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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当经典诵读成为一种共
识的时候，经典本身也就正在为误
读。现在网上出现了很多经典诵读
的网课，组织者声称只要出很少的
钱，就可以加入经典诵读的行列，体
验中国古典文化之美。不过，这些网
课有形式大于内容之嫌，这种对于传
统经典的曲解可能对孩子造成不利
影响。

青年报记者注意到，这些经典诵
读网课可谓五花八门。他们具备现
在网络资源的一切特征，比如廉价，
比如高效。记者购买了一套标价只
有45元的网课，然后被拉入了一个
微信群，老师要求学员每天打卡，诵
读的则是他们提供的《三字经》《弟子
规》《唐诗三百首》之类。

记者发现，群里上课的大部分是
孩子，而打卡的一个凭据就是每天都
要上传一段他们穿汉服诵读经典的
视频。网课老师强调经典诵读的仪
式感很重要，甚至超过了经典本身。
所以孩子读经典可以不求甚解，而汉
服是不能不穿的（这汉服可以自备，
但也可以由网课老师代购）。于是经
常可以看到视频中，一些孩子穿着汉
服，在那里摇头晃脑地诵读经典，因
为“不求甚解”，所以读得磕磕绊绊，
有时断句还会断错，确实让人觉得很
好笑。

连经典是什么都还没有弄明白，
仅仅穿上汉服，摇头晃脑地诵读几
遍，就能体会到传统经典的魅力所在
了？这种形式大于内容的做法，本身
就是对于经典的误读。这还只是其
一。其二，青年报记者发现，网课老
师推荐的篇目有的其实并不适合孩
子诵读，比如《弟子规》中的一些篇
目，现在已经是公认的封建腐朽的那
一套，不符合当代人的道德观念。这
样的篇目让孩子读，恐怕是弊大于利
的。

随着经典阅读成为风潮，社会上
各种国学启蒙班也就层出不穷，这俨
然成为了一门很火爆的“生意”，让人
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但是青年报记
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些经典诵读课程
十分混乱。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上
经典诵读课程的老师究竟有没有资
质？他们所依据的教学的纲领是什
么？一切都是未知数。

经过多年的推动和倡导，国人终
于认识到传统经典的可贵，这种对于
经典的热情很珍贵。必须好好地加
以引导，而不是像很多其他事物那样
又被“玩坏”了。有关部门应该管理
一下这些混乱的国学网课了，经典教
学是一件严肃的事情，门槛很高，而
绝不是一场“大众狂欢”。另外，应该
让更多真正的有识之士加入到传统
经典普及的行列中来，有的时候正确
的引领比什么都要重要。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在教师节前夕，由上海
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家协会联合主办
的“群英荟萃，放歌经典——颂今声
乐作品名家演唱会”在上海的城市文
化地标——上海音乐厅举行。一手
培养了杨钰莹、陈思思、黄伟麟等知
名歌手的我国著名音乐家吴颂今，从
自己创作的5000多首作品中精挑细
选了30多首唱遍大江南北的歌曲，
和自己的学生以及近200名的歌唱
家、音乐家一起，向母校上海音乐学
院的师友们表达了节日的祝福。“我
专业音乐生涯的起点，是在上海，我
对这里有特殊感情。”已经72岁高龄
的吴颂今告诉记者。

提起吴颂今，很多人首先想到
的，恐怕就是他在上世纪90年代叱
咤中国流行乐坛的辉煌经历，他的作
品新创了“岭南甜歌”“新民歌”“军营
民谣”等多个风格，对中国通俗歌曲
界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一手
捧红的杨钰莹、陈思思、黄伟麟、小
曾，更是家喻户晓的歌星。

吴颂今的几代学生，串起了音乐
会，他后来收的弟子任妙音开场，得意
弟子陈思思压轴，演唱了成名曲《情哥
去南方》和《吉祥歌》等，并邀请老师一
起登台，为他献上了鲜花。“没有老师，
就没有我的今天，”陈思思说。

