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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徐汇区著名指挥家曹鹏

用音乐打开“星星”的心扉

■ 文 /许超 张心怡 图/资料

6 月 21 日，在上海的一场市民音

乐会上，101 岁的徐汇居民、 著名指挥

家曹鹏现身舞台。 以《命运交响曲》第

四乐章致敬贝多芬 255 周年诞辰。

记者了解到，在音乐会节目单上，

本来是没有曹鹏指挥这一节目， 曹鹏

外孙告诉记者， 这是演出前一日曹鹏

自己的临时决定，“今天他（曹鹏）原本

是不参加演出的， 后来他看了下自己

的身体状况， 觉得第二天参加演出还

是可以的， 他希望能坚持对音乐的热

情，在舞台上继续发挥余热。 ”

曹鹏几十年如一日地把人类精神

之精华的交响乐普及到群众中去，被

誉为普及交响乐的功臣。 他在耄耋之

年还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 用音乐

拥抱了一批自闭症孩子。 2021 年 11

月， 曹鹏被授予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

荣誉称号。

荩 曹鹏全家福

（受访者供图）

2025 年 6 月 1 日，是曹鹏一家及志

愿者建立“天使知音沙龙”的第十七个

年头。 近二十年来，这位知名指挥家、音

乐家，用音乐为自闭症儿童铺就了一座

走出孤独的桥梁———以音乐为桥，以爱

为灯。

“交响乐无业余”

———从国际交流到公益课堂的

使命传承

“普及是铺路，是开垦，是植树，是指

挥家的天职……”这是曹鹏常提及的一

句话。

曹鹏的公益之路深植于他 70 余年

的音乐生涯。 早在苏联留学时期，他便

开始致力于推动中国交响乐在海外演

奏。 女儿曹小夏回忆道，父亲在留苏时

期和他的老师，就一直希望中国的曲子

能在国门以外的地方演出。

1960 年，35岁的曹鹏在老师支持下

指挥全苏广播交响乐团，在莫斯科完成

了中国交响乐作品专场演出。 整场演出

包含马思聪、贺绿汀两位大师的作品，九

位独唱家和一个大合唱团的歌剧“草原

之歌”，以及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

英台》。 当时这部“梁祝”刚诞生不久，就

此走向世界，回顾那段专场演出的时光，

当时曹鹏获得了家人的大力协助，“梁

祝”总谱才得以连夜从上海寄往莫斯科。

曹鹏信念———“要让世界通过音乐读懂

中国”。

“音乐能到他们心里去”

———百岁指挥家的公益初心

彼时，交响乐团尚未在国内学生中

广泛普及。 在曹小夏的回忆中，那时的

学生交响乐团排练时间短、 难度高、器

材少，曹鹏便根据学生的需求，在不失音

乐本色的基础上降低难度，让孩子们能

够真正演奏出完整的曲目。 上海学生交

响乐团、上海城市青年交响乐团、上海交

通大学交响乐团……不同年龄段、不同

人群都可以成为他学生队伍的一分子。

在曹鹏看来，教孩子们演奏、普及交响

乐的这份责任“比指挥专业乐团还要

大”。他坚持，要把好的东西传播给大家，

通过音乐播撒生命的种子，让所有人享

受到音乐的美好。

与此同时，这份对音乐普惠性的坚

持，也逐渐让曹鹏将目光投向自闭症群

体。 始于上海城市交响乐团成立时，曹

鹏明确提出了音乐为公益慈善服务的宗

旨，辅以曹小夏发现自闭症治疗方法中

有一种正是音乐。 2008 年，83 岁的曹鹏

在女儿曹小夏的提议下，创办了“天使知

音沙龙”。 当时，国内对自闭症的认知还

处空白期，许多家庭因孩子被贴上“无法

治愈”的标签而陷入绝望，但曹鹏却坚

信：“音乐是艺术， 一定是可以到他们心

里的。 ”

就这样一点一点，从认识五线谱到

歌唱，从垂着头不看向黑板看到注意力

集中，曹鹏和曹小夏带领志愿者反复尝

试。 他们将经典乐曲改编成简单版本，

用木琴代替复杂乐器，请来专业老师帮

助自闭症孩子协调肢体动作。“你要教

他们，就要把他们当作正常孩子，不要

当他是自闭症。 ”曹小夏说，在小乐队组

建成功后， 她也不忘文化课的重要性，

“音乐打开他们的耳朵，文化则改变了他

们的头脑。 现在，他们开始跟着我们有

模有样地做事情。 ”

“让更多人理解和

走进这些孩子的世界”

———三代人的爱心接力

在曹鹏家的客厅，挂着一幅妻子夏

惠玲手书的字———“俯首甘为交响牛”。

这位新四军老战士、 国家一级指挥，将

晚年的全部心血倾注于公益。 妻子夏惠

玲、大女儿曹小夏、小女儿夏小曹都投身

于音乐事业，外孙石渡丹尔拍摄了纪录

片《我和他们一起成长》，记录着自闭症

儿童的蜕变。

“我从小就看着爷爷指导乐团，真的

看到乐团有从纯业余到具备专业水准的

很大转变。 这样 70 多年的坚持精神真

正带动了我们家里去从事公益活动。 ”

石渡丹尔表示。

2018 年，“爱咖啡”项目在沙龙成员

们的支持下创建， 旨在为孩子们建立能

够进一步工作、学习的平台。 在这个实

践基地里，自闭症青年为顾客端上咖啡，

前提是“必须和他们聊天”。“我不是要

收费，要让他们挣钱，最主要的是要和他

们说话，他们不跟陌生人说话。 ”曹小夏

说， 在乐团内部帮助孩子们熟悉了日常

交往后， 他们开始更努力地想让孩子走

到团队外，融入外界，在社会交往中找寻

自己的一席之地。

曹鹏曾戏称，自己是“90 后”少年，

坚持活到老，指挥到老，这种紧迫感，源

自他对生命的理解。 如今，曹鹏正带动

更多人汇入公益长河： 爱在城市·关爱

自闭症音乐快闪活动和慈善音乐会、“用

音乐和爱回报社会”演出等，将“天使知

音”模式推广至更多自闭症儿童家庭。

（来源： 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