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
任
编
辑

杨
琳
琳

16
2016年
7月30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版
式
设
计

刘
红
颖

版
式
校
对

刘
芳

情
趣

□本报记者 王路曼/文 孙妍/摄

马长江：

大观园公园内， 人们常常会看见
一群中老年人聚在一起吹萨克斯。 他
们演奏水平参差不齐，但几乎都能吹上
几首曲子。 每周三和周六的上午，这里
都会上演萨克斯的音乐会。 其中，一位
头发有些斑白，戴着复古圆框墨镜的老
人显得十分忙碌，他会逐一去听每个人
吹奏的曲子，然后一一指点和评价。 他
就是各大公园萨克斯演奏圈小有名气
的“马老师”———马长江，一个可爱、热
心、常年免费教授萨克斯演奏的北京老
头儿。 “我是退休之前开始学习吹萨克
斯的，就是一个业余爱好。 没想到现在
退休之后， 它却反客为主成了我的主
业，吹出了我的多彩生活。 ”

今年62岁的马长江，从西城区总工
会退休两年时间了。 从小就喜欢音乐
的他，学习过很多乐器，口琴、圆号、长
号、手风琴等乐器，拿起来就能演奏一
段。 “但我最爱的还是萨克斯。 ”马长江
告诉记者。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个流
行举办各种舞会的年代，改革开放的热
潮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西洋乐器。 “当
时，我已经45岁了，才第一次接触萨克
斯，就被它迷人的音色吸引了。 ”从此
马长江把萨克斯视为珍宝。

“萨克斯演奏入门快，但很难进一
步提高，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好学难
通’，但因为我有较好的音乐基础，再加
上几近狂热的喜欢，我演奏萨克斯的水
平还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马长江说。
以前，有很多人找他演出、伴奏，他还参

演过一些知名电视剧的乐队。业余时间
里，马长江尽情地享受着萨克斯给他带
来的快乐。

马长江一直认为，应该把音乐的快
乐分享给更多人，所以他常常到公园里
去演奏萨克斯。 慢慢地围观的人多了，
就有人追着他想学习。“有人愿意学，我
就愿意教。”对别人的请教，马长江来者
不拒。于是马长江因萨克斯结交了很多
志趣相投的萨克斯发烧友，计划里的休
闲生活，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充实。

“大概是从2011年开始的，到现在，
我已经教了50多名学员演奏萨克斯。他
们中绝大多数都是中老年人。 ”马长江
说， 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尽快掌
握演奏萨克斯的方法和技巧 ， 他还
专门总结了一套针对中老年人的教学
方法。

退休职工老吴曾一度非常不适应
退休后的生活。 为了从生活中找到新
的乐趣， 他慕名来找马长江学习演奏
萨克斯。 “我一点演奏乐器的基础都
没有， 但马老师说我乐感还行， 愿意
教我。 ”老吴笑着说。 到现在，他已经学
习萨克斯7个多月时间了， 可以完整演
奏30多首曲子。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很多学员几乎
都是零基础起步，只是为了让自己的业
余生活或退休生活更加丰富，而对于这
些毫无基础的学员，马长江则表现出了
超乎想象的耐心。76岁的老赵跟着马长
江学习萨克斯不到一年时间，已经能完

整演奏20多首曲子了。 老赵告诉记者，
“虽然自己年龄很大， 但马老师还是非
常细心，从口型、指法、到气息，马老师
都全盘教授。”王世清家住通州，因为住
得远，不能经常来大观园上课。 马长江
就提议让这类学员录制音频或者视频，
然后通过网络传给他，他再进行点评和
指导。“这样的远程教学，极大地方便了
我们这些住得远的学员。 ”王世清感慨
地说，“有时候，学员的优盘或伴奏出了
问题，歌谱有损，马老师都留心观察，并
主动帮助学员们解决问题。 ”

还有一次，一位爱好者的萨克斯从
板凳上掉了下来。 因为担心乐器受损，
他就给马长江打电话求助。 结果，马长
江二话不说，骑着车就到了他家，帮他
检查乐器。

“热心的马老师还帮助学员选乐
器，复印乐谱。他把学员的事，当成自己

的事一样上心， 这样热心的好老师，去
哪儿找啊。 ”采访中，很多学员都围过
来，讲述他们和马长江之间的故事。 学
员潘玉岐说，“现如今，一个乐器学习班
的收费最低也要150元/课时，但马老师
却分文不取，对于学员们物质上的‘感
谢’和‘表示’也都严肃拒绝。 ”

马长江这个完全免费的萨克斯学
习班让很多人不能理解，“他究竟图什
么呢？ ”面对这个问题，教了半天课，已
经汗流浃背的马长江笑着说，“就图我
高兴啊。”在马长江看来，大家的成长和
进步就是给予他最好的回馈。这是对学
员最高的褒奖，同样也是他心里最真实
的感受。

马长江把教授萨克斯看成是一种
分享，分享一份快乐与激情。 正如他们
演奏的音乐，回响在大观园上空，温暖
着一颗颗渴望幸福生活的不老的心。

马长江的演奏引得游客闻声而来， 录音拍照。 马长江在指导学生如何看乐谱。

萨萨克克斯斯奏奏出出多多彩彩退退休休生生活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