吴颂今也在采访中表示，陈思思
现在被视为“新民歌”的开创者和代
表人物，后来包括祖海、张燕等人都

加入了进来，“是我当年为她设计的
路线，因为此前的民族唱法都是偏严
肃的晚会类型，我根据陈思思的形
象，给她在传统的民族歌曲里加入了
时尚和流行元素，在题材上更加贴近
老百姓的情感生活，像《情哥去南方》
就是写在当时南下打工潮的背景下，
甜美女声对唱粗犷男声，加上火车汽
笛、车轮滚滚，非常有生活气息，她也
因此一炮而红。”

当然，除了自己的弟子，这次的
吴颂今声乐作品音乐会，上音的著名
声乐教授于丽红、杨学进、赵勇等人，
与韩蓬、王维倩、周进华、席燕娟等著
名校友歌唱家，热情参演助阵，来自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
西安、南昌等地的40多位歌坛名家
齐聚一堂，携手上海轻音乐团的青年
歌手罗雨、唐峰、肖蕊、高山、朱梓溶、
孙标、丁一凡，及大型乐队与合唱团，
一百多人同台献艺。“我是上音培养
的，所以这次回上海开演唱会，也特
意选在了教师节前夕，表达我对上音
和上音师友的感恩之情。”吴颂今说。

他感慨地说，自己1978年春天
进上音作曲系，专业音乐生涯和改革
开放一同起步，至今都正好是40周
年。虽然如今已经桃李满天下，但他
还是不肯忘记梦想开始的地方，“我
对上海永远感激，”他说，自己也专门
为本次音乐会创作了《爱侬上海》《浦
东放歌》《海上恋曲》等上海题材的新
歌，由韩蓬等中国新生代男高音歌唱
家演唱。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2018年恰逢中国现代
美术承前启后的艺坛巨匠、杰出的美
术教育家吴作人先生诞辰110周年，

“此生尤未出苏州——吴作人与苏州
研究展（第一回）”日前在吴作人艺术
馆揭幕。

1908 年，吴作人先生生于苏
州。1926年，吴先生赴上海后追随
田汉先生参加“普罗艺术”活动，跟
随徐悲鸿先生学习素描。1930年，
吴先生留学欧洲。1935年，吴先生
学成归国。自此直至晚年的整个艺
术生涯中，吴先生主要从事艺术创
作和美术教育。吴作人不仅在绘画
上独有建筑，是现当代绘画史上的
名家，他同时对美术教育也有颇有
见地，曾担任中央美院院长，桃李
满天下。

据吴作人艺术馆相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展览展出吴作人先生相关作
品文献80余件。分为三部分，一部

分是吴作人给亲朋好友的信札，从中
可以看出他们这一代艺术家交往的
方式，同时信札中也有不少见地至今
仍有现实意义。一部分是吴作人的
江南题材绘画，吴作人常年生活在北
方，但是心系江南，他曾多次回到故
地，画了很多江南题材的作品。一部
分是吴作人的速写，吴作人教授美术
的时候，当时苏联绘画艺术具有绝对
权威，但是吴作人有自己的看法，他
的速写简洁凝练，颇有传统写意之
风。

对于任何一个著名的画家来说，
青少年时期的故乡的记忆，都会对其
日后的艺术产生重要影响。吴作人
虽然22岁就离开了苏州，但是一辈
子对这一方水土心存牵绊。晚年重
病期间他时常吟咏南宋诗人杨万里
的那首诗“一生行路便多愁，落得星
星雨鬓秋。数尽归程到家了，此身犹
未出苏州。”此次举办吴作人研究展，
是对吴作人艺术的梳理，也是对吴作
人故乡情结的一次呈现。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昨晚，上海交响乐团音
乐总监余隆携本乐季驻团艺术家托
马斯·鲍尔拉开了上海交响乐团
2018-2019音乐季的序幕，据悉，这
个乐季共有七十余场演出，涵盖交
响、歌剧、室内乐和跨界演出等多种
类型，其中，诸多极少或从未访沪的
古典乐坛神坛上的名字，成为本乐季
的最大亮点，也让观众用疯抢预售票
的行为，来表达乐季的质量。“上交的
乐季品牌越来越成熟，这也正是得益
于上海交响乐团自2009年开始的一
系列体制机制改革所做的探索。”团
长周平昨天告诉记者。

