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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特殊的音乐会。
观众席上，偶尔会有孩子走动并

发出声响，人们都报以理解的目光。
著名钢琴家宋思衡专程从上海赶到

成都，即使演出结束后又要搭早班飞机
返回上海，为即将开始的法国艺术之旅
做准备，他也绝不缺席。

成都电视台主持人雪丽在音乐会后
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在朋友圈写道：“一
切都是因为共同怀有一颗爱心的缘分，
才有机会聆听到了天籁之音。”

11月25日晚，成都交响乐团普及音
乐会“点亮星声”——“奥林匹克青少年展
演宣传大使”刘明康与来自星星的孩子公
益演出，在成都交响乐团音乐厅圆满举
行。这是一场关于自闭症和视觉障碍特
殊青少年群体的公益音乐会，以此呼吁全
社会用音乐共同点亮生命中的爱与希望。

自闭症钢琴家
与特校盲童“爱的共鸣”

刘明康今年20岁，他7岁被诊断出

先天性自闭症与读写障碍，被迫辍学。9

岁那年，母亲无意发现：当有音乐声响起

时，儿子即刻趋于安静，并偶有模仿哼唱

行为。刘明康10岁进入中国福利会少年

宫学习钢琴，被发现极富音乐天赋。刘

明康先后获得过著名作曲家陈钢，钢琴

家郎朗、刘诗昆、马克西姆、理查德·克莱

德曼、宋思衡等的指导，并于11岁开始登

台演出。在成长过程中，刘明康受到广

泛关注，多次受邀参与政府机构和慈善

组织的大型演出、慈善活动，2021年，他

被中国奥委会及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

会共同授予“奥林匹克青少年音乐展演

推广小大使”。

11月 25日晚，刘明康与成都特殊

教育学校盲童合唱团的孩子们合作了

一曲《雪绒花》，并弹奏了《微笑的乔

伊》《月半小夜曲》《罗密欧与朱丽叶》

《梁祝》等曲目。特校孩子的天籁之音

与刘明康的演奏仿佛“爱的共鸣”，叩

响观众心扉。

把关爱传递出去
努力寻找心中的光

值得一提的是，特校盲童平时演唱

比较多的歌曲是《萱草花》《杜甫在成都》

等，《雪绒花》是为了配合刘明康的演奏

才新排演的。

成都特殊教育学校老师石洪波讲述：

“这次合唱团来了30个孩子，我们平时演

出挺多，但是到专业音乐厅演出的机会并

不多。孩子们知道这次的演出场地后很

开心。我们也跟孩子们说了，这是一场非

常暖心的公益演出。因为我们的孩子眼

睛看不到，没有办法跟刘明康做眼神的交

流，而自闭症的孩子一般和别人的眼神交

流也比较少。我跟孩子们说，如果中间伴

奏有点没跟上的话，没关系，我们就下一

句跟上，只要不影响整体效果就可以。”

演出之前，石老师特意叮嘱孩子们：

“我们都是带着爱来的，因为我们平时接

受了很多社会的关爱，现在要把这种关

爱传递出去。”

特校有一首歌曲叫《我们都是一样

的人》，成为孩子们理解这场音乐会的注

脚。石老师说：“刘明康患了自闭症，我

们的孩子是视力障碍，但是无论怎么样，

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我们要一起努力去

寻找心中的那束光。”一些自闭症儿童也

到场欣赏了音乐会。虽然中途偶尔有人

站起来或者在音乐厅走动，人们都投来

非常理解的目光。

著名钢琴家助阵
艺术是治愈灵魂忧患的力量

雅马哈签约艺术家宋思衡特意从上

海赶来助阵，他弹奏了钢琴协奏曲《黄

河》，激情澎湃的演奏，让观众心潮起伏。

2004年，宋思衡在第六十一届玛格丽

特·隆-雅克·蒂博国际钢琴大赛中，历史性

地成了六十多年来第一位摘取桂冠、并囊

获多项特别奖的中国人，被法新社等媒体

誉为“新一代欧洲古典乐坛的领军人物”。

谈到多年前与刘明康的相识，宋思

衡告诉记者：“当时特奥会的一个筹款晚

宴，安排一位自闭症儿童跟我一起弹奏

一首乐曲，这个小朋友就是刘明康。”宋

思衡以前并不太了解自闭症，只是发现

刘明康不太跟人说话。当刘妈妈为宋思

衡展示刘明康的乐谱时，宋思衡被深深

震撼，他回忆：“我看到他的谱子上写得

花花绿绿。休止符是什么意思？他画的

是一只小鸟飞走了。什么叫节奏？他画

了一个将军后面带着5个士兵。不同的

颜色又代表不同的声部。”

