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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很調皮，這個很聰明，這個發音特

別準……」身為《人民日報》社前社長兼總

編輯鄧拓的女兒，79歲的鄧小嵐是「馬蘭小

樂隊」的創始人。她將手機中的「虎頭娃」

鳥巢表演照片拖放到最大，滿面慈愛地介紹

着在冬奧開幕式舞台上的孩子們。

開幕式上，從太行山深處走出的44名孩子

用希臘語演唱的《奧林匹克頌》驚艷世界。

44名孩子中，有8名來自於河北省保定市阜

平縣馬蘭村「馬蘭小樂隊」。他們的精彩表

現離不開18年前，鄧小嵐為馬蘭村孩子們播

下的音樂種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曉芳、凱雷 北京報道

合唱「娃娃」回家了
父母感嘆「長大了」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馬曉芳、凱雷及中新社報
道，在籌備奧運開幕歌曲期間，鄧小嵐和前來支援的
專家老師想了很多辦法幫助孩子們提升：感覺枯燥了
就通過遊戲來練習，通過學鳥叫學颳風嗚嗚嗚的聲音
來鍛煉氣息。在老師的示範帶動下，孩子們逐漸放鬆
下來，開始大膽嘗試。「最重要的是保證孩子們學習
音樂的快樂，讓他們在快樂中練習。」
在當地支教的北京市崇文小學原特級音樂教師付寶

環把簡譜進行了「難度系數調整」，從四個聲部改為
兩個聲部，結尾處變成三聲部。北京冬奧會開幕式導
演組專門請來兩位希臘語指導老師，10天時間裏，11
名音樂老師全部學會希臘語奧林匹克會歌，再一點點
教給孩子。

日練5小時 學勇敢追夢
但是，即便是經過多年音樂專業訓練的人，組成一

個比較成型的合唱團，也需要一段時間磨合和排練。
這些孩子年齡最大的11歲，最小的只有5歲。每天上
完文化課，再進行5個小時高強度合唱練習，「有的
孩子練習中站着就睡着了」。
鄧小嵐很欣慰，雖然籌備奧運開幕式表演排練很

辛苦，但孩子們都很珍惜，很堅強。「能夠站在
奧運會開幕式這樣一個世界舞台，對孩子們來
說是千載難逢的幸運，這份經歷會讓他們
在追逐夢想時更為勇敢，將影響他們一
生。」

「胭脂河水長，從那天上來，要問去何方，寧靜的
村莊，沐浴着陽光。」這首《馬蘭童謠》裏，溢滿對
這片土地深沉的情感。
看着馬蘭村背着小提琴走在泥土上、眼神裏滿是清

澈的孩子們，總會有莫名的感動。他們從田埂來，從
山間來，用被凍得皴裂流血的小手，用指甲裏帶着泥

土的手指，愛惜地輕撫過琴鍵，奏起響徹山間的動人樂符。他們放下扁
擔籮筐，在河水中洗淨手上泥土，還不忘在衣服上把小手擦了又擦，然
後才打開琴包，拿出心愛的小提琴，悠揚的曲調就穿過樹林山石飄向遠
方。
面對面聽鄧小嵐講她和孩子們的音樂故事，總是忍不住眼窩酸熱。或

許是音樂的原因，鄧小嵐完全沒有即將80歲的老態，聽力清晰，眼神
明亮，笑聲爽朗，音樂使人年輕。
「如果有一天，你來到美麗的馬蘭，別忘記唱一首動人的歌謠」，鄧

小嵐希望，將來不光是馬蘭，中國每一個農村的孩子都有音樂相伴，都
可以在音樂的浸潤下幸福快樂成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曉芳

7�&�'#�	

��!

�	�

��

���

馬 蘭 小 樂 隊創始人鄧小嵐香港文匯報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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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鳥叫練氣息
不枯燥最重要

孩子們回到家鄉正值大
年初五，空氣中仍彌漫着
濃濃的年味。

燉排骨、拆骨肉、紅燒
雞 塊 ， 當 然 少 不 了 餃
子……當晚，合唱團中年

齡最小的韓舒心家中的晚餐豐盛。

「想孩子 不敢聯繫 怕她想家」
「孩子愛吃肉，奶奶從中午就準備了。」

韓舒心的媽媽楊麗說，從1月3日女兒去北

京參加綵排，她們只視頻過 3 次，「想孩
子，不敢聯繫，怕她想家」。 「回家的路
上，女兒一直給我講在北京都見到了啥。」
楊麗笑着說，走的時候感覺還是個5歲的小
寶寶，回來一下子變成大孩子了。

10歲的陳昱龍當晚也吃了餃子。他的家在
城南莊鎮梧桐溝，是一條深溝，手機信號和
電視信號都不好。為了看孩子的演出，陳昱
龍的父母在城南莊鎮過的年。

回家這兩天，陳昱龍說話間多了很多「謝
謝」，作息也變得自律，每晚9時睡覺，第

二天清晨7時就起床。
「孩子下車第一句話就問，『爸媽，你們

冷不冷？』」陳昱龍的母親王冬麗說：「當
時我愣了一下，咱山裏孩子比較靦腆，即使
心裏想到了，也不會說出這麼貼心的話」，
「突然覺得很激動，想哭」。 在王冬麗的
記憶裏，兒子此前從未談論過夢想。參加完
北京冬奧會開幕式回到家後，陳昱龍對母親
說，以後想當一名鄉村音樂老師。問及原
因，他說，總得有人來建設家鄉，他想把知
識傳下去。 ◆中新社

