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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木瓜

自从喜欢上写作之后，还真的没有七
十多天不动笔的日子。是不是人一下子变
懒了？应该不是；是不是事务太多没了写
作的时间？也不是；是不是文思枯竭写不
出东西来了？当然不是。其实个中的原因
很简单，是书，是那些堆得很高的书让我停
下了笔。

我喜欢看书，特别是每天睡前看上一
个小时的书，这个习惯保持了有半个世
纪。多年来，在我的床头柜上和书桌上，永
远不缺的就是书了。

年初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将原本喜欢
光顾书店的我带到了网上，在当当网买书成
了我的一项新嗜好。我买的书比较杂乱，有
清代的，有“民国”时期的，有现代的，有当代
的，有台湾作家的散文，也有美国、日本、奥
地利作家的小说。这将近四十来本新书，究
竟该从哪一本开始读，我采用的方法是用距
离来决定看书的先后顺序——从阅读萧山
本土作家的作品开始，接下来是省内作家、
北方作家，最后是外国作家的作品。

我把这些新书排了队，放在第一本的
是咱们作协俞梁波主席的大作《大围涂》。
为何首选这部60万字的鸿篇呢，原因很简
单，因为俞主席与我都是楼塔人，而小说中
讲述萧山人的故事也离我们的生活最贴
近。随着小说中情景的展开、深入、变化，

“人类造地史上的奇迹”和被刻画得非常细
腻的各阶层的几十位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
物慢慢走进了我的视线。我被汪阿兴朴
素、务实、不屈不挠、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信
念深深地感染，书中塑造造汪阿兴的形象

并不太高大，但他正是我们父辈当年革命、
工作、生活的写照。

看完了《大围涂》，紧接着看的是一部
史志《古塘旧事》。这是我父亲的至交项宝
泉老先生花了十多年时间，探古迹、查史
料、访乡民，编写完成的古镇瓜沥的方志。
书中记载了瓜沥塘头的发展历史、名人古
迹、名医传记、民间习俗、故事与传说。

第三部书是钱金利先生著的《故乡的
腔调：沙地土话与生活日常》，此书是实实
在在的萧山本塘货色。走入钱先生描述的
沙地人的生活，那些我们打小就熟悉的沙
地土话一句接着一句，你从中可以看到被
叫作“煞胚”的沙地人“做稀客”“跄人家”的
微小细节，你也可以了解到有些沙地人的

“脾气石石硬”，有些沙地人做事体“泰悠
悠”格来，一点都“不急棍”。“花头经介透”

“对课介好”“造捏万千”“破脚骨”“敲竹杠”
“小娘生”……作者描述得确实是太到位太
精彩了，让人爱不释手。

接下来看书的排序还是由距离说了
算，先近后远。麦家，富阳人，曾担任浙江
省作协主席，他的那部《人生海海》还是成
都的一位颇具文艺范的朋友超哥给我推荐
的。接着看了另一位杭州著名作家余华的
经典散文《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余华
是被外国人称为“中国最享誉世界的作
家”。之后看的是台湾作家的作品，先看了
林海音的小说《城南旧事》，她是台湾女性
文学的开山人。后面看的是余光中的散
文，我买了他的散文《时光的旅者》《远望可
以当归》《听听那冷雨》《我们那短暂而漫长
生命》，但只挑选看了《时光的旅者》。回过
头来又看大陆作家的小说，莫言诺奖后的

首部作品《晚熟的人》，茅盾文学奖得主迟
子建的长篇力作《群山之巅》，昨天刚看完
日本诺奖得主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

在书桌上排着队的书还有：周作人的
《春水煮茶，听雨看花》、沈从文的《湘行散
记》、白先勇的《台北人》《八千里路云和
月》、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苏童的《活
着不着急》、张阳蕊的《时光煮酒，流年生
香》、迟子建的《烟火漫卷》、池莉的《大树小
虫》、格非的《月落荒寺》、夏奈的《伊斯坦布
尔的一年》、左拉的《娜娜》、川端康成的《古
都》、毛姆的《月亮与六个便士》、卡夫卡的
《卡夫卡小说精选》、太宰治的《人间失
格》……

