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是她，让小提琴开始讲中国话；也是她，让一个又一个“中国制
造”的小提琴人才在世界舞台上闪亮、在重大比赛中获得殊荣，她就
是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小提琴教授俞丽拿。在“三八”妇女节到来前
夕，全国妇联授予了俞丽拿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的荣誉称号。这项数
亿人中才推选 !"人的荣誉称号，是对她倾尽半生心血培育小提琴人
才的褒奖，也是她为发展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
出卓越贡献应得的赞扬。

鼓掌 来自梁祝
!#岁被分配学小提琴，俞丽拿学琴的开端并不美好。当时大家听

不懂这门西方艺术语言，俞丽拿不仅在练习过程中备受折磨，连出去
演出时也没有人鼓掌。于是她拼命练习，!$岁那年，俞丽拿首演了小
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从此，这支小提琴协奏曲伴随着俞丽
拿的琴声传遍了世界各地。至今，《梁祝》在全球灌制的唱片发行量已
经超过 %""万张，俞丽拿也因此荣获了中国首届“金唱片”奖。

苦恼 来自教学
尽管小提琴拉得一流，俞丽拿留校任教后却十分苦恼，因为她根

本不知道怎么教学，她说：“在我 &'年的教学生涯中，我一直在学习
做一个合格的老师。”一开始，她听学生拉琴，听到不对劲的地方不知
道如何向学生解释为什么不对，就直接对学生说，我拉给你听吧。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俞丽拿从担任中学教师的妈妈和当初教自己小提
琴的老师那里总结经验，结合实际遇到的案例，逐步建立了一套符合
小提琴教学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方法、教学体系。

音准 来自训练
从附小、附中、本科到研究生，很多学生跟着俞丽拿一学就是 !'

年，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生理条件甚至迥异的性格，俞丽拿都有不同
的教法，具有音乐天赋的学生从一开始就能接受最系统严格的专业培
养。小提琴家黄蒙拉就是从上音附小读六年级时开始跟俞丽拿学琴，第

一节课就上了 '个小时，课上俞丽拿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校正黄蒙拉的音准。一个音一个音地训练，音准
一旦建立，之后一辈子都不需要再操心。

师爱 来自师责
俞丽拿爱音乐、爱教育、更爱她的学生们。她经

常一连带好几天的饭去教室，连去上音食堂吃饭的
时间也没有。到了饭点俞丽拿就会拿出一盒饭放到
微波炉里热一下，连学生也看不下去，打趣她完全
没有享受美食的感觉，吃饭纯粹为了活命。为了保
证学生能有不间断的训练指导，俞丽拿在教室里还
有一张小床，如果碰到感冒发烧或者闪了腰，无法
坐着的时候，她躺着也要坚持给学生把课上完。在
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俞丽拿坚持利用会议间隙
飞回上海给学生上课，她说：“我首先是一名教师，
演出、开会、接受采访等等，都要为上课让步。”

奉献 来自信念
俞丽拿一直坚守一个信念：做教师就是要奉

献。她的学生每年总比其他学生多一个学期，一年
要上三个学期的课。是她利用寒暑假义务给学生加
课，使这些学生专业基础更加扎实，专业进步更加
明显。当学生家长假期上课主动要求付费时，俞丽
拿都果断拒绝了，她说：“是我要学生上课，我不收
费。”当面对各国纷至沓来的邀请时，她说：“我的事
业在中国，在上海音乐学院。”所谓师道，是“不求而
至，不为而成”，俞丽拿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传递着
她的师爱、师责、师品，也教育着她的学生们为祖国
的音乐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见习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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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沪上近来有了越来越多的“文化亭”，如
因央视文化类节目《朗读者》走红全国的朗
读亭，开全国先河的“电话亭美术馆”，居民
楼前的“漂流书亭”……在徐汇街头，一批搭
载文化功能的电话亭也即将亮相。林林总总
的“文化亭”背后，除了市民愈发高涨的文化
需求，也少不了多方助力来打造属于所有人
的“文化驿站”。

