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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目不转睛地盯着茶道师
的茶道表演，然后再像示范者一样细
细品尝白茶；听完苏州评弹之后，排
着队等一边的书法家给自己写中文
名字扇面……昨天，在第二届上海艾
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的半决
赛比赛间隙，国际评委团集体赴青
浦，在一处古色古香的园林里，系统
地感受了传统江南文化。“这是比赛
从创办之初就有的传统，我们一直强
调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个人群回去之
后，他们的传播和口碑，更有影响
力。”比赛组委会执行主任、上海交响
乐团团长周平告诉青年报记者。

评委感受中国文化
昨天正好是比赛期间的休息日，

选手们需要和乐队一起合几遍，评委
们则集体来到青浦的一处园林。这
处园林是两位设计师为了保护徽派
建筑，从浙江的东阳、兰溪、丽水等地
将一些古建筑的部件收集后，做出的
传统园林。评委们刚刚下车，就被这
些雕花门、古马车所吸引，在典型中
式的长廊间，他们不停拍照，发社交
软件。

在参观完园林后，组委会给评委
们安排了茶道表演，对于喝一小盅
茶，还需要如此大费周章，他们颇为
好奇，而在茶师介绍了茶的种类和喝
法后，他们也慢慢学着慢慢品了起
来；两位苏州评弹的艺术家，表演了
一段之后，他们表示，这听起来很像
是美国乡村音乐和班卓琴的结合。

最受评委们欢迎的，还是本届小
提琴比赛抽签时使用的折扇，因为现
场有书法家帮他们写扇面。由于在
抽签仪式上，看到一些选手不会开折
扇，一位选手甚至扯坏了扇子，他们
打开时，都显得小心翼翼。比赛评委
会联合主席大卫·斯特恩对中国比较
熟悉了，在书法家写完自己的中文名
字后，他还要求落款和图章，于是，此
前写好的评委们，又都纷纷回去要求
加上这道极富中国特色的“程序”，有
人甚至还加上了自己家人的名字。
对于每个人名字的不同写法，他们也
很好奇，打听了才知道，这是中文字
的不同字体。

“平时我们看到的都是上海城市
文化，典型的国际大都市，而在这里，
我们则看到了上海的历史和传统，”
大卫·斯特恩告诉记者，“尤其是评弹
演员演奏时，我们都想到了欧洲的乐

器，由此也可见，中西音乐是没有国
界的，多交流才能更加理解。”

最有效的走出去渠道
评委们感觉是偷得浮生半日闲，

对小提琴比赛组委会来说，这其实是
精心安排的“高招”。周平告诉记者，
上一届比赛时也安排了传统文化的
体验，“当时去了张军昆曲的课植园，
体验昆曲，还去朱家角做了麦芽糖
人，深受评委们欢迎，我们也希望，这
样的传统文化体验活动，能够一直延
续下去，所以绞尽脑汁，这一次的活
动，也比上一届多了更多的元素——
算是江南文化的一次再现。”

她还表示，除了让评委们体验，
他们还尽量用评委们了解的语言，给
他们解释这些文化和国际文化的异
同。“比如他们感兴趣的评弹，我们就
表示，这是中国当年的‘连续剧’，几
天讲述一个故事，有点像歌剧里的宣
叙调和咏叹调结合，这么一讲，评委
们都懂了。”

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
比赛从创办以来，就一直把推动中
国文化走出去，当成使命之一。在
比赛中规定必须弹奏一首中国作曲
家的指定曲目，是一种，折扇抽签、
传统文化体验，这些细节的潜移默
化，也是一种，“只花半天时间，体验
最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风
味，对他们理解中国人的文化思维，
很有帮助。”周平说，“这些评委，都
是国际音乐界的超级大腕，由他们
回去传播，更容易有好的口碑，也更
有影响力。”

上海小提琴界的老前辈丁芷诺
此前在讲述小提琴在上海的发展历
史时，曾认为，只有完整的文化脉络，
才能更理解一座城市。“我觉得现在
的学生欠缺的是对音乐文化的学习，
有个德国教授说不少人读谱子时除
了音符什么都不知道，符号等都不知
道，背景更加不知道。”这话对中国的
小提琴选手适用，对中国音乐、中国
文化走出去，同样适用。

据悉，国际上已有的一些重要器
乐赛事，还很少有这方面的细致安
排，而也正是这样在细节方面的成
功，不仅让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
小提琴比赛成为选手们心中“组织最
高效”的赛事，也成为最富人性化、最
舒服的赛事，同时，才举办到第二届
的该项赛事，也一跃成为国际权威古
典乐媒体推荐的一流赛事，跟那些历
史悠久的赛事比肩。

小提琴比赛评委感受另一面上海

组委会：传播中国文化最佳人选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近日，上海国际艺术节
设立内蒙古分会场时，同样举行了艺
术惠民的演出，而在送节目到牧民家
门口时，也有一个现象引人关注：哔
哩哔哩（B站）“网红UP主（记者注：即
上传者）”浅浅给牧民们演奏了二胡
曲目《奔驰在千里草原》，并进行了网
络直播。高雅艺术平台，也用上了年
轻的网红词汇，到底是怎么考虑的？
艺术节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
也期待用年轻人喜爱的方式，引导广
大青年关注艺术，走进艺术。”

