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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音乐会为江南名城添锦绣
本报讯 （记者吴钰） 春节即将来临之际， 嘉定音乐家协会

昨日举行了一场迎春音乐会。 由专家和音乐爱好者自发编创、 免

费演出的十多首原创曲目， 为市民送上了新年的祝福， 也激励更

多普通人投入反映人民新生活、 城市新气象的音乐创作中。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南翔小学合唱团

以取自宋代诗人王安石的诗句 《元日》 拉开了演出的帷幕。 唢呐

独奏 《迎新年》、 男声独唱 《一抹乡愁》、 女声重唱 《六月荷花十

里香》 …… “新年音乐会源自西方传统， 我们中国人还是过自己

的春节。” 嘉定区音乐家协会主席易凤林介绍。 嘉定历来是江南

名城， 曲目旋律因此大多以浓厚的民歌风韵为特色， 优美追溯当

地文化传统， 也讲述如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迎春音乐会人气颇高， 在工作日下午吸引了近 500 名观众，

不少家长都带着孩子来观演。 原来， 易凤林近年作曲的 《中国唱

诗班》 系列古诗词音乐， 推出了动画、 舞蹈等形式， 吸引了不少

中小学教师参与， 《元日》 等诗乐经典都唱进了音乐课堂。

不少音乐爱好者作为“新上海人”，在乐曲创作中倾注了思乡

之情和新时代的梦想。 “小时候总想离开故乡干大事，在外拼搏成

为游子，节日反而特别怀乡。”关伟在工作之余谱曲《一抹乡愁》，对

春节传统有了不一样的感慨。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每个人为了自

己的幸福生活，只有不断把所到之处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 ”

“随着上海近年来对红色文化、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的重视，

我们在曲目的创作和演唱中也找到了一些新的亮点。 讴歌一方水

土，是艺术家和教育家应该履行的一种责任。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杨学进表示。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实习生 雷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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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样本超过 600 万的“2018 年新生儿姓名

大数据年度榜单”本月揭晓，其上显示，2018 年我

国新生儿名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是 “沐”“兮”

“梓”。 尤其是“梓”，已连续三年上榜。 另据某起名

网站数据， 近年来， 男宝宝的名字热度榜上，“浩

然”“一诺”“梓轩” 分列前三位； 女宝宝这边，“依

诺”“沐兮”“梓萱”最受年轻父母青睐。

在中国的人文语境里， 名字可谓父母给孩子

一生的馈赠 。 家有新生儿 ， 取名向来是大事一

桩。 除了念起来朗朗上口， 名字还寄托了父母长

辈对孩子的祝福与希冀， 同时也蕴含着父母的价

值观和世界观。 取名虽是私域之事， 当样本足够

丰富， 新生儿的取名风尚， 从某种角度反映着代

际征候。

年轻父母乐于 “求雅”，《诗经 》

《楚辞》重当“取名宝典”

有意思的是，网上讨论“梓轩”“梓萱”傻傻分

不清时，不少网友这样调侃：莫不是 80 后、90 后

从小看多了言情剧吧。尤其是金庸热、琼瑶火的时

期，正是 80 后在求学、90 后刚出生的年代。 武侠

剧、言情剧中主人公的常用名，确有可能成为“梓

轩”“一诺”的底本和来源。

对此，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汤拥华表示，那只是

事实的一部分。父母给孩子取名，不但讲究寓意美

好、读来朗朗上口，最好还能写出来字形匀称，所

谓“音、意、形”兼而有之。

照此标准，“梓”的走俏顺理成章。“梓”作为中

间字时，搭配灵活多样，读起来余味悠长。 在意涵

方面，“梓”也分外雅致，它原有落叶乔木、故里之

意，出自《诗经·国风·鄘风》。《诗经·小雅·小弁》则

有“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说的是家乡的桑树和梓

树为父母所种， 表敬意。 汤拥华说：“运用到人名

中，这个字还能引申为生机勃勃、茁壮成长、自强

不息。 依据‘寻常景色，如臻化境 ’的取名原则 ，

‘梓’入名，意境愈发雅致。这种取名方式反映了年

轻父母对典雅的偏好。 ”

