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村子
“ 只要是学校，总有寒暑

假，总有一大批年轻人在一
起，什么地方都一样⋯⋯我
被送到上海的西伯利亚来
了。”

周六早上6点半，天空泛白。

吴永祥从金山石化的家中出发，

步行1 5分钟，掐着点赶上20分钟

一班的山阳2路公交车。和熟识的

驾驶员打声招呼，他坐在了靠门

边的老位子。周末的清晨，车厢里

空空荡荡，车上只有他一人。?

半个多小时后，车子停在了

山阳镇车站。吴永祥下了车，径直

走向田埂间的小路，穿过几条田

间小道，绕过一个村子，山阳中学

的大门出现在眼前。

54年前，第一次踏入这扇大门

时，吴永祥还是个一头黑发、毛毛

糙糙的年轻人。23岁的他并没有想

到，自己会在这里生根，开花。

对于第一次来报到时的情

景，这个“ 城里人”依然记得清清

楚楚。

1 960年的春天，吴永祥从上

海师院（ 上师大前身）毕业。填报

志愿分配时，和当时所有的热血

青年一样，他毫不犹豫地填了

“ 服从国家分配”。“ 我身体好，

又没有什么要照顾，只要是学校，

总有寒暑假，总有一大批年轻人

在一起，什么地方都一样。”这是

吴永祥当时的想法。

他被分配到了松江县。23岁

的吴永祥高兴地背着行李，准时

到松江教育局报到。到了局里，领

导告诉他被分到了当时还隶属于

松江县的山阳中学。这个从没听

说过的名字让他有些茫然。第二

天中午1 2点半，吴永祥搭乘汽油

船离开了县城，向当时还隶属于

松江县的山阳镇出发。

“ 开始心中还感到很新鲜。

三刻钟后进入黄浦江，半小时后

拐进叶榭，船行了两个小时，还没

停下来的意思。”吴永祥说：“ 我

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天哪！上海原

来如此之大！”

行驶了4个小时之后，5点多

才抵达山阳。在出生在上海虹口

的吴永祥眼里，小镇上最繁华的

街道也不及市区的一条弄堂那么

宽，稀稀疏疏地开着十几爿卖日

用品的小店，破破落落。而山阳中

学还不在镇中心，穿过小镇，是一

大片阡陌交错的稻田，走了一里

多的乡间小路，吴永祥才在田野

里找到了山阳中学。

在踏入学校大门的一瞬间，

吴永祥只有一个想法：“ 我被送

到上海的西伯利亚来了。”

小乐队
“ 我就是希望能让艺术

课成为和语文课、数学课一
样，孩子们必须要上的课
⋯⋯孩子们不交一分钱，我
也没有一分加班费，就是热
情使然。”

如今的山阳中学，有好几幢

漂亮的教学楼，教室敞亮。而在54

年前，这所农村初中一共就只有

一排五间教室。中间的一间教室

用两个书橱隔开，一半做办公室，

另一半就是八个男教师的宿舍。

吴永祥的专业其实是数学。

尽管年轻，但他的确是位很优秀

的数学老师。

山阳中学的教学质量在当时

的松江区曾经是最差的。1 963年

起，吴永祥开始担任学校初三数学

和班主任，一年后那届学生毕业时

数学成绩上升到同类中学的首位，

考入高一级学校的人数，比山阳中

学前三届考进人数之和还要多。吴

永祥因此还获得了山阳公社党委

书记在大会上的口头表扬。

学校的孩子很淳朴可爱，除

了离家太远，回家太麻烦，天性乐

观开朗的吴永祥还是很适应这里

的生活。唯一让他在意的是，学校

没有音乐课。

吴永祥在学校时是个文艺爱

好者，二胡、笛子、秦琴⋯⋯他都

会一点，也喜欢玩。看着孩子们好

奇渴望的眼神，吴永祥冒出了组

建个学生小乐队的想法。幸好，这

个想法得到了校长的支持。

说干就干。没有教材，他自己

一份份地编写；没有乐器，他四方

奔走到处去借；乐器坏了，他买来

胶水自己学着动手修理。

入学的新生都是零基础，仅

靠放学训练一个小时根本不够

用。而在偏僻的农村，对于学音乐

组乐队这种不靠谱的事，家长们

更是难以理解。吴永祥便用补数

学的名义，利用放学、周末和暑假

给孩子们上音乐课。孩子们上了

一节数学课，第二节课就发现教

室里多了各种乐器。台上的吴老

师让他们自己挑选喜爱的乐器，

开始给他们讲起了蝌蚪文，哼起

了好听的乐曲。

打着数学课幌子的音乐课悄

悄地让孩子们的心灵自由翱翔。

吴永祥得意的是：“ 家长一听是

补数学，老师还不收钱，都支

持。”

