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óf二流子学好五更的来历

东北汉族民歌的小调类里
“

五更
”
占很大数 t

.

同曲不同词或同词不同

曲的数量也不少
.

名称繁多
,

有的根据曲牌得名
.

有的根据内容得 名
. 《 二

流子学好五更 》 就是根据传统民歌 《 贫寒五更调 》 添新词而得名
。

这是在东

北解放初期土改时
.

我省著名二人转老艺人胡景歧
,

李泰在纳河县 一带为配

合宣传组织起来的中心工作而编的新询
,

并当作 《二人转 》 小帽来 唱
.

受到

群众欢迎而流传下来
。

民歌演变也有着延续性
。 《 贫寒五更 》 从内容上 看是

妻子劝丈夫学好
,

如
:

有这样的词
:

七更里掌上银灯
.

夫妻二人 坐 在床

中
,

小奴百劝你百不应
”

从曲调上看没有很大变化
.

但添了新词后却有 了发

展
.

。匕如曲调中的附加句坦 生里生里}旦
。

}
就是摘用民 歌 ` 下盘

棋 》 中一个典型的乐汇
,

而结尾的 四小节即和 《 下盘棋 》 调的旋法相似但又

有不同
,

如
(

下盘棋
》
结尾是旦 旦羹旦」

二

}巡丝 !坦竺 }

丝 竺 }坦 丝 {
: 1 :

}
, -

随着表现内容及人们观赏习惯的变化而变化的
。

从中纽见民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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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乐

故 事 铁托重视音乐人才的培养

茜八丫父污八

: C粗X况 X火

五十年代初
.

铁托领导南斯拉夫人民
,

建立了联邦人民共和国
。
为了改变贫穷落后

的局面
,

一方面大力进行经济建设
:

一方面拿出国家有限的资金
.

为国家培养人才 而选

派少数青年出国深造
.

十七岁的杜勃拉芙卡
4

拉姆西克就是被选派去美国纽约朱莉亚音

乐学院学习钢琴的学生
。

刚好
.

这时波兰著名钢琴家各宾斯坦也迁居纽约并在纽约经常

彗行音乐会
。

在一次独奏音乐会后
.

他偶然地发现了这位经常来听他音乐会
.

又总是歌默地 献上

一朵小花的姑娘
,

经了解
。
这个小姑娘还具有非凡的音乐天斌

,

目前正在学习钢 琴
.

便答

应业余时间给她上课
·

杜勃拉芙卡得到* 师慈父般他关怀更加刻苦的努力
,

业务进步很快

… …可时间不长
,

杜勃拉芙卡便含着泪水向鲁宾斯坦告别了 , 鲁宾斯坦惊异不解地问
:

“ ·

一
“

发生什么事了?
”

小杜勃拉芙卡难过地说
: .

由于国家困难
,

美元升 值
.

政府

.

2 9灿



不得不停发我在美国学习的学费
·
“ 一” 听到这

,

鲁宾斯坦深为这个小天才婉惜
。

为 了

这颗幼苗的成长
,

又亲自到南斯拉夫驻美大使馆联系
。

南驻美大使立即向政府做了 汇报
。

当铁 托 知 道此事后
,

一

考虑到国家的确实困难
.

便果断地洞电说
: “

如果鲁宾斯坦 肯教

杜勃拉芙卡的话
,

我愿付她在美国继续学习豹学费
” 。

鲁宾斯坦听到总统要亲自为 杜勃

拉芙卡拿学费
,

就愉快地答应了条件
.

从此杜勃拉芙卡就成为鲁宾斯坦的正式学生
。

当

杜勃拉芙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朱莉亚音乐学院归国
.

铁托总统热情地邀请她到别墅去

避署
。

在她向总统和袒国人民汇报的独奏音乐会上
.

她演奏了贝多芬的
`
热情奏鸣曲 .,

咤梅菲斯托圆舞曲 》
·

一精湛的技巧
,

非凡的表现力
,

诗一般火热激情
,

畜得铁托总统

和所有观赏人的雷鸣般地掌声
,

叫好声
· `

一后来 她在德国
、

意大利
、

西班牙等许多国家

演出都获得极大成功
.

她成为南斯拉失最杰出的钢琴家
。

当她如一朵朴素的艺术之花 盛

开在乐坛上
.

她的琴声载誉全世界时
,

人们又 怎能忘记
,

这其中还有铁托总统象园丁一

样所浇灌的辛勤汗水呢
.

( 田润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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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特 与 肖 邦

1助2年
,

二十二岁的 肖邦由于生活窘迫
。

从波兰流亡到法国巴黎
,

开 始 结 识李 斯

特
。

虽然在这以前他曾开过音乐会
。
钢琴演奏也很出色

.

但由于资产阶级社会的门 第观

念
,

人们还不熟悉这位农村语文教师家庭出身的外乡青年
,

而这时的匈牙利钢琴家李斯

特确已在巴黎大名鼎鼎了
。

李斯特见到肖邦后很赏识肖邦的才华考 肖邦虽然年长李斯特一岁但也银敬 仰 李 斯

特
.

在一次音乐会上
.

李斯特在热烈地掌声中走到钢琴旁坐下
,

剧场里的灯火按当 时音

乐会习惯 (为了便于听众全神贯注地欣赏 ) 也全都熄灭了
。

此时美妙绝伦的旋律从钢琴

音箱里飘浮到整个剧场
,

琴声显得分外深沉撑厚
,

听众如醉如痴
,

人们都感到李斯特在

今晚的演赛分外动听
加
仿佛把人们都引入诗的王国中去

。

正当人们出神入境
,

琴声咬然

而止
,

灯火豁然通明
.

然而令人惊异的是
,

舞台上谢幕的竟然不是李斯特
.

却是一 位陌

生的青年人
.

原来是李斯特趁灯火熄灭之际
,

悄悄把肖邦换到钢琴弹奏椅上
.

他巧妙地

用这种方式
,

把肖邦介绍给巴黎听众
。

当主持人向人们介绍完真实情况
,

听众为李 斯特

的高尚品格
.

为肖弗所表现的音乐才气 而群情橄奋
,

掌声淹没了剧场
.

从此
.

肖郊在巴

黎一鸣惊人
,

被誉为
“

钢琴家中的第一人
。 ”

而李斯特这个荐举音乐天才的故事
,

也被

人们当作佳话广为流传
。

!

(张夫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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