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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2月 31日晚，扬州
市歌舞剧院民族乐团倾全团之
力，为邮城人民献上了一台弦音
美妙的音乐会。台上的乐团指挥
风度翩翩，他那极富感染力的肢
体语言，不仅激发了演员们的激
情，也拨动了观众们心中的琴弦，
全场观众不时地为他送上阵阵掌
声。他，就是扬州市民乐团团长、
高邮人秦如峰。当晚演出结束后，
秦如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地
说：“作为一名从高邮走出去的民
乐团团长，我曾经带着我的民乐
团在世界多个国家举办过音乐
会，但是，今天，能够在自己的家
乡办一场民族音乐会，我才算找到
了自己的根。”

草根艺人梦想大舞台

秦如峰出生于三垛镇武宁
乡，父亲是当地有名的艺人，吹拉
弹唱、十八般“武艺”样样在行，曾
做过当地文艺宣传队队长。因这
份特别的机缘，秦如峰自小便与
音乐结缘。“在那个封闭的农村，
有点文艺特长的人都很受大家欢
迎，平常只要村里和百姓家有活
动或红白喜事等，村民们都很乐
意请我父亲等人表演一段，因此
幼年的我经常有机会跟在父亲身
边，走村串户看他们举行各种文
艺演出活动。”秦如峰说，文艺表
演看得多了，久而久之，他便熟悉

了各种乐器的弹奏，对音乐也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一次，村里举
办现场文艺表演，可就在大家临
上台时，发现队里敲大鼓的鼓手
仍未赶到，眼看距离演出还有几
分钟，演出负责人急得团团转。就
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现场突然
响起了一阵响亮的大鼓声。原来
是小小年纪的秦如峰因为好奇，
忍不住敲起了一旁的大鼓。看着
眼前的这个个头比大鼓高不了多
少的孩子竟然敲起鼓来，而且节
奏感非常强。现场一位旁观者立
即提议：“这孩子不错，敲得还真
像回事，实在不行，就先让他顶上
吧。”就这样，因为秦如峰的一次
好奇之举，竟让他意外得到了人
生中第一次上台演出的机会。

有了第一次的大胆尝试，此
后，秦如峰对音乐的热爱更加强
烈。每天放学回家、干完农活，他
都会打开广播，收听各种音乐节
目；平常没事，他拿着父亲放在家
中的乐器偷偷鼓捣一番；每当有
文艺团体下乡演出，不管多远，他
都会赶去观看，并利用一切尽可
能的机会，向专业人员请教。兴趣
是最好的老师。正是得益于对音乐
的那份痴迷和不懈努力，秦如峰十
七八岁时便已成了当地小有名气
的民间艺人。他不仅会吹笛子和唢
呐、拉二胡、敲大鼓，而且还会唱几
首经典的民间歌曲。当地老百姓只
要一提到他的名字，都会纷纷竖起
大拇指，夸赞他是一个大能人。尽
管如此，秦如峰的内心深处一直存
有缺憾，他希望能够考上一所专业
的艺术学校，接受正规的音乐学
习，在更大的舞台上演出。

不忘初衷坚持音乐之路

俗话说，有心人，天不负。1990
年 5月中旬，机遇从天而降。在一
次上城购物的途中，秦如峰通过定
向招生的方式，过五关斩六将，被
扬州市歌舞剧院录取，成为该院

“唢呐专业”的一名学生，并由此开
启了他个人正式的音乐之路。

秦如峰说，进入专业学校后，
为了弥补自己的“先天不足”，尽
快赶上别人的步伐，他在学习中
非常勤奋，别人上完课都出门逛
街休闲，他却要把老师所讲的知
识一遍遍温习、巩固；一到节假
日，同学们都放假回家探亲，他一
个人留在学校里，学习乐器演奏
的手法与技巧。凭借着这股拼劲，
两年后，他顺利地被扬州市歌舞
剧院以优异生的身份送到南京艺
术学院进行深造。

从南京艺术学院学成回扬
后，秦如峰如愿当上了扬州市歌
舞剧院的一名专业唢呐手。由于
器乐演员上台机会不多，再加上
当时文化市场的不景气，秦如峰
一度很少有演出的机会。尽管如