21岁的青年UP主浅浅，是一名
在读硕士生，平时在B站上，拥有很
多粉丝，据了解，她此前经过层层推
选，代表青年艺术创作者加入了演出
阵容。当天，她身着汉服，化身“乌兰
牧骑”成员，在乌兰牧骑的大篷车前，
给牧民们演奏了二胡曲。她参加的
惠民演出是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的延伸，对她和著名歌唱家廖
昌永等艺术家的演出，这家年轻人的
文化社区网站进行了全站直播。

乌兰牧骑于1957年诞生在内蒙
古草原，是兼具民族特色、地域特色、
时代特色的文艺工作队伍，被誉为草
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以前，‘乌兰牧骑’‘文艺轻骑兵’
这些词对我来说只出现在新闻里，而
这次，我自己也体验了这一角色，才理
解了背后的含义。”浅浅说，能代表青
年文化内容创造者，做一回真正的“文
艺轻骑兵”，为草原人民们带去更多欢
乐，更多享受，看到他们这么满足的表

情，自己觉得特别自豪骄傲。
在演出之前，浅浅还参与了上海

国际艺术节和乌兰牧骑的党支部共
建活动，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现任队
长孟克吉日嘎拉鼓励浅浅等B站青
年文化内容创造者把握现在，利用好
艺术特长为人民带去更多欢乐，身体
力行，为发扬中国优秀文化而努力。

原本，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高雅文
化，跟B站活跃的二次元文化，似乎
并没有什么交集，但双方却在今年展
开了多个层次的合作。艺术节中心
负责人解释说，此次上海国际艺术节
之所以选择和B站合作，看中的是B
站作为上海文化企业所代表的创造
力与活力。作为国内领先的年轻人
文化社区，B站的古风舞蹈、民族乐
器、国风原创音乐等具有深厚文化底
蕴的原创内容逐步成为极富特色的
文化品牌，自去年上海市颁布“文创
五十条”以来，B 站在网络视听、动
漫、电竞等领域多点开花，朝着上海
市文化创意创业龙头企业稳步迈进。

而B站方面也表示，作为国内极具
人气的年轻人文化社区，看上去很“二
次元”的“B站”，党建工作也是又红又
火。“B站”将内容、思想引领作为党建的
核心，由此形成的“正能量场”，大大激
发了年轻人的爱国心和文化自信。不
少老师上了B站直播平台后成为网红，
伴着刷屏的红色弹幕，党课在B站成为
一种风潮。“像今年农历三月，我们还和
共青团中央共同举办了‘中国华服日’
系列活动，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关注华
服，关注传统文化，参与到传统文化的
传承之中。”B站负责人表示。

艺术节瞄准年轻族群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2018上海广播节组委
会昨天宣布，今年广播节将于9月26
日至30日举办，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将连续第四年汇聚海内外广播电台
于一堂，共同探讨广播行业创新发
展，并精心打造一系列品牌演出与听
众互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广
播节还首创以“5G时代的声音盛宴”
为主题的2018中国声音大会，汇聚
广播、音频以及相关产业的各路大
咖，开启一系列智能互动体验，展示
并探索音频行业发展新图景。

以往的三届上海广播节共计推
出了十余场各具特色的文化展演，
在申城观众中收获了不俗的口碑。
今年广播节也将精彩继续，以声音

的力量传播优秀文化、传递人文情
怀。连续四年登陆广播节的《九州
百戏》汇演活动将以新话题、新视角
亮相，推出《九州百戏·知音》全国戏
曲名家名票汇演；星期广播音乐会
携手上海轻音乐团和多位杰出音乐
家，筹划“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上
海轻音乐团专场音乐会”；5月启动
的“东方风云榜·发现新声力”2018
全国新声代歌手大赛将在广播节期
间迎来决赛。

每年的上海广播节都将声音的
全新玩法带给听众。以“听见、看见、
遇见”为主题的上海广播现场秀将于
9月29日至30日如约而至，听众最爱
的王牌节目和30多位明星主持人将
齐聚上海尚嘉中心，开启上海广播与
听众一年一度的盛大聚会。

广播节寻找中国声音

《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
馆藏法帖书系》（第二、第三辑）日前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首发式。

《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
馆藏法帖书系》由安徽美术出版社与
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打造。丛书分
十辑，共一百册，目前已出版三辑。
该套图书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
三万多件书法碑帖类文物中精选出
保存完好、易于呈现的珍稀精品，通

过精心汇编，再现了中国文字和中国
书法的发展脉络和精髓。

丛书内容涵盖了甲骨文、金文、
砖瓦陶文、印玺文、钱币文、碑版、墓
志、刻帖、简牍、文书、写经、卷轴墨迹
等多种门类；形式上采用特种工艺，
忠实再现了馆藏文物的原貌与细节。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介
绍，本套丛书的出版是国博珍藏的书
法瑰宝的首次面世。 据新华社电

中国国博馆藏书法瑰宝面世

最受评委们欢迎的，还是本届小提琴比赛抽签时使用的折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