“新鲜食材”让乐迷买账
余隆表示，音乐季是职业交响乐

团的立团之本，新乐季并非一味看重
名团名家，而是坚持“有机古典”，关
注音乐本质和观众体验。陈培勋的
第一交响曲《我的祖国》，马勒的《旅
人之歌》以及拉赫玛尼诺夫的《交响
舞曲》，仅从开幕音乐会的曲目安排
上，整个乐季的设计巧思便可一览无
余。中国作品和西方经典作品的混
搭，充分展现了上交推广中国文化和
演绎经典力作的用心和信心。当然，
也就此开启了上交新乐季的“大片”
时代。

这个音乐季，上交以44场“SSO
Season”和30场“SSO Presents”两个
系列来区分上交本团的演出和引进
项目，两者共同组成上海交响乐团
2018-2019音乐季版图。这其中阿
格里奇、世界杯女高音阿依达、萨洛
宁、克里斯蒂安-齐默尔曼、琉森音乐
节管弦乐团、克利夫兰交响乐团……
都是上交给上海引进的“新鲜食材”。

“新乐季的主视觉以新鲜食材为
主题，我们希望即将到来的70多场
演出，能从‘艺术家’和‘曲目’两方面
呈现艺术该有的和创意。”团长周平
说。

评判一个音乐季的成功与否，观
众的认可是首要依据。凭借扎实的
根基和坚持专业的理念，上海交响乐
团在2006年开始尝试国际通行的预

售票方案，如今12年过去了，上交仍
然是国内唯一一家在做预售票的职
业交响乐团。

2018-2019上交乐季预售票创
造了开售7分钟销售额就超百万的
奇迹，购买观众更是分布在27个国
家31个省市地区，除了乐迷现场通
宵排队，售票当天早上七点就有4200
多人簇拥于官网等待抢票，上交国际
化的曲目安排和职业化运营使音乐
季已经跳脱出售票的压力，从而更加
从容地实现自己的艺术理念。

职业化国际化程度更深
朝着职业化、国际化方向的改

革，让上交在国际上越来越“出挑”，
与之形成良性循环的是，上交也越来
越用一种开放的胸襟接受社会力量
的不断加入，这些都让这支有着近
140年历史的老团源源不断地焕发
出年轻的活力。

就在开幕音乐会前，上海交响
乐团国际顾问理事会（IAB）召开了
第一次会议，来自上海、香港、台北、
法兰克福、纽约、洛杉矶、华盛顿等
世界各地的 19 位音乐爱好者成为
了该理事会的创始成员。理事会将
协助上交在国际范围的战略合作，
提升上交在国际舞台上的品牌认知
度，其目标也细化至规定“成员在各
自居住的城市内向个人和机构积极
推广宣传上海交响乐团”。实际上，
国际顾问理事会已是国际惯例，如
纽约爱乐也成立了自己的国际顾问
理事会协助发展。

国际顾问理事会并不是上交的
首支国际“志愿者”队伍，2015年上
海交响乐团乐友会创办，他们凝聚起
居住在上海的中外爱乐者，力图推动
加强上交与本地国际社区及机构的
文化交流活动，盘活驻扎上海本土的
国际资源，同时积极支持音乐家们的
艺术事业及公共音乐教育文化拓展。

国际顾问理事会和乐友会虽各
有侧重，但都是将有志于推动中国交
响乐事业发展的个人力量、社会力量
及国际力量整合起来，除了人力智力
支持也积极协助上交筹资融资，是上
交再次与国际接轨的有效尝试。

职业化国际化改革结硕果

140年的上交老乐团新意不断

吴作人研究展重温巨匠故乡情结

经典诵读教学
不应成为一场“大众狂欢”

教师节，上音老学子回沪谢师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