“沐”“兮”二字的高重复率同样符合这股“求

雅”的潮流。 在学者眼中，对比“建国”“建设”“爱

民”等带着鲜明时代印记的名字，如今的风潮与其

说复古， 不如看成是国泰民安时人们对传统文化

的回归更为贴切。因为四书五经历来被视为“取名

宝典”，民间甚至有“女《诗经》男《楚辞》”的说法，

许多名人雅士的名字都能从中找到来历。 比如王

国维、梁思成、林徽因、傅斯年、屠呦呦等，他们的

名字皆出自《诗经》。周信芳、南怀瑾、朱自清、戴望

舒、马伯庸等名字，则在《楚辞》里有迹可循。

“自己取名的一代”，名字的意义会随时间而变动不居

昔时，中国人的取名多会遵从家谱，哪个字辈都含糊不得。 再讲究一

些的，还会结合生辰八字、五行周易。 相较而言，今天的父母可谓“自己取

名的一代”。 甩开种种约束，他们在取名这件事上拥有了更大的权力。 然

而，“自己取名的一代”为何还会出现“撞名成风”，这是一种悖论吗？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詹丹并不认同这种看法。 他说，常用汉字

不过 5000 有余，去掉贬义的，重名不是什么小概率事件。 但一样的“梓

轩”背后，其由来或许大相径庭。 “这首先取决于不同的取名依据。 父母既

能向四书五经等典籍求助，也可以孩子出生时世界、国家发生的大事件作

依据，抑或地名、人名等都可引为取名依据，不一而足。 其次，作为一个人

被社会认知的符号，名字的意义会随时间而变动不居、不断增值。 ”

詹丹从自己的名字出发，解释了名字在社会行为中逐渐“增值”的

过程。 “年少时我常对人说，我的姓和名韵母都是 an，且都是平声，只要

普通话念准了，这两个字有着叠韵的效果，读起来很是悦耳。”可有一次

母亲正好听到这番论调，直指他胡说八道。 原来，母亲给他取名的初衷

只是为了纪念自己的出生地丹阳。再往后，詹丹在不同场合遇到过人们

的各种趣解和联想，比如“詹天佑的科学思维与赵丹的艺术细胞”“天生

注定研究红学的学者”等。“这些意义与我母亲的本意已相去甚远，似乎

是一种主观。 但这些主观联想又是由我的社会行为出发，有一定依据，

所以也有其客观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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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负面流量”的追逐，谁来踩下刹车
黄启哲

