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文化 2021年6月1日星期二
责任编辑刘剑峰 美术编辑谭丽娜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百年经典
有民族化也有先锋派

就上音庆祝建党百年的整
体安排，上音党委书记徐旭曾介
绍，“除了学校层面的重大创演
项目，院党委也鼓励各个系部结
合自己的专业特色，融合党史学
习来编排优秀节目”。而这场音
乐会，正是成果之一。

当晚，随着《牧童短笛》的熟
悉旋律响起，观众们也迅速被拉
回到中国百年来波澜壮阔的岁
月中。这场音乐会一共上演了
不同时期的10首经典作品，除了
《牧童短笛》，还包括1947年桑桐
的《在那遥远的地方》、1950年丁
善德的《第一新疆舞曲》、1972年
和1973年王建中分别创作的《浏
阳河》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1980年汪立三的《他山集》选段
之5——山寨、2003年储望华的
《茉莉花幻想曲》、2014年张朝的
《中国之梦》，以及两首改编的十
六手联弹版作品——王建中改
编的《百鸟朝凤》、向征老师新改
编的《歌唱祖国》。

“选曲是系部集体讨论的结
果，整体原则是兼顾红色经典、
学术高度、国际知名度等三个标
准。”江晨说，“这些作品，有民族
化的，有先锋派的，我们想通过
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优秀作
品，全面系统展示上音和中国在
钢琴作品上的成就，展示在党领
导下的中国钢琴发展文脉。”

值得一提的是，本场音乐会
特邀向征老师，将耳熟能详的歌
曲《歌唱祖国》改编成钢琴作
品。当晚，4台钢琴呈蝴蝶状放
置在舞台，孙颖迪、毛翔宇、郭海
洁、孙韵、黄泓、戴高德、解静娴、
向征等8位老师16手联弹，场面

壮观，激动人心，掀起了全场最
高潮。向征透露，自己在开头用
了《红旗颂》的一小段旋律点明
主题，随后才进入《歌唱祖国》，

“让作品更加器乐化。如今这个
演奏阵容、视觉效果，以及最终
的呈现，完整展示了我们对党和
国家的热爱。”

在5月31日的这场音乐会
之前，5月23日钢琴系还联袂艺
术处、作曲指挥系和管弦系，在上
音歌剧院共同举办了“红色之源
红色经典”交响音乐会。在音乐
会的第二部分“红色经典-钢琴协
奏曲”单元，来自钢琴系的五位钢
琴家——葛灏、许晶儿、戴高德、
苏彬与郝端端，接力演绎了两首
经典中国钢琴协奏曲作品《山林》
与《黄河》，现场观众爆棚，掌声雷
动，气氛异常热烈。

“红色经典是民族精神的宝
贵财富，”钢琴系基础课教研室
的许晶儿和专业课教研组的郝
端端同为 90 后青年教师，他们
表示，演奏这两首作品，“无比饱
含深情”。

音乐思政
提升专业能力和凝聚力

钢琴系是1927年上音前身
——国立音乐院成立之初最早创
建的系科之一，至今已有近百年
历史，培养了众多著名钢琴家，诞
生了众多著名的钢琴作品，同时
为我国的钢琴教育事业发展做出
了重大贡献。如何将优秀传统延
续下去，成为系部领导班子近年
来不断努力的方向。“结合建党百
年的大主题，我们用红色经典作
品，做课程思政，既提升了学生们
的专业能力，也增强了整个系部
的凝聚力。”钢琴系党支部副书记
于清说。

笔墨当随时代。“我们在本
科阶段开设了中国作品的专门
课程，引导学生们参与创作、积
极演奏中国作品，如今通过音乐
会的形式，让学生们演奏这些艺
术价值、学术价值高的中国作
品，老师们甚至都不需要太多讲
述了，”江晨说，这也有助于让学
生们提升民族文化自信，“杨燕
迪先生曾提倡‘让钢琴讲中国
话’，我们都认为，这应该是我们
中国钢琴演奏家与生俱来的能
力。”

用钢琴系副主任、著名钢琴
家孙颖迪的话说，“我们所做的
一切，都是围绕学生”。事实上，
对钢琴人才不遗余力的培养，是
钢琴系近百年来的优秀传承，5
月23日音乐会上5位钢琴老师
的“接力”，也蕴含着“一代代老
师教育理念传承”的寓意。“五位
老师中，有我们钢琴系在职的老
师中年纪最大的，也有年纪最小
的，真正的老中青三代，体现了
上音钢琴系的文脉和传承。”孙
颖迪说。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今天，“曙光——红
色上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主题艺术作品展”将在
杨浦滨江毛麻仓库落下帷幕。
上海艺术界庆祝建党百年最大
展览，在18天的展程中现场观
展的观众超过2万人次，团队预
约超过500支，网络“直播”观众
超过200万人次。预约团队中，
众多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
基层社区的团队和本市大、中、
小学学生通过线下和线上踊跃
观展。更多的基层党支部把支
部党建、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拓展
到展览现场。开展的十多天时
间里，来沪旅游的旅客和滨江的