我不清楚这些被我排好了队的书何时
才能看完，也不能保证在这期间，我能拒绝
书店和当当网的再次诱惑。昨天在参加城
厢街道作协新春茶话会上，我又荣幸地收
到了两位女作家亲笔签名并要求“指正”的
书籍。一本是缪丹女士的散文集《留住乡
愁》，另一本是一位新近认识的女作家卡兰
诺的作品《瞧，卡卡家那窝神奇的鸡》，据说
现在这部作品可火了。这两本书看来还是
需要插个队了，女士优先，应该是一个不错
的理由。

这个冬天有点冷，也正是读书的好时
机，坐在书桌前，吹着暖风，让心灵在那书
海里自由地轻轻地飘着。

■文/图 余继乐

与最专业的合唱团同台

2020年12月26日晚，我区少儿合唱
团和浙江歌舞剧院合唱团、浙江大学文琴
合唱团、浙江传媒学院艺术团合唱团、宁波
市爱乐女声合唱团等9个优秀合唱团一
起，应邀参加了在浙江音乐厅举行的“唱响
时代颂歌”2021浙江省合唱新年音乐会。
该晚会由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浙江
省合唱协会主办。因为浙广直播进行了网
上同步直播，使得现场和网上观看人数突
破90万，创下我省历年合唱新年音乐会之
最。而我区少儿歌手的风采也随着现场和
直播走进千家万户。

一年一度的“浙江省合唱新年音乐会”
是浙江省合唱协会几届领导接力培育的品
牌项目，在圈内圈外获得了很大的影响，至
今已是第十四个年头了。出席新年合唱音
乐会的原省市老领导和各级政府领导作为
普通观众，和在场观众一起欣赏，一起喝
彩，一起高歌《我和我的祖国》。

八个年头硕果累累

萧山区少儿合唱团，成立于2013年1
月。八个年头，2800多个日子，在团长和
常任指挥等区音舞协会骨干的奉献中，在
全国享有盛名的萧山籍指挥家，原总政歌
剧团一级指挥、总政交响乐团常任指挥桑
叶松老先生的支持下，合唱团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参加各类比赛获得诸多荣誉和奖
项，主要有：2015年7月参加第六届中国魅
力校园合唱节比赛，获金奖。2016年10月
参加浙江省第二届合唱大赛，获银奖。
2016年参加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合唱节获
童声组B级合唱团荣誉。2017年7月参加

“美丽中国”南湖合唱周——全国优秀合唱
团队邀请赛暨第十五届南湖合唱节获银
奖。2020年参加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合唱
节被评为童声组一级合唱团。

少儿合唱团多次参加公益活动，2019
年参加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的音乐党课受
到了各界的欢迎，疫情期间录制了抗疫歌
曲《妈妈回来了》等等。合唱团默默耕耘在
萧然，而名声早已在外，2020年10月，合唱
团收到了省合唱协会关于参加浙江省合唱
新年音乐会的邀请函。

散珠作战中艰难开拓

凭心而论，萧山少儿合唱团与其它有
些新建团相比，在场地设施上缺了些新建
团的规模和气派；与有些老牌合唱团相比，
又少了点老牌团的基础和底蕴。是随遇而
安还是积极开拓，本着“有些事情是可以等
待的，但是少年儿童的培养是不可以等待
的”想法，少儿合唱团克服诸多困难，在坚
守中蓬勃发展。

与一般的学校、企事业单位合唱团不
同，区少儿合唱团的团员经过选拔，都比较
优秀，但毕竟像珍珠一样散落在我区各中
小学，平时一周只能集合一次，“五一”、“十
一”正是集训的黄金时间，孩子、家长和老
师八年如一日，放弃黄金周休假时间，而且
经费得自筹，没有财政保障，这些都给训练
排练带来很大的困难。

