演
奏家，也是内蒙古交响乐团自成立以来的元
老级和国家级演员，曾为《草原英雄小姐
妹》电影录制了马头琴独奏曲。叔父通福是
内蒙古地区最具代表性的著名作曲家，曾作
有《敖包相会》《草原晨曲》等脍炙人口的
作品。

娜木拉自述，因为从小耳濡目染，民族音
乐的美已经深深印在灵魂深处。而娜木拉的
专长——大提琴则是西洋乐器。近10年来，
娜木拉一直在琢磨，大提琴怎么洋为中用。于
是，逢着清明、春节等重要时刻，观众们都会
看到娜木拉用大提琴深情款款地演绎《送别》
《鸿雁》《敖包相会》等经典乐曲。

“大提琴只能拉海顿和贝多芬吗？显然
不是。我们的民乐中缺少低音，大提琴音域
宽广，恰可弥补我们的不足。”

“我的父母来自草原，我在骨子里对民
族音乐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但西洋乐尤
其像交响乐，是全世界公认的评判音乐水平
的一个重要标尺。所以西洋乐在我国是一定
是要发展的，但发展过程当中，怎么把西洋
乐洋为中用，是需要我们思考、探索的。比
如通过西洋乐，让传统文化中的音乐经典走
向世界，用西方人熟知的音乐语言诠释我们
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娜木拉常常对孩子和学生强调，“世界
上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像我们这般，得到如
此久远且不中断的传承。我要求孩子学习古
诗词，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解自己民
族的根和民族的魂。那么无论你身在何方，
置身怎样的舞台，都要记住，你来自中国。
否则，你就会失魂落魄。”同时娜木拉也强
调孩子们要海纳百川，要学习借鉴人家好的
东西，不要固步自封。“我学的是西洋乐
器，让它开花结果、让西方人通过大提琴了
解了我们史诗般的《东方红》和它背后的故
事，不也很好吗？就如我们用他国的语言讲
述我们的故事一样。”

娜木拉曾受邀到国际上著名的音乐学院
去讲大提琴——用别人的语言，讲述别人的
乐器——举座震惊。一位外国同行惊叹：

“你怎么可以把大提琴的音色处理到这么极
致？”与记者分享这段经历时，娜木拉浅笑
中带着自豪——“也算是给世界大提琴界贡
献了我们中国音乐人的智慧吧。”

娜木拉：舞台在拓宽，关切也愈深远
本报记者 贺春兰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娜木拉简介：
北京市政协委员，丰台区政协常委，中央音乐学院大提琴教授，大

提琴教育家、演奏家，国家艺术基金滚动项目评审专家，北京市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专家。北京市民族团结进步协会常务理事。
获全国少工委青少年优秀辅导教师奖、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比赛优秀
教师奖，北京市优秀教师、首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北京榜样、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全面学习宣传贯彻二十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