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筱丽

当恋爱成为随堂测验，谁有标准答案？

分析、推理、打分环环相扣，观察类情感综艺走红

“你看他的手， 好紧张” “他戴着帽

子的时候很放松， 现在做回自己了” “不

能期望轰轰烈烈一定会发生 ， 我给他打

65 分” ……在综艺 《女儿们的恋爱 》 第

三季最近一期节目中， 演员金莎迎来了第

二阶段的约会嘉宾， 在演播室观看全过程

的主持人与金莎父亲便有了这样一番对

话。 与此同时， 弹幕里也充斥着网友的各

类点评 ： “王子与公主的爱情只在童话

里” “他们更适合当工作伙伴” ……

近两年的电视荧屏与视频网站涌现了

包括 《女儿们的恋爱 》 《心动的信号 》

《喜欢你我也是》 《遇见你真好》 等等一

批观察类情感节目， 均取得不俗反响， 单

集播放量动辄破亿 。 “看别人谈恋爱 ”

缘何每每能够吸引观众的目光 ？ 学者指

出 ， 该类节目在满足对私人领域好奇的

同时 ， 也反映了大众在社会快速发展时

期对富于人性和现代性的恋爱模式的探

索 ， 但真正的恋爱不是随堂测验 ， 没有

标准答案。

从围观到参与，一同推
敲恋爱细节

2017 年 ， 韩国 Channel A 电视台推

出了一档名为 《心脏信号》 的心理推理综

艺 ， 六名年轻男女在同一屋檐下朝夕相

处， 以期撞出情感的火花， 嘉宾则在场外

分析他们的语言、 动作乃至一个细微的眼

神， 新颖的模式和独到的分析过程让 《心

脏信号》 迅速走红， 同类型节目也逐步进

入主流市场。

当下国内观察类综艺的名称虽五花八

门， 但模式始终万变不离其宗： 《心动的

信号 》 请来素人嘉宾共住 “信号小屋 ”，

“心动侦探” 则由已婚、 恋爱中、 单身状

态的明星团构成； 《喜欢你我也是》 通过

设置初相遇、 第一次晚餐等环节追踪当代

青年的爱情进展； 《女儿们的恋爱》 则主

打代际观察， 邀请想要了解女儿恋爱状况

的父亲观看女儿的恋爱过程， 展现两代人

不同的情感思考模式。

“关于情感部分的私人领域在过去大

多是遮蔽的， 但它恰恰与每个人都密切相

关。”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梁永安认为，

随着人们的情感态度愈发开放， 这个领域

被公开化， 加上明星的流量， 是节目收获

高关注的原因。

强烈的参与感是观察类节目最大的魅

力， 也是其带给观众最直接的收看体验，

观众在过程中成为了荧屏前的观察员， 于

是我们可以看见主角某个不经意的举动会

成为弹幕讨论的焦点， 男女嘉宾就 “吃饭

仪式感” 产生的分歧也让评论分站两派；

在主角面临继续约会还是换新对象时， 网

友们热情地隔空出谋划策。

综艺有剧本，生活没有固
定公式

如果说相处是恋爱中值得考究的课题，

那么势必需要一例可借鉴的范本 。 以 《女

儿们的恋爱》 为例， 三季节目均出现了实际

恋爱的明星情侣 。 然而 ， 看完节目后观众

却仍旧发现了不少两人间的矛盾有待磨合

之处。

“这类节目其实无法提供一个参照系，

因为每一段关系都不可模仿与复制。” 在学

校教授以爱情为主题的公开课 《从小说到电

影》， 在演讲节目上谈 “我们该如何去爱”，

梁永安总会遇到年轻人向他提问 “为什么谈

不好恋爱”。 在他看来， 伴随着新型生活方

式的建立和女性意识的觉醒， 这类问题的出

现在情理之中。

“看别人谈恋爱的心态多少带着寻找固

定标准的目的 。” 梁永安表示 ， “但相反 ，

恋爱是为找出生活中隐藏的可能性， 打开新

的维度。” 用心是恋爱的基础， 用脑也无可

厚非 ， 但他山之石再好也无法适用于每一

个独立个体 ， 精密的分析无法囊括瞬息变

幻的心理活动 ， 细致的推理无法断言最终

