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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尚

本报记者 王杭晨
通讯员 王佳莹

在台州市温岭虎山上，总能看
到一位身材干练的老人，手持一把
二胡，熟练地拉着弓弦，美妙的琴声
如汩汩清泉流。这位“山林中的二
胡手”，便是温岭市审计局退休干部
赵三玉。

“动琴要动情，弓弓弦弦道人
情。”赵三玉在他的散文《二胡享受》
里这样写道。退休后的他挑动双
弦，用有温度的琴声，让民乐变成民

“悦”。

潜精研思
15年编写胡琴“知识谱”

赵三玉秉持“内外兼修”

的原则，不仅修炼“外功”，还

潜心研究胡琴技法理论知识，

以学以写促“内功”。

“练与写相结合，才能在

演奏中推动技巧、音色、情感

达到最佳效果。”赵三玉说。

为此，从 2008 年开始，他

便进行二胡演奏和教学理论

研究，最后汇编成《二胡研讨》

《二胡学习五步法》等书籍。

《二胡学习五步法》是赵

三玉基于自己军旅生涯背景，

利用部队“大比武”练兵教学

法结合二胡实际编写的二胡

训练方法，分“讲解示范”“个

人体会”“认唱结合”“反复练

习”“对比提高”五步，是初学

者入门二胡的“小秘笈”。

文艺惠民
流动音符汇成“幸福曲”

“开元小区环境优美，居

民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就是缺乏

文化活动陶冶人们的情操。”赵

三玉主动担起社区“文化领头

人”的责任，积极组织小区戏曲

爱好者开展活动，为社区文艺队

伍“造血”。

如今，每到周末，开元小区

活动室内会传来一阵阵悦耳悠

扬的戏曲声。循声望去，便可看

到一群吹拉弹唱的“老文工团”，

他们擎着乐器，为周围健身活动

的居民们送上动听的曲子。“我

们自己小区的戏曲团每周都会

演奏，听一听感觉心情放松了不

少。”社区居民对这支本土戏曲

团队纷纷表达了支持与肯定。

春雨化霖
让“金种子”生根发芽

为了让二胡走进更多孩子

的心中，赵三玉开展公益性教

学，无偿为所在社区的青少年二

胡爱好者授课。

张三玉根据每位学员的实

际情况因材施教，“对待基础薄

弱、领会慢的孩子，我教他们使

用‘五步法’，一步一步来；对年

龄较小的幼童，就选择 D 调简易

儿歌联奏，这样更容易激发他们

的兴趣。”

在讲解示范中，赵三玉坚持

精讲多练，遇到难点就要求孩子

们狠下功夫“天天练”“反复练”，

并将“坐姿”“持弓”“运弓”等十

项二胡演奏技巧编成顺口溜，帮

助孩子们克服操琴动作中的问

题。经过赵三玉长期细心点拨，

小学员们的演奏技术都大有长

进，均能独立演奏。

“免费教琴，不为其他，看到

孩子们都有很大进步，我就感觉

特别满足。”赵三玉说。

流动音符汇成小城“幸福曲”

温岭这位二胡老翁以乐惠民

见习记者 韩林园
通讯员 郭金平

“今天连长找我谈话，句句打

动我的心。他说，火车头的力量很

大，但脱离了车厢，就起不到什么

作用。同样，一个人做工作，如果

脱离了群众，就会一事无成⋯⋯”

近日，记者来到金华市金东区“大

堰河学雷锋志愿服务展览馆”参

观，被这本《雷锋日记》吸引住了目

光。

环顾四周，展览馆内有陈列的

藏品丰富多样，展厅布置崭新亮

堂，不少参观学习的市民也在此驻

足观看。记者了解到，这家雷锋馆

于日前开馆，当天是雷锋同志因公

牺牲 61 周年。它的顺利揭牌，离

不开金华雷锋事迹（文化）馆馆长、

八旬“雷锋老人”曹荣安的全力支

持。

曹荣安告诉记者，他在一年前

就开始为创馆做准备工作，当时，

听说大堰河公益服务负责人想创

建雷锋精神展馆，为志愿者和周边

市民提供学雷锋的平台，但一直苦

于资料缺乏。了解情况后，曹荣安

主动到现场帮助，并陆续捐赠《中

国青年》1963 年 5-6 期学雷锋专

辑、两个版本的《雷锋志》等 200 余

件藏品。

“雷锋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弘扬传承

雷锋精神是强国复兴实现初心的

动力源泉。金华又多了一处学习

雷锋精神的场所，我深感欣慰、深

表祝贺⋯⋯”开馆当天，曹荣安激

动不已，他说，要将学习弘扬雷锋

精神的接力棒传递下去。

据了解，这是老人支持创办的

第 19 个雷锋馆。2001 年，为弘扬

雷锋精神，曹荣安自掏腰包收集各

类藏品、资料共计 1 万多件，并费

尽心血做一件事：办好雷锋馆。

2005年，他在家及社区办雷锋资料

室，并开始支持其他地方创办雷锋

馆（室）。2010年，曹荣安创办全国

首个以“雷锋文化”为主题的民间

雷锋馆——金华雷锋事迹（文化）

馆。

金华这处“精神高地”声名远

播，弘扬雷锋精神早已浸透到曹荣

安的日常生活中，但他却觉得自己

做的远远不够。18年来，他奔赴大

江南北，支持 19 个地区创办雷锋

馆。

几年前，曹荣安还发起成立金

华雷锋精神文化馆志愿者委员会、

设立“雷锋讲堂”、组建“雷锋志愿

者”服务队等。从一个人到一群

人，曹荣安知道，传承弘扬雷锋精

神不是他一个人在战斗。

“每年，全国各地有很多人赶

来金华学习雷锋精神。”曹荣安说，

他会一直坚持下去，支持其他地区

创办更多雷锋馆。

让“雷锋精神”薪火相传

八旬老人创办雷锋馆

赵三玉（中）组织小区戏曲团队为居民们演奏。

曹荣安（右三）和学雷锋志愿者们。

开馆当天曹荣安作主题宣讲。开馆当天曹荣安作主题宣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