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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立伟

!华人小提琴家

!美国休斯顿交响乐

团前助理首席

!美国亚特兰大交响

乐团前副首席

!浦立伟音乐学院创

始人

!亚特兰大青年交响

乐团创始人

人物名片

星星华人之

! ! ! !当地时间 ! 月 "" 日上

午!"激情盛夏! 弦梦之旅#

"#$%亚特兰大首届国际音乐

节奏响"第一乐章$%音乐会主

席浦立伟在致辞中说!他愿意

做一个音乐的使者!为亚特兰

大奉献最美的旋律%

浦立伟 $%&& 年生于上

海% !岁开始学习小提琴!'"

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岁

成为美国休斯顿交响乐团最

年轻助理首席! 曾任亚特兰

大交响乐团副首席%)*岁时!

浦立伟与夫人张菊芬先后创

办了浦立伟音乐学院& 非营

利组织亚特兰大青年交响乐

团! 希望能在青少年的音乐

教育和国际音乐交流上尽自

己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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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景 ! ! ! !浦立伟说，音乐的交流是十分有魅力

的。"#$%年他曾与亚特兰大青年交响乐
团演出了《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在亚城华
人社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地华人对优
秀中国作品的喜爱程度，让浦立伟感到惊
讶。后来，他又特意办了一场梁祝故事讲
解音乐会，拉一段，讲解一段，在场很多观
众都流下了眼泪，让浦立伟也备受感动。
今年年初，浦立伟夫妇开始筹办今年

的亚特兰大国际音乐节。这对浦立伟来说
是另一个巨大的挑战。“以前在职业乐团
里工作，演奏什么曲子，去哪里演奏，什么
时候演奏，甚至以什么方式演奏都被有条
不紊地安排好了，根本不用自己操心。而
现在要举办的音乐节，每项工作都需要亲
自落实安排，事无巨细，常常要忙到凌晨
两三点才能休息。”浦立伟笑着说。
这次音乐节，是浦立伟夫妇与已故著

名中国小提琴教育家林耀基的女儿林蔚，
共同为自己的教育理想做的一次勇敢尝
试。这也是亚特兰大首次举办的大型国际
青少年音乐节。

经过艰辛、细致的筹备，当地时间 &

月 ""日上午 $$时，为期 '天的音乐节在
亚特兰大隆重开幕。佐治亚州州务卿特使
等政府官员前来祝贺，并授予浦立伟州杰
出荣誉市民称号。
“在教育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逐渐

意识到培养下一代的工作要比单纯做好
自己的职业更重要。这引发了我对教学的
浓厚兴趣，创办学院、创办乐团、举办音乐
节……我希望通过尽可能多的教学和交
流方式，把自己积累了 "(多年的挫折和
成功的经验，分享给年轻的一代人。也希
望通过他们能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听到美
妙的音乐，感受音乐的美好。”

! ! ! ! $'&%年，小学五年级的浦立伟被上
海音乐学院破格录取。&岁就开始学习小
提琴的他，最初却并非出于自己的爱好。
父母希望，作为家里老大的他以后能留在
上海工作，就找到曾在上海交响乐团工作
的邻居，让浦立伟跟着他学习小提琴。当
时用来练习的琴谱并不好找，都是由患有
癌症的父亲抄录而成。浦立伟就这样糊里
糊涂地学起了小提琴，学着学着也慢慢感
受到了兴趣所在，继而在上万名报考上海
音乐学院的考生中，脱颖而出。

考取上海音乐学院让浦立伟非常兴
奋，因为学校每天会提供一份午餐，为家
里减轻了不少经济负担。

$'%)年，美国客座教授 *+,-,.. /012

到上海音乐学院授课，在上课时请浦立伟
演奏了一曲，听罢便鼓励他随自己去美国
深造，并答应做他的经济担保人。两年后，
浦立伟只身一人来到美国，跟随这位教授
攻读硕士学位。
在就读硕士的第三年，他想尝试以小

提琴演奏为职业，于是决定去考非常难考
的休斯顿交响乐团。而这对当时的浦立伟
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最终他以不俗
的实力和优异的表现，被世界有名的钢琴
家和指挥家、当时的乐团首席 34+567894

:614,;<014指定为助理首席。那一年，他
才 "=岁，是乐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助理
首席。
最初在休斯顿交响乐团的日子，很辛

苦，压力也大。乐团的排练时间是上午 $(

时到下午 >时，而音乐会通常是晚上 %时
到 $(时。在一天的排练演出结束后，浦立
伟回到家得马上开始练习第二天要排练
或演出的曲目，常常练习到深夜 $"点左
右。回想当时的经历，浦立伟说，美国的职
业乐团效率非常高，基本上第一次排练就
可以达到演出的水平。而且团员的态度都
很职业化，各自对自己要做什么也很清
楚。当时的自己太年轻又没什么经验，只
有加倍地去努力跟上了。
每年参加近 "((场演奏会，和世界级