微美术馆
全国首家“电话亭美术馆”已亮相杨浦

街头 %个多月了，这也刷新了上海“最小美
术馆”的纪录。这个“小型艺术空间”的创意，
源于杨浦四平路街道等发起的“四平空间创
生行动”和同济大学师生的“借题发挥”。

在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教授周洪涛
的眼中，电话亭的用户越来越少，但它们可
以“变身”小型艺术空间。他们发现，不少居
民并不常逛美术馆。于是，周洪涛带领学生
把赤峰路、四平路、鞍山路、抚顺路一带的
!"座电话亭设计改造成了“街头美术馆”。
体现社区更新等主题的装置艺术、布艺画等
非遗作品放进了掏空的电话亭。同济大学博
物馆的展品也来“打广告”。“街头美术馆”面
市以来，未曾发生展品损毁的情况。周洪涛
设想一年里完成三到四次电话亭展览，并尝
试加入知名美术馆的展讯。

漂流书亭
有别于将功能性的小亭子再升级，嘉定

菊园动起了“无中生有”的脑筋。
去年，在旭辉锦庭业主的需求调研中，

不少人希望有更丰富的文化生活。菊园新区
文体中心和新区房管所负责人想出了在有
限的小区公共空间内增设 #座 !平方米的
“漂流书亭”（简称“书亭”）的办法，以“带一
本书来换一本走”的方式营造书香家园。去
年 !!月，在小区物业和居委会把造型酷似
电话亭的新亭子摆到居民楼的门口之后，
业主主动揽下了书亭的日常管理工作，并成
立了近 #"人的志愿者队伍。书亭开放时间
为平日 !()""*!$)"" 以及周末 $)""*!!)""、
!()""*!$)""。志愿者需担负为读者提供帮
助、整理书籍、保持书亭环境整洁等工作。
志愿者邱永霞退休前是语文特级教师，

一直痴迷于阅读。为了传递阅读之乐，她时

不时地往亭子里捐些心中的好书，如小说
《平凡的世界》《三体》以及适合孩子的《莎士
比亚戏剧连环画》等。她表示，最初物业和居
委会在亭子里放了 %""多本新书，如今居民
除了换书也踊跃地捐书，“%""多本书只多
不少”。

唱歌小亭
#月 #+日，首批 #台加载朗读功能的

自助唱歌亭“敏读亭”入驻闵行区图书馆，它
们与去年 %月首次现身沪上的朗读亭不太
一样。外观时尚的黑色“敏读亭”高约 %米、
占地 #,#&平方米，内设专业的录音设备和
点播系统等硬件设施。除了唱歌之外，市民
还可以在触摸屏上选择诵读古典诗词、美
文、绕口令、成语故事等。目前，机器已收录
+"篇朗读篇目，年内篇数将增至 !"""篇。
“敏读亭”采用在线支付模式，前 !&分钟免
费，之后约以 !"元-半小时计费。
这也是继 #.小时开放的“城市书房”之

后，闵行区再度携手企业推出的公共文化项
目。“敏读亭”也注重传播传统文化。首先，闵
行居民很欢迎自助唱歌形式，因为数据表明
此前布点于闵行区的近百台自助唱歌亭使
用率明显高于其他区。其次，“敏读亭”还将
不断地翻花样，把朗读变得更有趣。在现有
的音频录制、分享朋友圈的基础上，朗读软
件将增加打赏等互动功能和名人朗读示范
作品。此外，还将举办一系列线上线下朗读
比赛活动，激发市民为传统文化“发声”。

本报记者 肖茜颖

政府助力 社会参与

“文化亭”如雨后春笋

! ! ! !雨后春笋般冒出的!文化亭"的背后#

除了政府搭建平台之外#还离不开多方合

力参与#这也充分体现了公共文化服务的

!共建$共享"原则%

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提高#人们

的文化需求与日俱增#公共文化服务的重

要性也随之日益凸显%现今公共文化服务

已开始提倡全社会参与#发挥社会主体参

与公共文化建设的作用% 事实证明#更多

的参与也有了更多的!获得感"#正所谓互

利互惠%

肖茜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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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俞丽拿在演奏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 俞丽拿教授在指

导学生演奏技巧
!漂流书亭"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