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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歌，转眼间，红棉合唱团已
走过十四载春秋。麦珠丹的家里，摆放
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奖杯、奖牌，她笑着
说：“我们合唱团虽然都是老年人，但我
们昂扬的姿态，不会逊色于青年人。”

今年初，红棉合唱团接到第六届东
盟国际合唱节主办方的邀请。在选择
参赛合唱曲目时，合唱团又做了一个大
胆的决定——唱难度系数很高的混声
合唱作品《捡螺歌》。“这首歌唱的是黎
族的捡螺少女，需要用黎语演唱，很有
海南特色。虽然难唱，但能在国际舞台
上展示海南文化，我觉得很值得挑战一
下。”麦珠丹说。

留给红棉合唱团的排练时间并不
多，从确定参赛曲目到正式上台表演，
只有半个月。担任这次演出指挥的叶
明菊介绍，《捡螺歌》是复调结构，表现
手法丰富新颖，和声浓郁、织体丰满，还
夹杂着各种模仿自然界声源的声音，对
于青年合唱团或学生合唱团而言，排练
这首歌都存在不小的难度，更不用说老
年人合唱团。

让叶明菊感到惊喜的是，这个平均
年龄65岁的合唱团，有很强的毅力和
实力。每天从早到晚排练，无人缺席，
无人喊累。为了方便排练，麦珠丹主动
邀请家不在海口的合唱团成员住到自
己家里。在一遍遍聆听、模仿、练习中，
合唱团终于呈现出了令人称赞的舞台
效果。

当黎族风情浓郁的《捡螺歌》首次
在泰国皇家王权剧院唱响，有在场的华
人称这是“一歌天曲惊曼谷”。麦珠丹
回忆说，看着台下一张张专注的面孔，
她越唱越心潮澎湃。整首歌散发出烈
焰般的张力和细水浸沙般的亲和力，来
自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中国的评
委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最终摘得金鹏
奖。

麦珠丹说，她没想到能带领这个团
队走14年，也没想到红棉合唱团能站
上国际舞台传唱海南故事。“这也算是
我退休之后的另一份事业了。”

捧着这座沉甸甸的奖杯，麦珠丹的
喜悦中，还夹杂着一丝隐忧。如今，她
已经70多岁了，不知道还能带领合唱
团成员唱多少次。“如果有人能接手我
的工作继续管理红棉合唱团是最好。
如果没有，至少这朵‘红棉’也曾鲜艳绽
放过。”她坦诚地说。

以心相交，歌声久远。一个老年人
合唱团，唱经典、忆芳华、讲奋斗，以一
种饱满的精神状态在新时代弘扬琼崖
革命精神。今后，无论合唱团这个载体
能否一直存在，相信这种正能量已如歌
声录进光盘般融入时代，成为盛开在人
们心中永不凋零的“红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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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夜
色朦胧的泰国曼
谷，湄南河畔，泰
国皇家王权剧院
里传来阵阵热烈
的掌声。只见舞
台上灯光汇聚之
处，51 名平均年
龄65岁的老年人
身着海南黎族传
统服饰，用高亢婉
转的黎语唱着《捡
螺歌》，跃动的音
符在每个听众眼
前交织出一幅黎
族人春日捡螺的
画卷。

这是第六届
东盟国际合唱节
的演出现场，站在
台上的是一支来
自海南的老年人
合唱团——红棉
合唱团。在当晚
的演出中，红棉合
唱团凭借《捡螺
歌》和《鸿雁》两首
合唱曲，摘得本届
合唱节的最高奖
金鹏奖。

这并不是红
棉合唱团第一次
站上国际舞台，
2010 年 成 立 至
今，这支民间业余
老年人合唱团已
两次拿到国际大
奖、三次站上央视
舞台，通过歌声把
海南的红色故事、
民族文化传播到
各地。

高山流水遇知音，一簇
红棉为谁开？

时间的指针回拨到 14
年前，2010年初，为了迎接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海
南省红色文化促进会准备成
立一个合唱团，唱红歌，颂扬
革命精神，但一直找不到合
适的人选。