大师合作探讨音乐，渐渐积累了经验，浦
立伟进而成为亚特兰大交响乐团的副首
席，与郎朗、马友友等大师多次同台合作。
在休斯顿交响乐团和亚特兰大交响乐团
任职的 ")年中，浦立伟也多次被世界各
地的交响乐团邀请做客座演奏家，足迹遍
及欧美亚。他的称谓慢慢地变成了“小提
琴演奏家浦立伟”。

浦立伟说，与大师们合作，他会把每
一场演奏会都当成一次新的学习机会，特
别是各种乐器大师对于某个作曲家的诠
释、句子处理和风格、音色的掌握都有不
同的见解，他们的舞台表现对于自己来说
也都值得借鉴。

除了演出合作，在生活中，浦立伟和
郎朗也是交情不错的好朋友，有空时常一
起吃饭。他笑称自己的两个儿子都是听着
郎朗的音乐会长大的，特别崇拜郎朗。

! ! ! !浦立伟初到佐治亚州亚
特兰大，是 "(("年。他发现
这里相对于美国其他大城市
来说，比较缺乏优质的音乐
教育服务。他当时总是想做
点什么来帮助改变这个情
况，却又因为乐团的繁忙演
出任务而感到力不从心。

$"年后，浦立伟和太太
张菊芬觉得已经准备充分，
于是，浦立伟告别了职业演
奏生涯。他召集了 >位志同
道合的同事，一起创办了“浦
立伟音乐学院”。经过 )年的
努力，目前学院已有 "(多位
老师和 "((多名学生。

浦立伟希望自己的音乐
学院能起到“窗口”的作
用———把亚特兰大的学生带
出去，有机会与世界各地同
年龄的学生交流，去领略国
际舞台的艺术氛围。比如
"($?年的冰岛国际音乐节，
学院组织了十几位学生去当
地参加，在一个多星期的时
间里与世界各地的学生一起
排练和演出，让孩子们有了
一次宝贵的国际音乐交流经
历。
同时他也希望学院能有“桥梁”的作

用———把亚特兰大以外的老师请进来给
学院的学生上大师班或做个别指导。建
校以来学院已经请了十几位专家从旧金
山、波士顿、佛罗里达等音乐学院来亚特
兰大为学生们上大师班，受到了孩子和
家长们的欢迎。

在学院创办一年后的 "($)年 %月 ?

日，应亚特兰大巴赫音乐协会的邀请，浦
立伟音乐学院赴州政府大楼大厅举行了
首次公开演出———仲夏夜音乐之旅。参加
这次演出的学生超过 =(人，有七八岁的
小学生，也有初中和高中学生。那天午间，
议会大厅聚满了午休的工作人员、前来参
观的游客和部分家长。演出结束后，掌声
经久不息。

从知名小提琴演奏家转做音乐教
育，并不是浦立伟一时心血来潮。在任职
交响乐团的 ")年中，他一直利用业余时
间做小提琴教学。$'%'年，浦立伟受邀
到休斯顿大学任 *+,-,.. /012 的助教。
$''(年，浦立伟获得美国音乐教师协会
竞赛全国优胜奖。此外，他还多次被邀请
参加夏季活动的音乐教学，如美国的得
州音乐节、中国的香港亚洲青年乐团活
动等。他辅导过的学生们，现在有的在知
名乐团任职，有的在顶尖音乐学院深造。
谈到转行，浦立伟说：“我在亚特兰

大拉小提琴有 ")年，如果继续再演奏
"(年，又有多少意义呢？不如把这些教
给青少年，通过他们，让更多的人享受音
乐的魅力。”

从 "($>年开始全身心投入音乐教
育事业后，浦立伟在亚特兰大不仅创办
了浦立伟音乐学院，还创建了非营利组
织亚特兰大青年交响乐团。
在学院的教师团队中，除了浦立伟

的夫人———中提琴演奏家张菊芬，还有
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钢琴、乐理与识
谱等课程的专业教师。浦立伟一方面精
心教育学生，另一方面也为他们今后的
事业谋划出路。他还为亚特兰大所在的
佐治亚州中小学音乐教师的匮乏而担
忧，琢磨着如何为改变这一状况出点力。
日常的教学活动之外，浦立伟夫妇

会在业余时间走访高、中、小学，提供免
费的音乐教学辅导，还会为养老院、医
院、监狱提供免费表演。" 浦立伟夫妇在指导学生学习

筹办亚特兰大国际音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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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立伟在演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