地處太行山深處的阜平縣，直到兩年前才消除
絕對貧困。出生於1943年的鄧小嵐剛滿月就

被寄養在阜平馬蘭村，直到三歲才得以與父母團
聚。「我的父母當時都有任務，不能把我帶在身
邊，只好寄養在老鄉家。」在鄧小嵐的成長過程
裏，父母常常跟她說起在馬蘭的三年，她也與馬蘭
的老鄉一直保持着聯繫。
鄧小嵐從小熱愛音樂。在山東泰安製藥廠工作期

間，鄧小嵐聽聞上小學的女兒學校沒有音樂課，就
立刻向學校毛遂自薦做了一段時間的音樂老師，
「孩子們不能沒有音樂。」

回家鄉教唱歌 創「兒童音樂節」
2003年清明節，已經從警察崗位上退休的鄧小嵐
回馬蘭掃墓。當看到馬蘭的孩子們缺乏音樂教育，
她當即決定要教馬蘭的孩子們唱歌。
兩把手風琴、四把小提琴，鄧小嵐把自己家中，

甚至親朋好友的樂器悉數帶到了馬蘭。她每年在馬
蘭呆的時間也越來越長，從幾個星期變成了幾個
月。
「一開始就想着教孩子們唱唱歌，後來歌唱好了

又想着教孩子們學樂器，樂器學會了就又想着組個
樂隊，組了樂隊就想着讓孩子們有表演的機會。」
2008年國慶假期，鄧小嵐帶領馬蘭小樂隊的第一
批成員共6個孩子到北京遊玩，還在中山公園舉辦
「馬蘭小樂隊小型音樂會」，「這是我們的小樂隊
第一次走出大山」。又過了五個年頭，2013年八
月，鄧小嵐發起舉辦了「馬蘭兒童音樂節」，這是
當時國內少有的專門面向兒童的音樂節，「在音樂
節上，更多的人知道了我們『馬蘭小樂隊』。」
第一屆「馬蘭兒童音樂節」在胭脂河畔搭建的舞

台迎來了20多個演出團體同台。在青山綠水間，
數千名觀眾被孩子們的天籟聲音感染。
2015年，鄧小嵐在馬蘭村口親手設計並出資建

造了一座三層小樓，她將其命名為「音樂城
堡」，「城裏孩子有迪士尼樂園，有公主城堡，
音樂那麼浪漫，我就給馬蘭的孩子建一座『音樂
城堡』」。

搭建「音樂城堡」村民也受感動
現在一走進馬蘭村，遠遠就能看到鄧小嵐建的
「音樂城堡」。她在房子周圍栽了很多樹，房前的
路也裝飾成彩色，「一樓門楣上是一把古琴的標
誌，二層門楣上是由高、中、低三個聲部符號捲在
一起的圖案，欄杆是五線譜，上面的曲子就是我們
的小樂隊每次音樂會的開場歌——馬蘭之歌。」
在鄧小嵐的感召下，由村民組成的馬蘭藝術團成

立了。「有一天我聽到鄰居在院子裏幹活時，嘴裏
還哼着『歡樂頌』。哇，我當時好開心，這就是音
樂的力量。」鄧小嵐在馬蘭村籌建的「月亮舞台」
已在胭脂河畔落成，灰色的圓形舞台猶如一輪明月
懸掛天空，正靜待新一屆「馬蘭兒童音樂節」的開
啟。

用盡積蓄支持 欣見孩子成才
雖然為馬蘭花錢從不心疼，鄧小嵐本人卻很節

儉，很少買新衣服，家中傢具老舊了也不捨得換。
鄧小嵐的退休金幾乎都花在了馬蘭，「雖然我沒有
積蓄，但卻很知足。」因為她真切感受到在音樂的
帶領下，馬蘭的孩子們更自信、更樂觀了，「這就
很值得。」
第一批馬蘭小樂隊成員好多已經大學畢業，有的

還在大學裏學音樂專業。「孫志雪考取了北方民族
大學音樂專業，大學繼續學習長笛；在師範學院上
大學的白寶鵬從事幼兒素質教育，音樂素質也很不
錯。」 鄧小嵐說，自己最大的心願是越來越多的
中國孩子能夠有音樂相伴，一生都可以在音樂的浸
潤下，憂有所解、樂有所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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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小嵐和
參加北京冬奧
開幕式表演的
孩子們在一
起。
受訪者供圖

◆鄧小嵐（左一）早年和孩子們在校外山間田野練習音樂間隙休息。 資料圖片

◆北京冬奧會開幕式上，「馬蘭花兒童合唱團」用希臘語在開幕式上歌唱。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