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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4月，厦门市文化馆在
《厦门日报》刊登招募公告，寻找热爱
艺术，有一定基础的市民。“当时在主
管部门的提议支持下，我们馆计划成
立群星艺术团，包含声乐、曲艺、舞
蹈、民乐四支队伍，定位就是群众文
化团队。”厦门市文化馆音乐干部、厦
门青年民族乐团副团长卓捷回忆，招
募公告当年火了好一阵，咨询报名的
电话络绎不绝。为公平遴选既热爱
民乐又具备一定专业基础的市民，民
乐队还举行了一场面试。

吹竹笛的马绍震就通过那场面
试进了民乐队，他曾在外地从事音乐
工作，来厦后虽转了行，但对舞台的
热爱和向往一直都在。了解到厦门
市文化馆组建民乐队的消息后，他第
一时间报了名。招募、面试、组建队
伍，卓捷参与见证了民乐队成立的每
一个环节，她告诉记者，民乐队还通
过定向邀请的方式，从厦门市大中小
学招募音乐教师及相关专业学生，以
提高团队整体水平。现为集美大学
音乐学院副教授的吴亚玲就在当时
接到了市文化馆的邀请，“这支乐团
吸引了多位高校教师加入，作为音乐
教师，我们也需要好的平台不断提升
自己的能力。”吴亚玲欣然应邀，成为
民乐队初代成员之一。

2001年10月7日，成立约半年
的厦门群星民乐队，在厦门市老年
活动中心举办了首个专场音乐会
——“秋之韵”民族器乐专场音乐
会，正式走进大众视野。2005年，
乐队更名为厦门青年民族乐团。

丝竹声声，民乐悠悠。首个专场音乐会开启厦门青年
民族乐团的演出履历，也在这座音乐之岛激起一圈涟漪。

“厦门是音乐之岛，从中西文化包容并蓄的历史中
走来，拥有浓厚的西洋音乐氛围，钢琴、交响乐的群众基
础都很好。不过30年前我刚到厦门时，这里民乐氛围
并不浓厚，大家对民乐的关注相对有限。”厦门市音协副
主席、市音协民族器乐委员会主任赵艳芳是扬琴演奏
家，上世纪90年代来到厦门大学工作，“但这30年，厦门
民乐发展非常迅速，涌现出一批人才和队伍，影响力也
越来越大，让很多人看到厦门不仅有西洋音乐，也是中
国传统音乐的沃土。”赵艳芳告诉记者，这种变化背后，
厦门青年民族乐团的力量不容小觑。

厦门青年民族乐团推动厦门民乐发展的力量，首先
表现在它为这座城市带来更多民乐演出。乐团每年都
会在厦举办民族器乐专场音乐会，以不同主题把多样性
的优秀民乐作品介绍给厦门人。与此同时，作为厦门市
文化馆倾力打造的群众文化团队，乐团发展也得到馆方
全方位支持，包括提供排练场地、邀请专家指导、创造演
出机会等，市文化馆还为乐团邀请到曾任云南省歌舞剧
院民族乐团指挥的陈志新作为乐团常任指挥及艺术总
监。业务部门支持加上业界专家引路，厦门青年民族乐
团演奏水准越来越好，获得的演出机会也越来越多，成
立次年就开始在厦门举办的重要活动中亮相，比如参加
海峡论坛、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的相关演出等，还曾受
邀赴福州参加全省新年音乐会演出。

站上更高更大的舞台，厦门青年民族乐团释放出一
个信号——厦门有优秀的民族乐团，民乐也是这座音乐
之岛的重要组成。随着乐团不断“走出去”，来自厦门民
乐的声音响彻更多舞台。2010年乐团赴台交流演出
时，时任指挥陈志新与活跃在两岸的民乐活动家陈绍箕
先生重逢，后者热心民乐推广，被大家亲切称为“陈大
爷”。陈大爷不仅为厦门青年民族乐团引荐了两岸多位
民乐专家，还为乐团促成诸多两岸交流机会，推动乐团
在专业层面更上一层楼，并收获鲜明的两岸特色，开启
乐团发展的新时期。多年来，厦门青年民族乐团曾登上
韩国、马来西亚、保加利亚等国家的舞台，真正从一张厦
门的民乐名片，成为一支来自中国的民族乐团。