指挥周金元说，并不是孩子不喜欢唱，
而是很多团员到了高年级或者初中阶段，

得去参加诸如奥数写作等文化课补习，“时
间档期”开始冲突，而被迫离开心爱合唱
团，使得刚刚组好的声部又必须重新补充
新团员训练排练。

另一个困难是，作为主办方的萧山少
年宫本身场地紧张，没有专门的合唱教
室。因此，前几年一直是借用回澜小学、劲
松小学的场地，直到2019年合唱团才回到
宫里上课训练。

“万丈高楼平地起，现在的合唱不仅
是好听的，还是好看的！”团长李峰说，如果
要在众多的合唱团中脱颖而出，团员的音
域必须要达到high C（高音C），还需要解
决音准、和声、节奏、力度、气息、发声等基
础技术问题。一个优秀的合唱团，不能“剥
萝卜吃萝卜”式发展，只唱几个参赛作品，
而是要跟砌墙一样，把基础的砖一块块码
整齐码扎实了，才能建起合唱的高楼大厦，
驶向合唱艺术的广阔天地，方能驾驭更多
更优秀的合唱作品。而在克服了技术难
度、作品难度后，还同时必须在表演和表现
力上下功夫，因为仅凭声音的年代已经结
束了。

把最宝贵的给予儿童

2012年前后，是萧山合唱的快速发展
期。金秋合唱团、教师合唱团崛起，在省内
外比赛中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使萧山合
唱在省内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然而童声
合唱却是萧山合唱的一块短板，我区许多
文化教育界人士都希望能补上这一缺憾，
区青少年宫和音舞家协会也因此开始考虑
筹建区少儿合唱团。

关于常任指挥人选，大家不约而同地
想到了在省内小有名气的青年指挥家周金
元老师。周金元是一位大学教师，指挥先
后师从桑叶菁、陈正福、桑叶松老师，是萧
山教师合唱团的首任常驻指挥，曾执棒杭
州采荷合唱团、萧山金秋合唱团、杭职院大
学生合唱团等，获得过多项全国和省级合
唱比赛金奖和优秀指挥奖。联系上周指挥
以后，大家一拍即合，因为周金元也很希望
萧山能有一支高水平的童声合唱团，乐意
和大家一起来创建打造这支合唱团。

建团之初，合唱团就把目标锁定一流，
要办就要办最好的。为对标一流，大家想

到了在萧山音乐发展史中有重要贡献的桑
氏家族，“五叔”桑叶松老先生有着浓厚的
家乡情结，肯定愿意为家乡贡献一份自己
的力量。果然风尘仆仆的团长和指挥出现
在桑老师的北京家时，桑老师欣然同意担
任萧山少儿合唱团的顾问专家，而后又不
顾年迈每年定期亲临萧山给合唱团指导。

为建立和国内主流童声团高度一致的
正确童声发声方法，合唱团成功邀请到了
北京市171中学金帆合唱团创始人和指
挥、特级教师许德昌老师。每年十一，在完
成天安门广场烈士纪念日童声献唱指挥这
个重大国家任务后，许老师总是要连夜坐
飞机赶赴萧山，第二天一早准时出现在合
唱团孩子们面前。桑老师和许老师的大师
课，让大家受益匪浅，我区一些学校和嘉兴
等地的指挥，也时常过来观摩，将更好的合
唱训练理念和童声声音概念播种到各校各
地。

孩子们出省参加全国或国际赛事，所
有费用都需自理，合唱团一些孩子的家庭
难免有一时经济上窘迫的时候，老师们总
是自费拿出几千元钱来资助他们，让这些
热爱合唱的孩子也能如愿参加大赛的历练
和交流学习。

如果说，青少年宫是孩子们梦想起飞
的地方，那么少儿合唱团，就是爱歌唱孩子
们的童年梦工厂。让更多的孩子学会唱
歌，让更多的孩子体验到合唱艺术的魅力，
让更多的孩子得到艺术审美教育！这是萧
山少儿合唱团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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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少儿唱响浙江省合唱新年音乐会

