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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就在今年5月，一段麦田里的

视频在网络上刷屏，一老一少迎着
麦浪拉着大提琴的模样，惊艳了很
多人。

这位老人就是66岁的陈帅平，
他是土生土长的咸祥人。“从未想过
这辈子能在麦田里拉大提琴，而且
是以这种直播的形式。”看着这段演
出视频，陈帅平很自豪，大提琴彻底
改变了他的退休生活。

年轻时，陈帅平是工厂的普通
工人，每天和各种机器打交道。他
和大提琴的故事，要从他的“陪练”

生活说起。
2016年，陈帅平的外孙女章缘

园加入咸祥“小友友”大提琴社团，
当年她还在上幼儿园。

“外孙女以前学的是钢琴。咸
祥有这么好的大提琴资源，我们就
改学大提琴了，孩子越学越有兴
趣。”老师上课时，陈帅平就跟着在
一边旁听，慢慢地，他从以前单纯的
接送变成了陪练。

2019年 9月，咸祥成立“大友
友”社团，陈帅平第一个报名。

拉大提琴，陈帅平是认真的。

他花了2万多元买了一把大提琴，
打算好好从头学起。“算起来，买琴
的钱差不多是我一年的退休工资，
但我觉得值！”

每周上课，回家练习，陈帅平成
了社团里最认真的学员，每天雷打
不动拉琴三四个小时。

“年纪大了，记性差。别人拉一
遍两遍，我就拉十遍、二十遍……”
学琴的辛苦，在陈帅平眼里都是幸
福。他说，刚退休那段时间，他经常
在村里打打牌，但自从学了大提琴，
一有时间就拉琴，早就不再打牌了。

大提琴改变了他的退休生活
他用一年退休金买大提琴

6 月 11 日，鄞州区咸
祥镇芦浦村养殖塘附近，
琴声悠扬。从空中俯瞰，
一个个星罗棋布的养殖塘
犹如彩色“眼影盘”。

今年51岁的养殖户卢
建君在自家鱼塘边拉起大
提琴，一曲《我爱你，中国》
吸引了附近的村民都来围
观。学大提琴3年有余，在
育苗的空档期拉上几曲，是
他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

咸祥是“大提琴小镇”，
是世界著名大提琴家马友
友先生的家乡。记者从咸
祥镇获悉，作为鄞州地标
性文化设施，投资8000万
元的友友音乐剧院（乡村
体艺中心）正式获批，计划
9月开工建设。在不久的
将来，文化振兴的魅力将
“点燃”这片希望的土地。

响起悠扬的琴声……响起悠扬的琴声……
在这个小镇在这个小镇，，大提琴已走入寻常百姓家大提琴已走入寻常百姓家

在咸祥镇，很多人的生活因大
提琴而改变。过去在农村罕见的西
洋乐器，现在已经进入寻常百姓
家。河畔音乐会、麦田音乐会……
政府搭建平台，让这些“草根”音乐
爱好者走上舞台。

2014年5月，“小友友”社团成
立，到现在已经培养了75名“小友
友”，今年又新招了18名来自幼儿
园的学员。因热爱而坚持，因梦想
而坚定，这其中很多孩子因此走上
专业化道路，在国内外大赛中崭露
头角。

2019年，“大友友”社团成立，

15名学员都来自咸祥镇村民，他们
中有的是养殖户，有的是工人，甚至
还有食堂阿姨。今年52岁的周红
菊平日里在咸祥镇食堂搭把手，起
初只想试一试拉大提琴，而现在已
经迷上了这种西洋乐器。“现在一有
空，大家都会聚在一起拉琴，很有氛
围。”

“镇里给我们聘请了专业老师，
而且都是免费教学，别人都羡慕不
来呢！”周红菊言语中多少带着几分

“凡尔赛”。这些年，咸祥镇相继聘
请浙江大提琴协会会长贺言信、中
国台湾大提琴专业教师潘梅珍等人

作为社团的授课教师，专业艺术节
活动更是层出不穷。

乡村振兴，文化先行。如今，咸
祥镇把大提琴元素渗透到了全镇的
角角落落，相继建设音乐文化主题
广场、音乐街巷、音乐河道、音乐建
筑小品等一系列主题设施，文艺气
息扑面而来。今年9月，投资8000
万元的友友音乐剧院（乡村体艺中
心）即将开工建设。对咸祥镇的村
民来说，在家门口听一场高大上的
交响乐不再是梦想。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顾一伟 文

记者 郑凯侠 摄

咸祥友友音乐剧院将开建
希望的田野唱响“文化振兴”之歌C.

卢建君今年51岁，是芦浦村
的养殖大户。他的私家车里，时
常放着一把大提琴。空闲的时候，
他就在鱼塘边拉琴。听着舒缓的
大提琴声，整个人会不由自主放
松下来。

采访当天，卢建君拉的是《我
爱你，中国》，这是老师最近新教的
曲目。因为这阵子鱼塘事情多，他
有几节课落下了，只能课后“恶
补”。

从20岁出头从事养殖开始，他
和妻子的生活再也没有离开过鱼
塘。每年5月—6月，是他们最忙碌

的时候，每天要盯着梭子蟹苗。“今
年收益怎么样，就看这几个月了，晚
上都不能睡个整觉。”

他做了近30年的养殖，前几年
承包了村里的三十几亩鱼塘。每年
5月-6月忙着梭子蟹育苗，7月-10
月忙南美白对虾养殖。对卢建君来
说，年头年尾是他的空档期。

以前，他喜欢和其他养殖户一
起打麻将打发时间，一打就是一个
下午。现在，空闲时间都用来拉琴
了。“做我们这一行就是靠天吃饭，
有时候一场台风可能让一年收益打
折扣。听着大提琴声，整个人的心

态都变得平和了。”
卢建君是2019年加入“大友

友”的，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他说，自己从小就喜欢音乐，但一直
没有机会去学一样乐器。“咸祥镇请
来免费的大提琴老师教我们，每周
两节课，真的太幸运了！”

卢建君的妻子起初有些不理
解，后来就慢慢开始欣赏起来。“一
开始以为他是一时兴起，没想到3
年多一直坚持下来。平时空的时
候，他经常在鱼塘边拉琴，拉着拉
着，琴声也不刺耳了，还经常有村民
来围观。”

年过半百重拾音乐梦
他最喜欢在鱼塘边拉琴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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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红菊喜欢在工作后拉会
儿大提琴。

卢建君在鱼塘边拉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