时隔不到半年 ， 某位男明星的桃色

丑闻再一次霸占社交网络 ， 而不到半个

月前， 某位女明星的家庭纠纷也被摆上

舆论 “台面”。 如果说这些 “八卦”， 第

一时间揭穿了某些明星精心营造的 “好

好先生 ” “独立女强人 ” 的形象设定 ，

尚且是让公众擦亮了眼睛 ， 可此后当事

人没完没了的爆料和扯皮 ， 八卦自媒体

和平台跟着 “煽风点火”， 把这些无价值

的内容屡屡推送到公众面前 ， 让人心生

厌烦甚至感到恶心———如此八卦究竟有

完没完？

公众感到厌恶并不奇怪 。 注意力经

济时代， 艺人自身需要增加曝光量 、 自

媒体公众号谋求提升点击率 、 网络信息

平台想要提高用户粘性， 这些都无可厚

非， 但是反复 “爆炒” 八卦 ， 用负面流

量跑赢关注度占据 “热搜”， 这样的注意

力变现无异于涸泽而渔， 毁掉的是公众

对演艺圈和资讯平台的信任。

网友把看八卦戏称为 “吃瓜”。 昔日

“八卦周刊 ” 盛行之时 ， 用所谓 “周一

见” “八点一刻发” 撩拨着部分人的窥

私欲 。 因为是端不上台面的灰色内容 ，

八卦这只 “瓜” 端上来时遮遮掩掩 ， 欲

盖弥彰。 而明星这头， 似乎将隐私视若

珍宝， 恋情婚姻藏着掖着 ， 生怕被这些

藏在暗处的镜头 “偷拍” 到 。 一旦负面

新闻被曝光， 轻则形象崩塌 ， 重则演艺

之路断送。 不胜其扰的明星一度以受害

者的姿态控诉挖人隐私、 炮制绯闻的恶

劣行径。

可没想到， 在 “八卦周刊 ” 遭到整

治已然没落之后， 明星反倒扮演起 “爆

料” 的角色， 自揭隐私， 反复炒作丑闻，

甚 至 造 假 来 误 导 舆 论 。 同 一 只 八 卦

“瓜”， 披上不同的话题包装， 轮番端到

公众眼前。

此前某女明星情感纠纷细节 ， 被

当事人连发多条微博 ， 名为 “爆料 ” ，

实为 “骂街 ”。 不出半天 ， 女明星 “从

容接招 ” ， 嘴上喊着 “尴尬丢人 ” ， 却

一次次在微博隔空喊话忙得不亦乐乎 ，

甚至配上自己的恶搞表情包 。 男明星因

桃色丑闻牵涉到刑事案件 ， 无论是其情

感纠葛程度还是手段 ， 一时舆论哗然 。

紧接着， 各路八卦自媒体 、 平台一拥而

上 ， 今天 “八一八 ” 案件内幕 ， 明天

“八一八 ” 涉事人的履历 、 情感经历 ，

甚至有好事自媒体炮制当事人回应 ， 误

导公众舆论， 强行制造话题热度 ， 成就

流量泡沫。

真理越辩越明， 可八卦越炒越反胃，

暴露某些明星素质低下、 霸占公众资源、

缺乏好作品只能靠丑闻维持曝光度的窘

迫。 这些隔空喊话里， 张嘴就是百万千

万级的金钱 “交易”， 社交网络徒留下数

不清的名牌奢侈品与名流合影 。 几回合

下来， 更坐实了公众对明星私生活混乱、

纸醉金迷的印象， 网友恶感陡升 ， 纷纷

拒绝， “这瓜我不吃”。

“瓜” 越吃越多 ， 形象崩塌的明星

越来越多， 可公众发现， 他们付出的代

价却越来越小， 甚至依靠这种负面新闻

曝光率从中收获利益 ， 甚至美其名曰

“越黑越红”。 已经离婚的反复在公众面

前秀恩爱 ， 消费 “好男人 ” “好女人 ”

