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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籍文化名家眼中的“宁波精神”①

践行宁波精神
弘扬四知四行 争当“重要窗口”模范生

“从祖父那辈起，我们全家迁居
到了上海，但我的根在宁波，我是宁
波人！”俞丽拿自小生活在一个知识
分子家庭，儿时，她就常听父辈们
说：宁波人敢闯敢拼，走出去要给家
乡争气。这些话，深深地刻进了她
的脑海里。

12岁那年，俞丽拿在学校被分
配学习小提琴，起初的记忆并不美
好。“当时大家听不懂这门西方艺术
语言，何况十来岁的孩子。”俞丽拿
不仅在练习过程中备受“折磨”，出
去演出时也没什么人“捧场”。

“既然练了，就不能半途而废。”
于是她咬紧牙关，拼命练习，一天中
除了吃饭睡觉，几乎眼睛一睁开，就

要抱起小提琴……《梁祝》是在什么
背景下创作的呢？ 俞丽拿回忆，
1958年，上海音乐学院师生赴全国
各地体验生活，管弦系“小提琴民族
化实验小组”来到了浙江。从温州
到宁波的路上，大家一路都在讨论
国庆十周年献礼，最终写一部小提
琴协奏曲的想法被一致通过，《梁
祝》曲目开始了创作……

1959年5月27日晚，19岁的俞
丽拿正式首演了小提琴协奏曲《梁
祝》。从此，这美妙的乐曲伴随着俞
丽拿的琴声传遍了世界各地，成为
中国民族交响乐的经典，俞丽拿的
名字也与《梁祝》紧紧相连。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俞丽拿

已是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的音乐泰
斗。接受记者专访时，谈到宁波精神
这个话题，她说，这十六个字，精准概
括了宁波人的精气神，从古至今，无
论饱学之士还是普通民众，这种特
质，已经融入进了宁波人的血液。

在俞丽拿看来，知行合一，就是
要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知难而进，
是一种不畏险阻、勇创大业的韧劲；
知书达理，则是一个城市文化底蕴、
精神气质的体现；“一个城市的人，
如果缺失了文化的滋养和熏陶，很
多事是做不好的，也做不成。”她接
着说，知恩图报，其实是一种爱国报
乡的情怀，也是支撑宁波人从事爱
心公益活动的精神动力。

宁波人的不服输精神
成就了《梁祝》

音乐泰斗俞丽拿：

●开栏语

在中国文化艺术界，从
宁波走出的大家灿若星河，
他们为人低调、务实，但在
学术上又有着极高的成
就。知行合一、知难而进、
知书达理、知恩图报，这些
独特的精神气质，深深地烙
刻在他们的身体中，闪闪发
光……这就是宁波人的模
样！今日起，本报推出《甬
籍文化名家眼中的“宁波精
神”》栏目，通过记者的独家
连线，带读者走进文艺家们
的内心世界，通过他们的视
角，来解读宁波这座城市的
精神文化内核。

俞丽拿 1940年出生，中国
小提琴演奏家、教育家，宁波鄞
州姜山镇人。生于上海，早年学
习钢琴，就学于上海音乐学院附
中、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先后
师从窦立勋、谭抒真，曾被选入
外国专家班学习。现任上海市
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音乐学
院教授（任小提琴、中提琴教研
室主任，上海音乐学院学科带头
人）、南京大学兼职教授、上海宁
波经促会副会长、俞丽拿小提琴
艺术基金董事长，第八、九、十届
全国政协委员。

2018年2月，获全国三八红
旗手标兵荣誉称号。

她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首演者；她让西洋乐器小提琴开口说了“中国话”；她是我国著名的小提琴
演奏家、教育家……中国音乐泰斗俞丽拿祖籍鄞州姜山，虽然长期生活在上海，但她一直心系家乡。

近日，俞丽拿接受记者的独家专访，分享了很多成长往事。在谈起“四知”宁波精神时，耄耋之年的她动
情地说：“这些精神品质是宁波人与生俱来的，自古至今，这种基因一直流淌在宁波人的血液之中。”