宋思衡与刘明康结缘后，曾带他登上

过很多舞台，这次在成都的慈善演出，是刘

明康第一次独立跟乐团合作。“这么多年，

他一直在成长。一开始是我带着弹点独

奏，然后变成我们两个合奏，慢慢地，他可

以跟一些小的流行乐队合奏。成都交响乐

团这次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宋思衡观察，刘明康自从练习钢琴

后，自闭症症状确实有所缓解，现在与人

的交流比以前好多了，“艺术是治愈灵魂

深处忧患的一种力量。”宋思衡说。

据悉，省文联副主席寒露带领罗蓉、苏

茂隆、雪丽、段梅等艺术家、音乐家、朗诵

家，与成都市特殊教育学校结对子，给予特

殊学校孩子切实的帮扶。周周有课程，月

月有安排，从音乐、舞蹈、绘画、播音主持等

多个艺术门类对特校孩子进行长期、持续

性的专业培养，已经坚持了8年。

音乐会现场，一些学朗诵的孩子也

作为合唱团的一员登台亮相。看到熟悉

的孩子登台，雪丽被音乐会的氛围深深

感动，她与宋思衡有着同样的感悟：“不

能只是单纯理解为我们在帮助孩子们，

其实我们是在互相给予，孩子们给我的

那种感动，可能比我给他们的更多。”

这场爱的双向奔赴，成就成都冬夜

一道独特风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德玉
图据主办方

钢琴家宋思衡奏响《黄河》
“点亮星声”音乐会温暖成都冬夜

从卡带到MP3，从线下演唱会到线

上 LIVE，人们对音乐的获取越来越数

字化。11月 24 日下午，“数字音乐产

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成都举行，来自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高校、法律

界、音乐平台等多领域行业专家汇聚

一堂，围绕近年来数字音乐版权治理

的成果、授权模式和商业生态的完善、

版权开放新模式下的挑战与机遇展开

了研讨。本论坛是第九届中国国际版

权博览会暨2023国际版权论坛的主题

论坛之一。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常务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数字音乐工作委员会主

任委员敖然在论坛现场，对目前中国数

字音乐行业进行了总结。他提到，近年

来付费音乐转化率在逐年提高，虽然和

国际上还有一定差距，但是与过去对比，

增长是非常大的。

敖然给出了几组数据。首先，通过

流媒体音乐平台下载数字音乐在所有下

载方式中已经超过了80%；其次，从2013

年到2022年之间，包括在线音乐、短视

频、音乐直播等中国数字音乐的市场总

规模，从440亿增长到1554.9亿，敖然认

为，10年间能达到这个规模，已经是非

常不错的成绩；再次，数字音乐的用户总

规模达到8.48亿，在线听歌、网络K歌、

线上演唱会、音乐短视频……人们进行

音乐消费的场景越来越多样。

面对当下的数字音乐非独家版权时

代，敖然提出了对数字音乐行业的几个

关注。首先是如何构建一个良好的数字

音乐版权生态。行业的各个要素之间需

要动态的平衡协调发展，以适应数字音

乐生态的需求，良好的数字音乐版权生

态应该涉及版权的收益，运营分发，以及

覆盖词曲作者、音乐制作公司、数字音乐

平台管理等相关方案的出台。

“所以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合理的版

权利益分配机制，完善数字音乐集体管

理制度、版权保护与服务机制。”敖然说。

其次是关注数字音乐依托中华传统

优秀文化带来的“出圈”效应。敖然提

到，最近一段时间，国风国潮的音乐已经

逐渐融入原创音乐之中，这类音乐占据

了很多音乐榜单，受到大家的喜爱。在

当下的短视频平台上，对中国传统乐器

的演绎以及国际传播，往往也能得到不

少点赞，非常“出圈”。

另外，敖然还提到加大对年轻人喜

欢的音乐领域和话题的关注力度，尊重

并保护年轻音乐人的权益，关注优秀数

字音乐海外传播，新兴技术发展对数字

音乐带来的变化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我国数字音乐市场用户总规模达8.48亿

刘明康与成都特殊教育学校盲童合唱团合作演奏《雪绒花》。

刘明康在演奏。

宋 思 衡
在音乐会上
演奏钢琴协
奏曲《黄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