的结果 。 如梁永安所说 ， 唯有秉持一颗不

惧未知的 “水手之心”， 才能抵达广袤的情

感世界。

培养青年艺术家需要更宽厚的人文土壤
大师剧《熊佛西》首演，回首来路并共同展望未来———

本报讯 （记者童薇菁） 昨晚， 原

创大师剧 《熊佛西》 正式首演。 作为

中国话剧的奠基人和拓荒者， 熊佛西

毕生戏剧教育事业最辉煌的阶段就是

在上海。 从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一

路走来的上海戏剧学院， 给了熊佛西

一方精彩的人生舞台， 而他也为这里

留下了弥足珍贵的、 至今仍然受用的

戏剧教育遗产 。 “熊佛西和朱端钧 ，

是上戏人心中的两座丰碑。” 导演熊源

伟说， 当二位先生昨夜在舞台上 “重

逢”， “全体上戏人的心灵在共振”。

为迎接上海戏剧学院 75 周年华

诞， 除大师剧首演之外， 佛西书院成

立仪式、 熊佛西主题展等一系列精彩

校庆活动， 讲述着这座中国著名艺术

高等院校的昨天、 今天和明天。 75 年

的历史中 ， 这里诞生了诸多个 “第

一”： 第一个电影百花奖女主角奖祝希

娟、 第一个在百老汇中担纲男一号的

中国演员王洛勇、 第一个参与奥运开

幕式烟火礼花设计的设计师蔡国强 ，

以及焦晃、 胡庆树、 奚美娟、 王扶林、

胡伟民、 毛卫宁、 胡歌等活跃在中国

各个文艺领域的专业人才。 作为中国

话剧诞生地， 上海也是全国影视 、 戏

剧创作桥头堡， 1945 年诞生于此的上

海戏剧学院 ， 被誉为 “艺术家的摇

篮”， 从中走出了一批批德艺双馨的导

演、 编剧、 演员和艺术工作者， 不断

为中国银幕和舞台塑造经典。 它地处

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 汲取了上海这

座城市海纳百川 、 兼容并蓄的精神 。

上戏在获得这座城市滋养的同时 ， 也

将继续为上海以及国家艺术发展提供

源源不断的人才。

必须看到， 近年来专业艺术院校

在艺术观念、 培养理念上发生着根本

性的转变 。 “学生过早进入专业化 ，

有其优势的一面， 但也可能让人才培

养的通道变得狭窄。 要让学生自然而

然发展真正的兴趣， 必须要有宽厚的

人文土壤打底。” 上戏院长黄昌勇说 。

因而， 近几年上戏在招生改革中提高

了文化课考试成绩， 以唤起学生对文

化素养的重视 。 而上戏的这一做法 ，

与日前举行的世界戏剧院校校长论坛

上， 多位世界知名院校负责人的看法

颇有共鸣。

西奥表演艺术学院院长戴维·雪利

指出： 戏剧学院塑造了想象 、 自我的

表现、 共情的技艺， 表演艺术可以提

供让每个人找到自信的基础 。 专业的

艺术院校不仅仅培养和训练这些有艺

术修养的年轻人， 还持续打造可以在

舞台上绽放光芒的年轻人 ， “当全世

界都在面临共同的挑战时 ， 也可以让

我们的学生去思考一下， 如何使用不

同的才华， 为社区、 为世界作出一些

贡献”。 英国皇家威尔士音乐学院院长

海伦娜·高特则进一步指出， 全球如何

从新冠疫情挑战当中恢复过来是个难

题， 文化、 艺术领域亦无可幸免 。 疫

情之下 “教” 与 “学” 的问题 ， 以及

面对疫情带来的社会压力 ， 艺术院校

应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 是必须面对

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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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小时马拉松音乐会接力纪念贝多芬
上海向全球百余古典音乐名家发出“英雄帖”