要教会毫无音乐基础的农村

学生演奏乐器，先得从教会他们

识谱开始，每个音符，每个音节，

往往反复练习好几天才能巩固下

来。就是这样，孩子们一个个学会

了演奏，小乐队积累了一支支乐

曲。小乐队开始在山阳镇里“ 巡

回”演出，足迹遍布山阳地区的

角角落落。

再之后，乐队在市里获了奖，

被请去表演。他们在上海市少年

宫、青年宫、逸夫舞台、交通大学、

万体馆、音乐厅、陈毅广场上演出

过。带有山阳泥土味的江南丝竹，

登上了高雅的艺术殿堂。

上世纪90年代，吴永祥的民

乐教育成为了郊区艺术教育的一

个特色，在全山阳镇的学校都得

到了推广。

“ 我就是希望能让艺术课成

为和语文课、数学课一样，孩子们

必须要上的课。”吴永祥说，就算

身在闭塞的农村，孩子们也天生

对艺术就有追求。有时候暑假特

训两个月，早上7点半开始上课，

到晚上结束，孩子们依然不叫苦

不叫累，学得特别认真。“ 孩子们

不交一分钱，我也没有一分加班

费，就是热情使然。”

小心愿
“ 我得找个接班人了

⋯⋯小孩子学会一门乐器
后会很高兴，有的小孩不要
读书、打架闹事的，过来学
了音乐后会变一个人。孩子
们高兴，有成长，我也就觉
得高兴。”

这份热情持续到现在。

这个暑假，每天早上8点到

1 0点半，77岁的吴永祥都会到学

校，为爱心暑托班的孩子们上一

个上午的民乐课。

8点开始上课，吴永祥的身边

围满拿着各种乐器的学生，很快，

乐声从位于二楼的民乐排练室里

飘出窗外。

排练室旁边紧挨着的，是一

间办公室，挂着“ 吴永祥工作室"

的牌子。这也是山阳中学唯一一

间没装空调的办公室。

9点半，课间休息，孩子们嬉

笑玩闹起来，吴永祥回到办公室，

打开风扇，戴上眼镜，拿起放大

镜，开始整理手上的乐谱。“ 吴老

师，这把琴好像有些问题，你听听

看？”捧着一把古筝走进来的年

轻女孩是他的助教赵楚怡，也是

他曾经的学生。

50多年来，吴永祥先后办了

十几期乐队训练班，带教了五届

艺术教育特色班，培养了八百多

名学生。当年的乐队队员现在有

的进入艺术教育院校深造，有的

成了省、市级文艺团体的成员，也

有像赵楚怡这样的，成为了一名

艺术老师。

赵楚怡是吴永祥当班主任带

的最后一届学生，那年，吴永祥70

岁。跟着吴永祥学二胡的赵楚怡

考入了上师大，去年毕业回到了

母校教思政课，还成为了已经76

岁的吴永祥的特别助教。

“ 我得找个接班人了。”吴永

祥说。77岁的他眼睛已经很不好，

右眼几乎看不清楚，老花眼镜加

放大镜的“ 武器”如今也不太管

用了，赵楚怡只能帮他把乐谱誊

写成特大号的。

去年起，吴永祥不再固定上

课，但每周一、二、六，他到会来山

阳中学少年宫教教民乐，其余时

间则忙着谱曲、作词。

金山的条件比不了市区，和

市区相比，山阳镇这个农村的乡

镇没有什么丰富的艺术类培训机

构。“ 要是到培训机构请一位老

师，一节45分钟的古筝课收费近

百元，对农村家庭来说压力不小。

但郊区孩子同样对艺术教育是有

需求的。”吴永祥说，山阳中学少

年宫每周六有1 00多名学生可以

免费来学习民乐。

1 960年，和吴永祥一起被分

配到山阳中学的，还有其他3名大

学生。如今其他3人都离开了，最

短的干了两三年，最长的干了1 0

年。吴永祥却从没想过打报告离

开，也从没请过一天假。“ 小孩子

学会一门乐器后会很高兴，有的

小孩不要读书、打架闹事的，过来

学了音乐后会变一个人。孩子们

高兴，有成长，我也就觉得高

兴。”

出生在上海虹口的他，在金

山安了家，儿子在山阳中学读完

初中，1 7岁的孙子今年也刚刚从

山阳中学毕业。“ 我就准备老死

在这里了。”吴永祥笑着说，他的

音乐课，只要孩子们愿意学，他就

愿意一直上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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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岁的吴永祥上课的教室，在山阳中学艺术楼
的二楼拐角处。学生们大多是住在金山区山阳镇上
的孩子。宽敞的排练房里，孩子们有的打鼓，有的吹
号，有的弹古筝，有的拨琵琶，有的拉二胡，十几种
乐器分门别类，按声部组合，已经能吹出一首像样
的小乐曲了。而就在一个月前，不少孩子还是连简
谱都不识的小“ 乐盲”。

“ 很正常，这么多年，我都是从这样的孩子开始
带起来的。”吴永祥不以为意，“ 我的艺术教育课没
有门槛。”

拿着指挥棒，说着这话的吴永祥其实是位数学
老师。但在这个位于上海东南郊区偏隅的小镇上，
他为孩子们上了一辈子的音乐课。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数十年来，郊区孩子们的古典乐
是这位数学老师在课外义务教的

77岁的吴永祥说：“ 小孩子学会一门乐器后会很高兴，我也就觉得高兴。”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