“走出去”打响厦门青年民族乐团的知
名度，也让厦门民乐赢得业界关注。

2012年10月9日，北京，厦门青年民族
乐团带来“大地情深”厦门群众文化进京展
演。演出囊括民族管弦乐合奏、弹拨乐合
奏、弓弦乐合奏、民乐独奏等多种形式，曲
目含多个两岸艺术家创作的经典作品，充
分向首都观众展示了厦门青年民族乐团的
实力与特色。

中国东方歌舞团国家一级指挥杨春林
就曾受邀观看那场演出。“在座专家都非常
惊讶，很多人和我一样，第一次了解到厦门
居然还有这样一支民乐劲旅。”杨春林回忆，

“大家都很兴奋，尤其是在了解到这是一支
群众性的演出团队后更激动了，商量着要如
何来支持这支队伍。”很快，既是指挥家又是
作曲家的杨春林就为厦门青年民族乐团创
作了一部作品——《屿与岛的对话》，乐曲采
用《鼓浪屿之波》和《绿岛小夜曲》的主旋律
创作而成，展现了海峡两岸同根同源、血脉
相连的深厚情缘。该作品曾获第十二届福
建省音乐舞蹈节器乐（群文组）比赛创作一
等奖、第五届厦门文学艺术奖。

杨春林也从那时开启与厦门青年民族
乐团的长期合作，参与乐团演绎曲目的作
曲、编配，或是以指挥身份和厦门青年民族
乐团一起站上舞台。“从全国看，一支群众
性的民族乐团能坚持20多年，达到厦门青
年民族乐团这样的演出水平，还能多次参
加重要演出，是比较少见的。这既是厦门
支持群众文化发展的一个成果，也是繁荣
群众文化事业的一种探索，这件事本身很
有意义。”杨春林这样解释他对厦门青年民
族乐团的偏爱。今晚，他还将以2022年厦
门市民文化节开幕式音乐会民乐专场指挥
及艺术总监的身份，再度和厦门青年民
族乐团一起登台。

厦门青年民族乐团是厦门市文
化馆于 2001 年创建的群众性民族
乐团，现有团员逾百人。乐团曾多
次在福建省音乐舞蹈节器乐组比赛
中获创作、演出一等奖，并获第四届
厦门市群众文化艺术节器乐类比赛
演奏金奖，全国首批优秀文化志愿
者团队等荣誉。委约创作的民族室
内乐《丝海随想》获厦门文学艺术奖
及第七届全国民族管弦乐作品（青
少年题材）评选第三名。

现任团长：厦门市文化馆馆长
陈娟

副 团 长：卓捷
历任团长：厦门市文化馆原馆

长梁玉文、崔勇
首任常任指挥、艺术总监：
陈志新
曾指导、合作过的指挥家、作曲

家：刘文金 、周煜国、黄光佑、孙
莹、杨春林、刘江滨、傅人长等（以指
导、指挥时间为序）

为繁荣发展群众文化
贡献厦门经验

如今，厦门青年民族乐团成员已超百
人，在2001年首场音乐会举办时，乐团仅有
14人。21年来，越来越多市民加入这支队
伍，他们来自不同行业，真正体现了厦门青
年民族乐团的群众性。

哈大鹏来自眼镜零售行业，他说很感谢
厦门为普通人提供舞台，“加入这个团队给
我非常多提升自己的机会，也让我的生活更
加丰富精彩。”这支乐团带给普通人的收获
还有很多——有老师带着学生来学习把乐团
变成人才培养基地；有高校学生因为参与乐
团的经历坚定了考进专业院团的求职意向；
也有年轻人因为爱上厦门青年民族乐团选择
留厦工作……同时，这支乐团因严格的准入
门槛，拥有一批大中专院校音乐教师在内的
核心成员，成为观众心中拥有专业级水准的
非职业乐团，以过硬实力长久立在舞台上。
今晚，这支从群众中走来的民乐团将登上我
市首个市民文化节开幕式音乐会的舞台，奏
响富有爱国情怀、时代特征、厦门特色的民
乐佳作，尽展群众文化团队风采。

