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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人物

“用我的歌声带给大家快乐”
中国“帕瓦罗蒂”金立义畅谈20年“模仿秀”历程
本报见习记者 祁小敏 李梦娇

27日早上，记者在德州市新湖边

上偶遇一名唱男高音的男子，遂被其

高亢的歌声吸引过去。经过了解，他就

是在天津被称为“天津老帕”的超级模

仿者——— 金立义。记者眼前的金立义

留着长长的胡子，无论从容貌和声音

来看，都和意大利著名演唱家帕瓦罗

蒂有几分相似。

金立义祖籍山东，是中国

水电十三局的职工，现在已离

职，定居天津。他小时候跟随

父母在上海居住，那时候家境
困难。当时他看到别的小伙伴

拿着笛子很是羡慕，于是他的

哥哥就用扫把上面的竹节给

他做了一根笛子。就是这根笛

子让金立义爱上了音乐，渐渐

地走上了音乐之路。

金立义大约五六岁时，用

这根简单的笛子学会了音符，

一开始只能吹奏简单的乐曲，

后来吹的曲子越来越复杂，并

且自己试着琢磨简谱。后来，金

立义全家跟随父亲来到东北。

一天，他在一个放粮食的大棚

里偶然发现了一把破旧的二

胡，是原来的农宣队留下的。

金立义又自学起二胡，没有人

教，就听收音机自学。当他能

熟练流利地拉出《二泉映月》

时，金立义发现自己深深喜欢

上了音乐。

音乐启蒙，从一根自制的笛子开始

金立义以后被分配到中

国水电十三局工作。在天津

的一家书店，他偶然听到了

收音机里传出一首激昂澎湃

的歌曲，他被演唱者高亢的

声音吸引住了。一问营业员，

才知道这是著名歌唱家帕瓦

罗蒂的歌声。从那一刻起，金

立义被帕瓦罗蒂的声音迷

住，想要像他一样做一个男

高音歌手。

“我开始模仿帕瓦罗蒂

的歌声，用录音机跟着一遍

一遍地听。因为人声是和乐

器的声音一起的，又从没接

触过意大利语，模范难度很

大。我就反复地听，放一句学

一句。先听每个单词的发音，

再把单词连成句子，时间久
了，就找到了窍门。”金立义

陷入了往日的回忆。

刚开始学的时候，他也
曾受到各方面的压力，虽然

金立义只是利用周末和业余

时间练习，还是遭到过别人

的质疑。“那段时间，很苦闷。

我翻阅了大量的帕瓦罗蒂的

资料，知道了他年少的时候

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为了生

存历尽坎坷。我又重新坚定

了信心。”金立义说。

光靠自学是不够的，金

立义没有受过专业的音乐训

练，他就利用单位放假的时

间，悄悄去中央音乐学院听

课。后来，他通过朋友，拜著

名的音乐教育家吴其辉为

师，受到了专业的音乐指点

后，金立义的歌唱水平开始

有所提高。

痴迷音乐，模仿起男高音帕瓦罗蒂

2005年，金立义参加了

“天津市万名歌手大赛”，经过

半年的初赛、复赛后，他获得

了模仿秀第一名并获得金奖，

他开始被人们认识，天津人亲
切地称他为“老帕”。开始有电

视台请他做节目，其中包括中

央电视台的《星光大道》和《非

常6+1》，国外也有媒体联系
他。“有一次，我在天津乘地

铁，几个外国留学生指着我大

喊‘帕瓦罗蒂’，我很纳闷，他

们怎么认识我的啊？这几个留

学生告诉我，是在当地的报纸

上看见的报道。”金立义笑着

说，“当时我挺开心，自己的音

乐能为别人带来快乐，这才是

音乐的宗旨。”

2005年，帕瓦罗蒂在北京
开演唱会，金立义去北京观看

他的演唱会。“虽然现场看到了

我的偶像，但遗憾的是，我没有

和他近距离接触，没有和偶像
同台唱首歌。”金立义不无遗憾

地摇头说道。金立义参加了大

约上百场演出，大部分都是公

益性的。记者27日上午采访他

时，他刚刚从长沙连夜赶回来。

但是却完全感觉不到他的疲

惫，谈到高兴处，金立义总会随

性地给记者唱上几句。

“我很荣幸选择了这条

路。20年来虽然付出了很多，

在物质财富上我不富裕，但

是音乐是我的人生中一笔非

常珍贵的财富。音乐既可以

乐和我自己，也可以给别人

带来享受。”金立义说，“我希
望用我的歌声来感染大家，

让大家快乐。”

苍天不负，长期努力终有回报

金立义性情开朗，体型和相貌与帕瓦罗蒂神似。

本报记者 苏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