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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
声多么响亮”“一条大河波浪宽，风
吹稻花香两岸”“我和我的祖国，像
海和浪花一朵”……无锡市歌舞剧
院青年女高音歌唱家龚燕，最近十
分忙碌，一边要参与歌舞剧《汉家
公主》的排练，一边在筹备自己两
年一次的个人演唱会。她办公桌
上，放满了《歌唱祖国》《我的祖国》
等十几首红歌的曲谱，“我想在演
唱会上多唱几首，我希望让更多年
轻人知道这些歌曲的魅力，传承歌
曲的精神。”

80后的龚燕小时候被少年宫
选中，系统学习声乐。她说，喜欢
音乐、喜欢唱歌，打小一听见音乐，
就会自动哼唱；在大街上听到好听
的歌曲，也会立刻走不动道。龚燕
说，“对军旅歌曲尤为喜欢，《当兵
的人》《打靶归来》等歌曲，听一遍
就会唱。”为何如此？龚燕说不清
楚，她只知道从自己懂事开始耳边
响起的都是军旅歌曲。“我的父亲
是东海舰队的，从小在部队大院长
大的。”龚燕告诉记者，小时候特别
喜欢去部队玩，他们早上操练会唱
歌、吃饭也要唱歌、到了晚上开会

也经常以唱歌结尾，这样的场景伴
随了龚燕整个童年。很多同龄人
都觉得龚燕很奇怪，当他们唱流行
歌曲的时候，她更喜欢将这些经典
老歌改编新唱。“他们总说唱流行
歌曲才能更加适应年轻群体，符合
市场定位。”但龚燕却觉得，这些歌
曲年代再久远，一听仍会心潮澎
湃；这些歌曲，即便很久没听，旋律
一响，仍会热泪盈眶。因为这歌声
中有家国，有她的筚路蓝缕，有她
的艰辛曲折，有她的拼搏奋斗，有
她的欣欣向荣。这是历史之歌，也
是未来之歌。

在很多人印象中，龚燕多以唱
民歌为主，但不管是大型演出、对
外文化交流会或在歌唱比赛中，军
旅歌曲、经典老歌仍是她的保留曲
目，“我 10岁首次登台唱的就是
《我的妈妈叫中华》，这也是我最喜
欢的歌曲之一。”

今年是龚燕在无锡工作的第
21个年头。回想过往，她多次随市
政府、省文旅厅、中国侨联、文旅部
代表团赴日本、韩国、加拿大、德
国、荷兰、法国、土耳其等国进行文
化交流；参加旅游卫视《城市请柬》

栏目演唱无锡市市歌《太湖美》；参
加央视《倾国倾城》栏目演唱《夜来
香》；举办了四场个人演唱会，发行
了三张个人演唱专辑。她依然觉
得自己做得不够好；龚燕说，时代
在发展、在变化，受众的需求也在
不断提升。“很多观众不再满足于
被动地接受，而是期待成为一场演
出的参与者。”作为演唱者，必须要
适应这些变化，才能和受众产生情
感连接，“经典老歌新唱，要融合流
行元素，呈现更新的曲风，真正实
现从‘声声入耳’到‘声入人心’的
提升和转变”，就像王莘说的那样

“时代的步伐是节奏，祖国的脉搏
是音符，人民的心声是旋律，这就
是我的歌”。 （晚报记者 马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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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对党说 我想用一生“歌唱祖国”

“‘百’姓心向党 融媒实录访谈”栏目
访谈人物线索征集即日开始，如果您或您
的长辈、亲友是百年重要历史阶段的亲历
者，请速与我们取得联系；如果您心心念念
党组织对自己成长成才、安家立业的关心，
请一诉心底肺腑之言；如果您珍藏着党组
织的书文、函件、纪念物，请不吝共享个中
故事……