形象， 坐实私德有亏的， 广告代言 、 综

艺通告、 影视邀约一个没少 。 女明星在

感情纠纷里顺利收获勇敢追爱的形象 ，

登上情感类综艺， 甚至在日前还能联手

平台方发起商业推广， 以此再度登上热

搜。 男明星去年丑闻爆出后 ， “气质大

叔 ” 形象崩塌 ， 却能继续坐镇某综艺 ，

对着青年演员大谈人生、 大谈演技 。 网

友不禁反问， 你的艺德在哪里 ， 而你的

作品又在哪里？

大数据时代 ， 仅仅以算法为核心的

推荐机制已经遭遇批评 ， 靠文艺作品

和文化产品立身的演艺圈和资讯平台 ，

更 需 要 思 考 什 么 样 的 内 容 应 该 进 入

“推荐 ” 和 “置顶 ” 。 一方面 ， 明星需

要明白有些私事不应占用公众资源， 把

清朗还给网络空间； 另一方面 ， 更重要

的是内容产业链上的各方对 “负面流

量” 的追逐应该踩下刹车 ， 是时候真正

潜下心来搞创作， 堂堂正正地端出好作

品了。

文化

他的密集流和未来派摄影，

让城市魔幻起来
因为一组拍摄中国城市的照片， 日本

摄影师小菅良介近日被中国网友点赞。 最

先让网友惊艳的是他镜头下的重庆的美图。

不同于摩天大楼鳞次栉比的城市，良介以其

独有的未来风格，拍下了重庆让人熟悉又陌

生的一面。 无论是高耸于悬崖峭壁的栈道，

还是仿佛通向天际的道路， 照片里起伏不

定、向着四面八方生长的山城，颇具一份魔

幻色彩。

除了重庆，这位日本摄影师还为成都、

香港、台北拍摄了系列作品。比起山城的赛

博朋克感， 小菅良介镜头下的成都则穿上

了一层传统的华裳。 满目的中国红和西部

特有的风情，让作品充满纯粹的中国风味。

而到了香港， 传统中国风与这里独特的时

尚气息在照片中水乳交融。 台北更是充满

未来科幻感，从老街正中突然发射的光束，

到老楼上旋转的激光， 新与旧碰撞出别样

的火花。 尤其是在一张展现台北街景的照

片中，一头“钢铁巨兽”———飞机，从寺庙的

上空低低掠过， 整幅画面宛如游戏世界一

般不真实。

别的摄影师总追求“极简”，小菅良介

却偏要把画面挤得满满当当。眼下，像良介

这样的摄影师不在少数， 并且衍生出一个

专门的摄影流派———密集流。 这个流派专

门捕捉拥挤的城市生活，车水马龙的高速、

人口密度极高的居所， 都是此类摄影流派

中常出现的题材。 人们通常以为拥挤总是

狼狈的，可是在艺术家眼中，却赋予了这些

画面别样的美感。

作为密集摄影流派的代表性摄影师之

一，1989 年出生于东京的小菅良介原本的

职业却是碟片调音师。音乐和摄影看似风马

牛不相及，却在他的创作中变成了同样酷炫

的艺术游戏。 不过能成为一名职业摄影师，

还是得益于良介的设计基础。他从小就偏爱

设计，2014 年从多摩艺术大学毕业后，常年

在美国做艺术设计工作。在摄影中追寻秩序

和规律，也成了这位年轻摄影师的执念。

有趣的是， 小菅良介真正开始从事摄

影的契机， 竟是为了减肥。 为了甩掉自己

“宅”出来的一身肥肉，他加入了东京城市

跑步队。 每日坚持在各种街道慢跑、穿梭，

在锻炼的同时， 良介发现了城市街道明明

时刻被关注， 却没人发现它平凡又别样的

美。那时的他对摄影一无所知，只是举起自

己的苹果手机拍下跑过的场景。 尽管有设

计的基础，摄影依然是全新的技术。良介投

入了数百个日夜， 只为钻研摄影技术和图

像后期。

2014 年，良介的个人社交媒体账号在

互联网上“爆发”了，十几万粉丝瞬间奔涌

而来。 无数人给他留言：请告诉我，怎么做

到用手机拍出这样的美图？ 我们最熟悉不

过的街道，为何在你镜头下美得那么特别？

后来， 苹果公司也发现了这位手机摄影达

人，甚至专门在银座的苹果门店，为他设置

了专门的区域来展出摄影作品。

在手机摄影界闻名后， 小菅良介对摄

影的痴迷一发不可收。 他开始使用单反相

机，不停地追逐更精致的画面。他的摄影不

仅仅讲究构图、色调，更为了讲述一瞬间的

故事。 为此， 他可以举着几十斤的摄影器

械，在一个地方蹲上几个小时。 小菅良介也

始终坚信， 要知道一个国家是什么样子，就

该看它的城市街道。每个城市都有热闹的道

路和拥挤的人群，每个城市也都有守望的窗

口与等待的目光。 人们喜爱一个城市，因为

这里生长着喜爱的人，或是记录了自己的岁

月和故事。 而再平凡的街景，在艺术家的眼

里，都会变得有故事、有温情、有沉淀。

右图：小菅良介镜头下颇具魔幻色彩的

重庆。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杨学进献唱民歌《茉莉花》。 （演出方供图）

海外顶级交响乐团愈发青睐华裔乐手
77岁著名指挥穆蒂率领芝加哥交响乐团造访上海

上海乐迷的老朋友、 意大利著名指挥

家里卡多·穆蒂重返申城舞台。 前天和昨

天晚上， 77 岁的穆蒂率领芝加哥交响乐团

献演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 执棒勃拉姆斯

《c 小调第一交响曲 》 《D 大调第二交响

曲》、 柴可夫斯基 《第五交响曲》 等重量

级作品。 颇令人关注的是， 芝加哥交响乐

团中有十余位华人乐手 。 其中 ， 乐团首

席、 小提琴家陈慕融与中提琴代首席张立

国， 分别在 1999 年和 1988 年入职芝加哥

交响乐团。 在 22 日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

两位华人演奏家向记者分享了如何考取名

团的秘诀， 以及他们眼中穆蒂台前幕后的

有趣故事。

说工作： 从学校毕业以
后，就开始了漫长的 “考团 ”

生涯

1979 年， 从小在上海学习中提琴的张

立国获伊斯曼音乐学院的全额奖学金， 成

为中国大陆第一批自费留学美国的音乐

家。 1988 年张立国考入芝加哥交响乐团，

在当时的艺术总监乔治·索尔蒂大师的任

命下 ， 成为团里的中提琴副首席 。 现如

今， 穆蒂大师执棒下的芝加哥交响乐团依

然保持着 “美国五大交响乐团之一” 的头

衔， 实力不容小觑。

据张立国介绍， 在美国的音乐家工会

报上， 印有各大乐团的招聘信息。 当年他

从学校毕业以后 ， 就开始了漫长的 “考

团” 生涯。 从初出茅庐到入职芝加哥交响

乐团， 张立国经历的考试多达 13 次 ， 其

中获得过三家乐团的青睐， 更多时候则得

面临失败的结果。 “我认识一个同事， 我

们曾在面试底特律交响乐团、 洛杉矶爱乐

乐团等团时碰到过彼此， 最后两人一起考

入了现在的乐团。”