“第一次回宁波是 1987 年前
后，后面陆续回来过很多次。”近些
年，只要家乡需要，她就会赶回来，

“能为家乡做点事，是应该的。”俞丽
拿说。

她最近一次回宁波，是去年11
月底。连续两场演出后，她又参加
了在姜山镇新张俞村举行的宁波小
提琴音乐馆暨俞丽拿祖居开馆仪
式，其间一组小学生的《梁祝》小提琴
演出，得到俞丽拿连连称赞，她开心
地拉着孩子们的手，用宁波话说：“小
小年纪，小提琴拉得噶赞啦!”俞丽拿
的眼眶有些湿润，她感到很欣慰。

“宁波人的精神中，让我体会最
深刻的就是‘知难而进’。”俞丽拿回
忆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小提琴是
何物？为何要学？国人并不理解，
也不太接受。“在《梁祝》创作之前，

说实话，中国人并不太喜欢小提琴
协奏曲和室内交响乐。”如此动听的
音乐，为何我们不愿去欣赏呢？当
时俞丽拿也挺懊恼的，后来在和市
民的交流中，她才明白，原来大家

“听不懂”。
如何让小提琴说上“中国话”，

让室内交响协奏音乐走进百姓生
活？俞丽拿暗下决心，一定要将这
门艺术用中国人能够理解的方式表
达出来。“这应该就是宁波人骨子里
迎难而上的那股劲。”《梁祝》创作期
间，作为演奏者，俞丽拿又多次向曲
作者何占豪、陈钢提出意见，“首演
之前，练习成了百上千遍。”

上海首演后的第二年，俞丽拿
和由她担任第一提琴的上海音乐学
院女子四重奏组远赴德国，参加第
二届舒曼国际弦乐四重奏比赛并获

奖，这是中国音乐人首次在国际弦
乐大赛中获得成功，在国际舞台上
引起轰动。比赛结束后，四重奏组
准备启程回国，当时带团领队的一
句话让俞丽拿记忆犹新，“回去后，
这个团可不能散了啊！”回到国内的
俞丽拿时时警醒自己，要想让更多
人接受、喜爱小提琴艺术，教育传承
至关重要。于是，她继续每天刻苦
练琴，1962年，她成为上海音乐学
院的一名青年教师，这一干就是三
四十年，“什么时候才能放手？等到
我们的学生也能在国际上拿到大
奖，我们后继有人的时候。”

“到我停下工作的那天，人才队
伍也建立起来了。”如今，俞丽拿“封
琴”已经10年，她感慨道，“迎难而上
的不服输精神，成就了我，从另外一
个层面来说，也成就了《梁祝》。”

情系桑梓
“宁波孩子要学琴，
我很愿意教”

当年梳着短发的女生，如今
已是音乐泰斗，俞丽拿的很多学
生都成了国内音乐领域的名家。

在采访中，俞丽拿告诉记者，
如今从上音附小、附中到本科、硕
士、博士研究生，各个年龄段的学
生她都在带。宁波来的学生让她
感到格外亲切，她也更愿意和宁
波孩子交流。她透露，近几年考
入上海音乐学院的宁波学子不
少，而且底子都不错。

2010 年，俞丽拿宣布“封
琴”，作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她
想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学中，
为祖国培养音乐人才，这才是她
最看重的。她期待宁波可以走出
更多高水平的小提琴选手，助力
宁波“音乐之城”建设。“大家有需
要，尽管来学校找我，我愿意教。”
每次回到宁波，俞丽拿的内心总会
泛起涟漪，“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会愿意为家乡做更多事，这就是
宁波人的桑梓情怀，也是宁波人报
效家乡的内在动力源泉。 ”

除了教师身份，俞丽拿还是上
海宁波经促会副会长，这个头衔，
她一任就是20多年。“当时有人找
到我，我说，我是宁波人，愿意挑起
这个担子。”她不遗余力地协调在
上海的各方资源，帮助家乡加快经
济发展，“我只会拉小提琴，但是其
他人，他们有力量，大家抱成一团，
很多事情就好办了。”

《梁祝》与俞丽拿，一曲一人
相偕大半个世纪。采访尾声，这
位音乐泰斗总结道：宁波人有着
勇闯天下、迎难而上、包容四海、
乐善好施的博大情怀。这是渗透
在骨子里的东西，随着时代的变
迁，这样的精神会散发出更耀眼
的光芒。 记者 施代伟

生活感悟 不服输的韧劲成就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解读宁波精神“这是融入宁波人血液的精神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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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去年1111月月，，俞丽拿和家乡琴童开心合影俞丽拿和家乡琴童开心合影。。 记者记者 张培坚张培坚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