此，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音乐之
路。他一边苦心钻研提高自己唢
呐的各方面演奏技艺，一边学习
乐团专业指挥等相关知识。同时，
还利用业余时间，担任扬州市文化
艺术学院的民乐专业教师。 就这
样，慢慢地，秦如峰在音乐道路上
的造诣越来越高。多年来，他不仅
先后成为国家二级艺术监督、中国
音乐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民族音乐
团队联盟副会长、扬州市歌舞剧院
副院长和扬州市民族乐团常任指
挥等，而且还曾多次荣获江苏省音
舞节、江苏省民乐比赛大奖。

2012年 7月，在扬州市歌舞
剧院民族乐团发展陷入困境之
时，秦如峰临危受命，当上了民乐
团团长。上任后，他广征贤才，召
集乐团原来一批老将、扬州当地
艺术学校专业学生以及省内知名
院校的民乐专业老师等，组建了
一支新的民乐班底，并聘请专业
力量为乐团创作了数首富含扬州
本土文化特色的民乐曲。为提高
扬州市民对高雅音乐的认知度，
他又积极推广会员消费模式，鼓
励更多人走进音乐厅，与民乐零
距离接触。在秦如峰的带领下，扬
州民乐团重新焕发出生机。两年
多来，该乐团每年演出均超过百
场，并先后前往东南亚、欧美等多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演出，目前已
成为活跃在扬州乃至全省范围内
的知名民乐团。

让家乡人民享受音乐盛宴

秦如峰在个人艺术取得辉煌
成就的同时，对家乡的情结也越
来越浓。家乡的每一步发展、每一
点变化，处处都牵动着他的心。为
家乡人民送上一台民族音乐会更
成了他的夙愿。2015年 12月 31
日晚，在市委、市政府及各相关部
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年
多的精心准备，秦如峰带着他的
扬州民乐团走进了高邮大剧院，
给家乡人民带来了一场“水乡味”
十足的 2016年新年民族音乐会。

“为了让家乡的百姓真正欣
赏到一场高水平的音乐会，我特
意邀请了李媛媛、谭伟海等多名
高邮籍知名音乐人士加盟，并从
主题表现、风格韵味等各方面对
每一个节目都精心挑选，力求音
乐会更接地气。”秦如峰告诉记
者，他还亲自操刀，为音乐会特别
编写了一首寄托自己对家乡无限
思念之情的唢呐曲《秦邮小景》。

当晚演出结束后，观众们对这
次音乐会好评如潮，大家纷纷表
示，在新年开始之际，能够欣赏到
这样一场既清新又有水乡特色的
高水平民族音乐会，感到很幸福。

敬其业 游于艺
———卞荣中其人其书

□ 赵万和

走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从大厅到
走廊，你会被一幅幅内容丰富、装裱精良
的书画作品所吸引。整个环境弥漫着浓
郁的文化氛围，体现了一个政府职能部
门对文化的尊崇。该局局长卞荣中先生
的办公室，更是令人感受到浓烈的书香
气息：书案上有登载他文章的报刊，墙壁
上挂着他的书法作品，书橱里摆放着世界
名著和各类业务典籍。他的办公室空间虽
不大，却别具一番风味。

卞荣中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复合型人
才,1983年从军事院校毕业后，历经了 10
余年军旅生涯，于1993年转业到原高邮
市工商局工作。曾先后担任过人事股长、
工商所长、局纪检组长、扬州市工商局公
平交易处处长、高邮市工商局局长等职。
他勤奋敬业，在不同岗位都能别开生面，
创造政绩，为人称道。自从任职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局长以来，他在做好本职工作的
同时，更加注重推行文化兴局，先后成立
了文学、摄影、书法、音乐、集邮等18个文
化兴趣小组，并且形成制度，定期不定期
举办活动，有效地丰富了局机关干部的文
化生活，陶冶了机关干部情操。而他自己
更是身体力行，不但亲自参与多个兴趣小
组活动，还先后创作发表了一百余篇散
文、小说及诗歌作品。