有些美国名团的招聘会分好几轮展

开， 而芝加哥交响乐团只设立了初赛和复

赛。 考试时， 一道屏风隔开了应聘者和评

委；九位评委各自就坐，互相看不见彼此，

无法相互讨论。 初赛时，考试者每人演奏 5

至 10 分钟，演奏完毕后，评委在工会工作

人员的监督下 ， 在卡片上写下 “YES”或

“NO”。如果九个评委中有六人写下“YES”，

那么应聘者将得以参加几个月后的复赛。

“在复赛阶段，总监的话语权很大。 ”张

立国表示， 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总监保留说

服评委的权力， 以往曾出现过全票通过的

应聘者，因为总监一票否决而无法留下。 如

果是团中的乐手想要应征团内首席， 也同

样需要“隔屏”演奏。 只不过，同样只有总监

拥有拉开帷幕看演奏者真容的权力。

在张立国求学时期的上世纪 80 年代，

他的老师不怎么教学生演奏乐队片段的窍

门。 可事实上， 要考取一所职业交响乐团

和成为一名独奏家是相当不同的。 “独奏

家需要个性， 乐团里的乐手需要自我控制

力。 比如在考取乐团时， 应征者需要在 5

至 10 分钟里， 演奏五个风格截然不同的

乐队曲目片段， 有可能一分钟里就要变换

一种风格。”

张立国认为， 考乐队就像是一个人去

找工作， 如果独奏家更需要个人才能和潜

力， 那么乐手既要业务水平过硬， 还得具

备团队合作能力。

芝加哥交响乐团的首席位子上坐着一

位亚裔演奏家， 他就是来自中国台湾的陈

慕融。 2013 年他在乐团亚洲巡演前临危受

命， 在台北站担任独奏， 至今仍被传为佳

话。 在陈慕融看来， 华裔乐手的演奏风格

较为灵敏、 技术完美， 能够适应不同的指

挥要求， 而芝加哥交响乐团以卓越的技巧

性为荣， 因此该团的历任指挥家都对华裔

乐手颇为满意。

在过去七八年里， 芝加哥交响乐团的

中提琴声部， 迎来了不少在美国求学的华

裔学子。 除了芝加哥交响乐团， 纽约爱乐

乐团等知名团体的乐团首席同样由华裔小

提琴家———黄欣担任。 “亚洲地区越来越

重视古典音乐教育， 日本发展得最早， 韩

国也非常厉害， 相较而言美国本土反倒显

得有些衰退了。” 陈慕融说。

说穆蒂： 大师经常自己
一面指挥， 一面就放声唱了
起来

拥有意大利式帅气脸庞的穆蒂， 时常

衣着时髦 ， 极具指挥界迷倒众生的 “气

场”。 在多年的合作伙伴张立国心中 ， 穆

蒂执棒时融入了突出的意大利式歌唱风

格， 在他的 “调教” 之下， 原本以铜管见

长的芝加哥交响乐团， 如今在弦乐上也取

得了相当大的进步。 “大师经常自己一面

指挥， 一面就放声唱了起来。”

而在秉持意大利式的热情之余， 穆蒂

的指挥也相当严谨， 在排演相当多的古典

曲目时绝对忠于原作的特点。 “穆蒂无论

是为人处世， 还是演奏音乐的过程， 他都

渴望追求高贵。” 张立国告诉记者 ， 有乐

手在排练过程中漫不经心地吹口哨， 遭到

了穆蒂的批评。 要知道， 美国的乐手有时

候的确会显得有些随意。 因此， 这位大师

曾苦口婆心地教诲芝加哥交响乐团的乐

手， 在演出结束后要对观众报以真挚的微

笑， 不要交头接耳、 东张西望， 无论何时

都得像个绅士。

即便提出诸多要求， 也不妨碍穆蒂成

为芝加哥交响乐团中的 “万人迷 ”。 事实

上 ， 穆蒂与芝加哥交响的缘分始于 1973

年 ， 当时他的身份还是客席指挥 。 2006

年， 芝加哥交响将绣球抛向穆蒂， 聘请他

为第十任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 2010 年，

穆蒂正式履职， 在带团于欧洲巡演一个月

后 ， 双方形成了一种奇妙的默契 。 回来

后， 穆蒂分别收到了 62 个乐手写给他的

亲笔信， 不仅仅是感谢信这么简单， 每个

人都阐述了自己对穆蒂的喜爱、 尊重， 以

及和他一起演奏音乐时的享受状态。

陈慕融表示， 穆蒂对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十分敏感， 在一些排练的时刻大家可能

都很紧张， 而大师会停下来讲个笑话， 将

气氛变得轻松起来 。 “穆蒂在我们乐团

里， 就像是一个父亲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