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小朋友在巴金故居认真创作版画

二咪包弟
大师内心

!保守"不忘创新
!月 "#日，黄蒙拉将携手张松洁、孙萍、魏

震、吴敏洁四位同窗好友，以“协奏的名义”在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举行一场别致的小提琴
协奏音乐会。演出中，他将与弦乐四重奏合作
演绎小提琴协奏曲，曲目包括巴赫 $小调第一
小提琴协奏曲、巴赫 %大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
以及帕格尼尼 &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

'(后黄蒙拉坚称自己是古典乐的“保守
派”，“我相信，凡是自成一体的艺术，不论是西
方的古典乐还是中国的诗词歌赋，越是体系严
谨成熟就越是完美，也越具有排他性。很多时
候，一旦打破了这种完美，就会得不偿失。”

一贯“保守”的黄蒙拉，这次却将以“探索
者”的姿态推出崭新形式的小提琴协奏音乐
会，此举一反常态，让他有些抵触：“之所以敢
于进行这样的创新，是因为我们只在表现形式
上做文章，并不动其根本。”

而真正让这个坚持“墨守成规”才能领略
古典乐真谛的“保守派”放心前行的，是去年在
学校的一次试演。那次演出反响热烈，散场后，
不少专业教琴的老师还来要谱子。“要知道，小
提琴考试曲目都是协奏曲，可学琴的孩子并没
有太多机会与乐团合作协奏曲，与四重奏合作
的形式，无形中弥补了这一缺憾。”

坚持方能成才
如今，黄蒙拉已被视为上海 '(后的骄傲，

可回忆小时候练琴的日子，黄蒙拉和 ))*的
琴童一样，也有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惨痛记
忆。他还记得自己一边大哭一边拍着门嚷着要
回家的画面，也记得反复运弓却拉来拉去拉不
进心里的烦躁难耐。“你若现在问我练琴有什
么乐趣？我的回答是，真没有。技巧练习都是枯
燥无味的，但唯有掌握了这些技能，你才可能
触摸到艺术的边界，才可能孕育兴趣。”当年，
打磨黄蒙拉这块璞玉的正是恩师俞丽拿，她因
材施教、恩威并重，硬是将黄蒙拉“逼”上了帕
格尼尼金奖的领奖台。

老师究竟用了什么巧妙的法子？黄蒙拉
说：“我这境界也看不透老师的用心，但我知道
好老师能给你目标也给你路径，跟着她，就像
打游戏，积攒到了一定的经验值、走到了那个
点，就必然能够成功。”
成为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后，黄蒙拉渐渐

感受到了当老师的不易。“我希望我能给学生帮
助，让他们在积攒经验值的路上不轻易放弃。”
在黄蒙拉看来，要成才，唯有坚持，唯有当你真
正领略到小提琴的美妙并能运用自己技巧演奏
时才会明白，所有的苦，都不会白吃。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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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咏梨花，入梨园，一群稚气未脱的小花旦、
小青衣步入了京剧与昆曲艺术之门。来自协和
教育集团 +所学校与闵行区虹桥镇 ,所公办
学校京剧表演课程的 -#(名小学员，近日登上
上海大剧院的舞台，参加“京生今世”文教结
合·传承传统艺术学生专场汇演。著名京剧表
演艺术家史依弘与孩子们同台合作演绎了《贵
妃醉酒》，传承国粹瑰宝。

-(""年 +月，上海成立了文教结合实验

基地———协和文化创意中心，联手部分政协委
员、艺术家等，首创上海市中小学校“名家工作
室”模式，面向学生开设艺术教学课程，特别是
由两位在沪全国政协委员胡卫、史依弘，共同
建言推进的“史依弘京剧工作室”，试点开展
“京剧进校园”活动，广受学生的欢迎。

经过 #年的努力，史依弘京剧工作室已经
发展成为在 '所学校同时开设课内外课程、拥
有 ,#个班级逾 +((名学员的大型工作室。一
群京剧“萌娃”已露出才艺“尖尖角”。

图为演出前史依弘在辅导孩子们

本报记者 江跃中 张龙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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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生活在巴金故居里的三只猫咪———“李
二咪”“三宝”和“饭团”，不仅是武康路上的
“网红”，也是沪上文学圈著名的宠物。近日，
巴金故居启动“雕刻时光：-("'版画体验系
列活动”，萌萌哒“李二咪”从巴金故居的花
园跳出来，成为儿童版画作品中的主角。
“雕刻时光”版画活动打破传统的博物

馆参观方式，结合故居丰富的文化资源，集
微展览、微讲座和互动艺术体验于一体，让
青少年观众获得文学与艺术的独特体验，还
能把自己对博物馆印象“印刻”下来带回家，
保存一段独一无二的记忆。这也是上海公共
文化服务不断创新的形式之一。半个月前，
巴金故居微信公号推出了该艺术体验活动
的预告，-(个家庭的预约名额在一天内即
告“客满”。
在巴金故居工作人员茹佳的带领下，孩

子们进入互动体验活动的“第一关”———寻
找“李二咪”，“确认李二咪的眼神”。经过二
十分钟地毯式地搜寻，孩子们终于在灌木丛
中发现了“李二咪”和它的小伙伴。
“好！现在我们进入第二关。大家来参观

之前，我们就布置了作业，请大家阅读巴金
先生的散文《小狗包弟》。这篇散文中曾提到
的‘小狗包弟’出现在巴金故居的什么位置
呢？‘小狗包弟’最喜欢做什么动作？”……

第三关是邀请小朋友在巴金故居中寻
找与猫狗宠物有关的展品。不知不觉中，孩
子和家长们从故居建筑逐步进入了巴老作
品的文本中。
一个小时的浸入式参观结束后，版画体

验课随即开始。此时，小观众们急着摆开木刻

雕版、涂抹颜料、套色水印……'岁的嘉宝在
中国美院版画专业的老师指导下，小心翼翼
地印出了人生第一张木版水印作品。很快，-(
多位小朋友也都完成了各具特色的宠物版
画。随后，他们又拿起画笔，在版画上涂抹水
彩，为“二咪”和“包弟”添上个性化的元素。
“巴金故居一直在探索参观博物馆的不

同方式。-("#年我们的主题是写作，-("'年
则是艺术、版画。”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作
家周立民说。
此外，巴金故居今年还将与“平阁文化”

携手策划举办《四季中的巴金故居》《文学的
珍珠———沪上作家手制版画活动》《童心与
文心》等活动、展览，逐步展开这一旨在打通
文学与艺术边界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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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第 49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
琴金奖获得者，也是首位签约环球唱片
以DG厂牌发行唱片的中国小提琴家；他
并非天赋异禀，却在名师俞丽拿因材施教下
被“逼”开窍，最终成为上海 80后的骄傲；
至今，他坚称自己是古典乐保守派的拥护
者，却愿意“戴着镣铐跳舞”，在古典乐
规则里探索多样性。他，就是被誉为
“东方帕格尼尼”的黄蒙拉，一个

愿意用一辈子拉好小提琴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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