时任海南省红色文化促
进会会长的马必前对红色文
化情有独钟。他出生于
1938年，是原琼崖纵队副司
令员、海南省军区副司令员
马白山的儿子。他一生编著
多本琼崖革命史著作，向后
人讲述琼崖革命故事。

彼时，马必前找到同为
革命先辈后代的麦珠丹，说
出了想成立合唱团的想法，
麦珠丹十分赞成，但当马必
前推举她担任合唱团团长
时，麦珠丹婉拒了。她说：

“我从没进过合唱团，也没有
合唱经验，怎么能当好合唱
团团长？”

在马必前看来，麦珠丹
刚退休不久，有时间，有精
力，对琼崖革命的历史也非
常了解。更重要的是，麦珠
丹为人处事雷厉风行，有她
这股子冲劲在，办好合唱团
应该不成问题。于是马必前

“三顾茅庐”，麦珠丹最终被
说服，放弃舒适的退休生活，
投入组建合唱团的相关工作
中。

在马必前和麦珠丹的推
动下，陆续有50多名离退休
干部和部分音乐爱好者加入
合唱团。其中，半数以上是
琼崖革命先辈的后代，大多
数是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
大家唱的大部分是红歌，象
征英雄花的“红棉”二字，顺
理成章成了合唱团的名称。

2010年 11月 23日，红
棉合唱团正式成立，一簇“红
棉”盛开在“二十三年红旗不
倒”的琼崖大地上。

红棉合唱团成立后，首要任务是筹划
推出一部能体现琼崖革命精神的艺术合
唱作品，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我们改编翻唱红歌吧！为党的90
岁生日献上我们的祝福。”

“海南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琼
崖革命史，我们应该创作一部琼崖组
歌！”

“对！这个提议太好了！”
红棉合唱团的成员们热情高涨，大

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起来，最终决定创
作一部琼崖组歌，以颂扬传播琼崖革命
精神。

但创作一部组歌谈何容易，时间
紧、任务重，这是连专业团体都不敢轻
易作答的考题，刚成立的红棉合唱团从
何处下手？

“唱合唱先要有好歌。”麦珠丹请来
词作家刘建全写词，这个血管里流淌着
红色基因的红军战士后代，一接到任务
便全身心投入：查阅史籍，去革命遗址、
名人故居采风，通宵达旦伏案创作。历
经讨论、成稿、磋商、推倒、重写、再成
稿，终于写出了3个乐章共9首情真意
切的歌词。

有了歌词，麦珠丹又邀请舒泽池、
关序等知名音乐人，作曲并对整部作品
的结构进行优化。舒泽池与海南音乐
界人士深入交流，从浩如烟海的海南民
族民间音乐素材中汲取养分，力求创作
出的音乐既有浓郁的海南特色又优美
动听、易于传唱。作为指挥家，关序多
次打磨调整整部作品的音乐结构，在演
奏和演唱等方面进行指导。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大型交响组歌
《琼崖颂》终于成形。

2011年 6月23日晚，海口市人民
大会堂（今海口湾演艺中心）座无虚
席。台上，《革命菜》《琼崖花》《这个伏
击真漂亮》等红歌合唱节目相继上演，
红棉合唱团全体成员精神抖擞，歌声清
新而嘹亮。台下，观众的掌声不断，演
出圆满成功。

交响组歌《琼崖颂》演出后，红棉合唱
团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成为海南知名
的民间合唱团。随后的几年，合唱团带着
《琼崖颂》到各地演出，还创作了交响组歌
《长征永远在路上》，并获得了国家艺术基
金，填补了海南没有民间音乐机构获得过
该项基金的空白。

在国际舞台上
展示海南文化

组歌《琼崖颂》
获好评

合唱团
取英雄花之名1

2

3

木棉花。资料图
3月30日，海南红棉合唱团摘得第六届东

盟国际合唱节金鹏奖，图为奖杯和荣誉证书。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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