“跑客”也纷纷把展览作为打卡
点。

“曙光展”汇集了上海市文
联众多艺术家们的集体努力。
展览以上海党史为主题，综合美
术、书法、摄影、民间文艺、收藏、
音乐、装置艺术等各种艺术跨界
形式，为学党史、庆百年提供了
融党史、艺术于一体的文史大
餐。沪上252位艺术家在展览中

所呈现的388件艺术作品均是首
创、首展。

据了解，“曙光展”是上海艺
术力量一次十分严谨的创作。
展览自去年下半年开始策划，由
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创作选题，
由上海市文联组织艺术家围绕

“上海——党的诞生地”这一重
大主题内容，聚焦 1921 年至
1949年的红色上海。所有的初
稿完成之后，都交由党史专家审
定，力求历史的真实。展览分为
东方破晓、峥嵘岁月、民族脊梁、
碧血丹心、换了人间五大板块，
是以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
变强为时间轴的。《求索》便是

“东方破晓”板块的重要内容。
除此之外，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
主席李守白领衔创制的大型剪
纸长卷《百年征程》、由顾绣和海
派石雕工艺分别创作的《共产党
宣言》等是这个板块的重要作
品。

作为上海艺术界庆祝建党
百年的规模最大展览，“曙光展”
从5月13日对公众开放便引起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7 天
前展览迎来了第一万名观众。

更值得欣慰的是，大量青年人走
进了这个展览。在展览区域，现
场的青年志愿讲解员带着大家
边走边讲，用一个个红色故事串
起了建党百年的风雨历程。很
多青年观众表示，通过“曙光
展”，他们对百年党史有了更深
刻的了解，从而对党更亲切，更
热爱。

“曙光展”对红色主题展览
的形式也有重大创新。展馆一
楼开设的红色文创手工坊一经
推出便备受好评。100周年举国

同庆浮雕装饰画、龙陵立体画、
英雄彩绘徽章冰箱贴、英雄挎
包、爱党纪念主题金工手环……
颇具创意设计与美育理念的文
创体验不仅吸引了前来观展的
小朋友与手工爱好者，也让参与
者 在 动 手 中 感 悟 了“ 红 色 美
学”。参与红色文创手工制作的
少年报小记者杨震越说，展览的
手工体验让人耳目一新，他们先
选取自己喜欢的人物角色，然后
开始对图片进行上色，最后通过
磨具压制成为一枚勋章。经过

讲解员的介绍，他们得知原来这
些都是年轻时牺牲的烈士并且
都安葬在龙华烈士陵园，“这顿
时让我肃然起敬”。

今天的闭幕式将举行了作
品收藏捐赠仪式。值得一提的
是，本次展览有着一支分外给力
的志愿者队伍，他们中既有还在
读书的 00 后，也有已退休的 50
后，正是他们的规范引导和热情
讲解，使得展览在确保严格疫情
防控的同时保障大客流观展现
场井然有序。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经过将近五年紧
锣密鼓的筹备和施工建设，阔
别上海观众五年的宛平剧院
即将于6月底正式回归。新宛
平剧院立足于服务中华传统
文化，届时将有众多优秀戏曲
作品在此上演。

青年报记者昨天实地探
访时了解到，改扩建之后的
宛平剧院拥有一个 996 座的
大剧场，一个262座的小剧场
以及配套的多功能演艺厅
（含可收纳式座位209座）、影

音体验中心（40 座）、专业排
练厅（150 平方米）等文化空
间。

整个剧场以古典雅致的
海派玉雕和戏曲折扇造型亮
相，总建筑面积 2.9 万平方
米。在占地面积不增加的基
础上，使用面积比初建于1988
年的老剧场扩大 3 倍，地上 5
层、地下3层的不同观演区错
落叠放。最引人注目的大剧
场舞台上多达25个正方形网
格升降台、转台呈棋盘分布，
极大程度契合了新编剧目的
制作要求。

“文史大餐”曙光展今天闭幕

让红色精神深入城市肌理

““上海之扇上海之扇””
送来梨园之风送来梨园之风

重建的宛平剧院揭开面纱重建的宛平剧院揭开面纱

激情澎湃的《黄河》之后

十六手联弹 用钢琴《歌唱祖国》

5月31日，上海音乐学院

钢琴系“红色经典之二暨‘感

谢师恩’中国钢琴作品音乐

会”在贺绿汀音乐厅举行，钢

琴系师生特别选择中国钢琴

百年来的经典作品，庆祝建党

百年。“百年来，中国钢琴家也

致力于用钢琴讲好中国故事，

由此涌现出许多不朽的作品，

其中有不少就诞生在上音。

这些作品，构成了这场音乐会

的主体。”钢琴系系主任、著名

钢琴家江晨告诉记者。

青年报记者 陈宏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