卞荣中工作之余学
习书法，在书法文化的
浸染中涵养胸中浩然
之气，蕴蓄一种传统
和现代相互交融
的“文武之道”。
他把学习书法
作为一种相伴
终生的思维、行
事方式。他的书法
投射和倾洒着他作
为公务员的风骨和
意趣，传达着他对博
大开阔、沉雄广放与宁静
自适、淡泊潇散一张一弛两
种美学相得益彰的追求。书法艺术是他
八小时以外雷打不动的必修课。八小时
内，卞荣中作为一局之长，有很多工作要
做，没有时间顾及书法。但工作之余，他始
终坚持对书法艺术的追求，不管是晚上开
会或接待客人回家，再晚他都要练上几
笔，这也促进了他对工作的更大激情。文
化艺术都是同根共乳的，优秀的管理者需
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研习书法，必须广
泛涉猎、兼收并蓄，由书法而学习研究文
学、哲学、史学、美学等学问，这些有的直
接作用、有的间接作用于他所从事的政府
管理工作。同时，学习书法需要淡泊名利，
需要培养过人的毅力和心如止水的心态，
这与为人处世、为官做事也是相通的。

中国书法发端于原始陶文，形成于商
殷的甲骨文，经春秋战国时的石鼓文，历

秦篆、汉隶、晋草、唐楷和宋行，完成了中
国书法的五种正宗书体。凡真正习书者必
通晓五体书艺并择其中适合自己性情的
书体钻研之，方有成效。卞荣中就是走的
这条正道。长久以来，学书者皆视唐楷为
入书法门的正规典范，卞荣中少时也曾以
唐楷为始，他初学《颜真卿多宝塔》、柳公
权《玄秘塔》和《神策军》等碑帖。他在字体
结构和笔法上也都下过苦功夫，后来在立
基唐楷的同时，又上溯汉魏碑刻，遍学二
王，从自己的个性和审美情趣喜好取晋人
之韵与宋元之意，博采诸体名贤之精粹。
卞荣中以行书擅长，其行书功底很深，具
有沉着流动、委婉含蓄、遒美劲秀的意趣。
他追求王羲之那种志气平和（不激不励，
而风规自远的境界。）把握米芾书法的“风
樯阵马，八面出锋”的刷字技巧，我们从他
所书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作品中可以
观赏到，此作通篇286个字，一气呵成，一
挥到底，写得率意自然，清劲飞动，如鱼得
水，可称一时得意之作。其技法娴熟、得心
应手，章法轻重合适、行气贯注、前后呼
应；墨色浓淡枯湿相间，用笔虚实结合，法
度严谨；间架准确清俊，体态优雅，古意盎
然。整幅作品径取二王，工稳、含蓄、端庄、
严谨，字形在大小轻重、长短巧拙上，均能

统摄自如，使之和谐统一，令人赏
心悦目。

孔子曰：“学而时习
之不亦乐乎”，卞荣中
工作之余寄情笔墨、
悠游其间，从中获得
心灵的调剂，正所
谓“偷得浮生半日
闲”。他为人非常

低调谦和，他认
为：三人行必有我

师，每凡同道聚会他
总是带上自己的近作

与大家切磋交流。他还
经常把自己的作品放在微

信群里让网友点评，征询别人
意见。以书法为媒，结识朋友，互相探求
艺术，亦师亦友，他觉得每当和同道在一
起交流、探讨书法艺术都有新的感悟和
收获。

人对事物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随
着时间的推移，有一个不断否定的过程。
卞荣中说过，如果一直感觉很好，就会固
步自封，写的东西感觉不好最好就撕掉。
平时读一些书，看一些展览，看古人的经
典，逐渐对照，就会看到自己的不足。卞荣
中以开放的思想和心态，立足于传统文
化，走继承优秀书法精华之路，既注重书
法艺术本体的研习，更注重人品和学识修
养，常用心于文学和文字学研究，诗词歌
赋等他都在意，我们从他的书法形式和
字里行间均可见其所隐含的文气、书卷
气和儒雅才气，见书如见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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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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