儒学天地
杭州市萧山区儒学学会供稿

让心灵在书海里自由地飘着

区儒学学会总结经验表彰先进

■文/ 金海焕孔江波

为总结2020年学会工作，谋
划2021年工作新蓝图。近日，杭
州市萧山区儒学学会2020年总
结表彰会在浙江梵思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三楼会议室隆重举行。

浙江省儒学学会会长吴光，
萧山区社科联副主席傅浩军，区
社科联领导任张标，区儒学学会
负责人汤金友，学会名誉副会长、
义桥镇人大副主席孔火明，浙江
梵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徐
斌，学会副会长、传化集团党委常
务副书记朱肖祥，学会常务副会
长孔自强，副会长潘炳鑫、孔鸿
德、沈国祥，名誉副会长於森梁等
领导出席，梵思教育教职员工以
及学会全体个人会员、团体会员
（理事）单位代表和学会讲师团成
员等13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

朱肖祥主持。
学会负责人汤金友为团体常

务理事单位浙江梵思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授牌匾，学会名誉副会长、
义桥镇人大副主席孔火明，区社
科联领导任张标为团体理事单位
萧山区北干初中、萧山区回澜小
学授牌匾。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孔鸿德宣读了受表彰的学会
2020年度先进团体单位和优秀
个人会员名单。

浙江梵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
校校长李青军、杭州大無書院院长
周陈国、萧山区渔浦小学副校长孔
堰宏、浙江国泰集团原常务副总经
理孔祥燕、北干初中党支部书记陈
观校、荣盛集团杨德品做了发言。

会前，毓秀学校表演了舞蹈
《三字经》、礼仁国学萌宝朗诵了《论
语》、渔浦小学学生吟唱了《山中送
别》等，全体会员齐诵了《大学》。

学会负责人汤金友为团体常务理事单位浙江梵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授牌匾

学会名誉副会长、义桥镇人大副主席孔火明，区社科联领导任张标为团体理
事单位北干初中、回澜小学授牌匾

先进团体单位

优秀个人会员

链接：2021年的工作思路

1、创新推进“三进三送”
深入推进儒学文化“三进三

送”，创新“三融三树”（融合时代、
融合发展、融合社会，树立典型、
树立阵地、树立品牌）为特色的儒
学文化传播工作。力推学校、乡
村社区、企业儒学示范基地建设。

2、着力办好孔子学堂
助推萧山区社科联“萧山科

普”工作；建设好特色经典读诵点、
书法研习点和文化讲堂；搭建好孔
子学堂讲师课题库和校、企、社区
的供需平台；携手萧山新华书店成
立10家孔子学堂文化驿站；组织
开展传统文化幸福家庭建设论坛
及家风建设系列讲座；与省级有关
单位及非遗协会共同举办民俗周
活动，落实特色民风传习。

3、广泛开展儒学文化研究
抓紧儒学研究室建设步伐，

继续整合政、商、学、民等各方面
资源，不断充实研究室队伍；继续
推进河上镇萧山科举文化馆建
设；通过多种途径收集萧山儒学
的地方文史资料；定期组织以萧
山儒学为主题的系列读书会、儒

学研究活动和民俗活动。
4、重点做好儒学文化讲学
讲师团要以持续推进学习内

化和开展讲座活动为重点，力争
推进一至两场文化宣讲活动，把
讲好中国故事、萧山故事和百姓
故事有机统一起来，服务于萧山
文化强区建设。

5、精心组织儒学文化交流
开展儒学文化交流，坚持“走

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加强与
各级各类儒学团体的联系，开展
形式丰富的征文、论文、文艺作品
评选活动。

6、深度推进学会建设
主抓儒学“三进三送”和三大

模块建设，理顺“三融三树”发展机
制，不断推进儒学三进三送、祭孔
典礼、萧山孔子学堂、讲师团、文化
研究室、示范基地等萧山儒学品牌
和阵地建设，致力打造“美丽萧山·
文化城市”新名片和新窗口。

周金元在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