不限身份，不限职业，不限年龄，全城
大动员！虽然每一个姓氏只选一位代表，
但我们相信，真人真事，真物真情，有您的
参与，这份献给党的百岁生日礼物一定饱
蘸浓情！砥砺奋进新征程的合力一定激
昂磅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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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上古时期，炎帝的后裔、黄帝大臣共
工，专门管理水土，因治水有功，被封为“水
神”。开始以单字“共”作为家人的姓氏，若干年
后，共姓为了避难，有的在“共”字上加一个“龙”
字，成了龚姓。龚姓以共工治水有功而引以为
荣，尊其为得姓始祖。

龚燕：想用一生“歌唱祖国”

本报讯 10日下午，无锡锡剧
发展促进会在荡口古镇古戏台举
行了一场戏曲类演出。古典庭院
与充满锡韵的经典曲目以“实景”
方式上演，为一众粉丝票友带来
高雅的视听享受。

这场以“荡口梨园情 锡潮正
当时”为主题的戏曲新秀公益演
唱会以锡剧世家小王彬彬和超人
气歌手肖斯塔同台“串烧”《无锡》

开篇，悠扬婉转的锡剧唱腔和柔
和抒情的男声结合，共同演绎了
楚楚锡韵风情。

当日天气晴好，古朴精致的
古戏台实景舞台上，演员们接连
演绎了经典锡剧《绣襦记·剃目》
《情探·阳告》《珍珠塔·前园会》，
以及越剧《红楼梦·葬花》、昆曲
《牡丹亭·拾画》等。特邀演员李
旭丹擅长花旦，作为王（文娟）派

传人，她以一曲《葬花》致敬王文
娟的电影版《红楼梦》，显示了扎
实功底和声声入心的专业水准，
博得现场阵阵叫好。

戏迷们纷至沓来，近距离小
花演员们的倾情献唱。记者注意
到，当天来观看公益演出的票友
中，有不少是年轻人，他们同样
热爱传统戏曲、民俗风歌唱，“这
样的表演，不仅服化道非常专业
讲究，演员的动作、节奏都非常
美，在舞台陈列等艺术呈现方式
方面，也有很多惊艳之处。”有结
伴前来观看演出的大学生，他们
此前只在一些古装剧中看过戏
曲类表演，对当天演出的效果表
示兴趣和赞赏。当天格外吸睛
的还有羊尖实验小学锡剧社团
的 26 名学生表演的锡剧版《歌
唱祖国》。

作为锡剧发源地源头的锡山
区，近年来在传承出新之路上屡
有新意，票友雅集常出常新，把传
统优秀的文化基因融入到地域历
史文脉中，地方经典文化得到守
护和光大。

（陶洁/文 采访对象供图）

文艺家采风到新庄
古石桥迄今已有500多年历史

本报讯 4月10日，宜兴市新庄街道组
织一批来自美术、书法、摄影专业的文艺家
进行采风活动，为将于今年7月1日在宜兴
市图书馆举行的专题艺术展览准备作品。
在此次集中举行的艺术创作活动中，来自宜
兴市美术家协会、宜兴市书法家协会、宜兴
市摄影家协会的文艺家体现了良好的创作
态度，其中有一部分文艺家为新庄街道在外
乡贤。

随着江南大学宜兴校区落户新庄街
道，太湖湾科创带“黄金岸线”深度关联新
庄街道，以及宜兴东部路网密度、通达深
度、技术等级不断提高，多种叠加优势赋
能，新庄街道迎来高质量发展的大好时
机。在当天的采风活动中，文艺家们深入
茭渎老街、新庄小学、男留村等地，采集富
有地域特色、体现群众美好生活的素材，即
兴创作。其中，茭渎老街上全长仅为14.7
米的古石桥迄今已有500多年历史，是江
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男留灯楼是古代夜航
船的指引灯塔，虽然几经兴废，当地民众多
次义捐用于灯楼修造的事迹传承至今。新
世纪之初，男留灯楼被列为宜兴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2009年，新庄街道拨款修缮。
如今，根据当地相关规划，新庄街道的男留
自然村将建设郊野公园，钱墅荡区域将建
设高品质、有特色的社区，而位于钱墅自然
村的钱秀玲故居将得到重点保护，有关工
作正在积极推进过程中。 （何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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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园林”演绎国风新锡潮
荡口古镇的古戏台“有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