在业界看来，厦门青年民族乐团的成功
是政府和市民双向互动的果实，仰仗于政府
部门的支持培育，离不开参与市民的投入付
出，为繁荣发展群众文化贡献了厦门经验。

“厦门青年民族乐团的成功为我们开展群众
文化工作带来启发，我们将继续服务群众需
求，团结群众力量，推动群众文化高质量发
展。”厦门市文旅局二级巡视员叶细致表示，

“厦门正在加快建设‘文化中心、艺术之城、
音乐之岛’，我们也期待通过市民文化节开
幕式音乐会，让更多人认识厦门青年民族乐
团，了解厦门民乐发展，听见这座音乐之岛
更加多元的声音。”

成员化身文化志愿者
浇灌出校园民乐之花
赵艳芳看到了厦门青年民族乐团的独

特，“团员凭借热爱坚持了21年，这种坚持本
身就令人感动。更令人感动和敬佩的，是他
们常年开展文化志愿服务。”

2004年3月，厦门青年民族乐团举行民
乐进校园集大专场音乐会，拉开乐团“民乐
进校园系列活动”的序幕。现任团长、厦门
市文化馆馆长陈娟介绍，2004年乐团启动

“民族音乐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等全民
艺术普及公益活动，在厦门各大、中、小学校
以及农村、社区举办民族器乐专场音乐会，
团员也从此多了一个身份——文化志愿
者。陈娟说:“成为厦门青年民族乐团的一员
并不能获得物质上的报酬，但团员每周坚持
排练，积极配合演出任务，主动参与志愿服
务。”乐团中有不少音乐教师，厦门青年民族
乐团进校园渐成亮点，团员向学生介绍民族
乐器，演奏民族器乐经典曲目，让学生直观
感受民族音乐和传统文化的魅力。

厦门青年民族乐团向校园走去，带动厦
门市中小学生民乐团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
展壮大。邱黎苑是双十中学的音乐教师，也
是厦门青年民族乐团的一员。在她看来，校
园民乐团不仅能给热爱民乐的学生提供平
台和机遇，也能让更多师生了解民乐、喜欢
民乐，更好弘扬传统文化。2009年，她开始
集结双十中学具有民乐特长的学生，逐步建
立起双十中学民乐团。乐团不仅在厦门市
中小学展演中获得过一等奖，还曾登上央视
《传承的力量》节目。多年来部分厦门青年
民族乐团的成员还在邱黎苑的邀请下进双
十指导学生。厦门海沧延奎实验小学民乐
团，2017年被评为省中小学示范性高水平乐
团，是福建省规模最大、编制最完整的一支小
学生民族管弦乐团。在这支校园民乐团以及
由该乐团等多个校园民乐力量组成的“海娃
民乐团”身后，也有厦门青年民族乐团热情推
荐名家指导，牵线名家进校园的倾情付出。

2013年，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专家委员会专家专门来厦调研文化志愿者
工作，厦门青年民族乐团的志愿服务经历成
为公共文化服务行业文化志愿服务的典型
案例。今年7月，2022厦门优秀民族乐团展
演成功举办，不仅汇聚6个优秀的厦门校园
民乐团，也迎来厦门青年民族乐团、厦门老
年大学民乐团、厦门岛之恋民族乐团等的精
彩演出，厦门民乐的繁花从校内开到校外，
香溢音乐之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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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睿
今晚，厦门将迎来一个新的节日——市民

文化节。这是一次群众文化的盛大狂欢，也是
来自城市的盛情邀约。主办方中共厦门市委
宣传部、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厦门市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精心策划，集结各方力量为市民创
造舞台，邀请全市各类群众文化团队走到聚光
灯下，服务群众成为文化生活的主角，让文艺
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2022年厦门市民文化节的开幕式，将以“最
厦门”的方式打开——举办集群众歌咏、民乐专
场演出在内的开幕式音乐会。作为历史悠久的
音乐之岛，音乐浸润在厦门人的生活中，涌动在
这座城的脉搏里。担纲此次民乐专场演出的厦
门青年民族乐团，是一支面向社会招募，由不同
行业群众组成的民族乐团，已活跃在舞台上21
年。它的成长，是城市为群众文化团队搭台，群
众文化团队反哺城市文化发展的厦门故事。

幕后

厦门青年民族乐团演出厦门青年民族乐团演出。。

◀厦门
青年民族

乐团已活跃在
舞台上21年。

（本版资料图/厦门市
文化馆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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