本报讯 （记者姜方） 7 个多月前的世

界地球日， 上海发起一场规模空前的线上音

乐会， 推出 “用音乐温暖世界” 12 小时特

别直播。 时间转眼到了冬季， 全球百余古典

音乐名家再接上海 “英雄帖” ———12 月 16

日贝多芬诞辰 250 周年当天， 一场 16 小时

马拉松音乐会将面向全球直播。

据透露 ， 此次马拉松音乐会将在享有

“亚洲第一棚” 之称的上海广播大厦 200 平

方米录音棚举行 ， 以 “嘉宾访谈+现场演

奏+音视频赏析 ” 形式 ， 从音乐家 、 学者 、

乐评人、 策划人、 乐迷等多个视角， 全方位

展现贝多芬的音乐力量及人文力量。 直播还

将展现古典音乐在中国的普及发展， 呈现中

外文化交流的最新成果， 让世界看到中国音

乐力量的崛起。

贝多芬的作品是很多人古典音乐普及路

上的 “敲门砖 ”， 囊括了交响乐 、 室内乐 、

声乐等多种音乐体裁。 本次音乐会将邀请多

位享誉海内外的音乐家带来贝多芬作品的纯

正演绎和创新改编，阵容包括指挥家张艺、张

亮 、张诚杰 ，钢琴家李坚 、左章 、张胜量 （牛

牛）、江晨、张昊辰、万捷旎，小提琴演奏家宁

峰、黄蒙拉 、张乐 ，大提琴演奏家朱琳 、吴敏

喆，古典吉他演奏家杨雪霏、范晔，琵琶演奏

家吴蛮，竖琴演奏家陈妤颖，单簧管演奏家王

弢，歌唱家沈洋、周正中、许蕾、和慧，爵士演

奏家李晓川、张雄关、田欣等。

与此同时， 这场直播还将汇聚全球古典

音乐界的名家名团， 为听众呈现 60 首音乐

会曲目和 50 段珍贵音视频史料， 几乎囊括

贝多芬一生所有创作体裁。 阵容包括钢琴家

鲁道夫·布赫宾德、 小提琴家丹尼尔·霍普、

作曲家卡普钦斯基， 以及波恩歌剧院、 法国

国家交响乐团、 西德科隆广播交响乐团、 纽

约当代乐团、 维也纳交响乐团、 国家大剧院

管弦乐团、 杭州爱乐乐团、 上海交响乐团、

上海爱乐乐团、 上海芭蕾舞团、 中国国家交

响乐团、 中瑞音乐家室内乐团等。

此外， 韩斌、 沈次农、 陶辛、 王丹丹、

王勇、 伍维曦、 谢力昕、 邹彦等多位音乐学

者将进行对话， 聚焦贝多芬的音乐创作进行

实时导赏， 用专业素养为听众讲述贝多芬音

乐背后的故事。

贝多芬和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 。 作为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接受度最高的音乐家之

一， 李叔同、 鲁迅两大学者都格外推崇贝多

芬 ， “乐圣 ” 之称就源于李叔同 。 借此契

机， 低男中音歌唱家沈洋将带来李叔同描写

贝多芬的学堂乐歌 《众生》 《乞命》， 用歌

声追溯贝多芬在中国的足迹。 上海交响乐团

团长周平告诉记者， 1911 年上海公共乐队

首次演出贝多芬 《第三交响曲 》 末乐章 ，

1936 年上海工部局乐队进行了贝多芬 《第

九交响曲》 的中国首演， 这两支乐队都是如

今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今年， 上海的各个厅团、 音乐家为纪念

“乐圣”， 纷纷推出贝多芬纪念音乐会和贝多

芬全集的系列演绎 。 上海音乐厅总经理方

靓、 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笑丁、 东方艺术中

心节目总监刘爱华，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公益

事业部艺术总监沈舒强等将分别从幕后策划

人角度 ， 讲述 “贝多芬在上海 ” 的高光时

刻。 此次马拉松音乐会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经典 947 联合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等

平台同步直播。

文化

12月16日贝多芬诞辰250周年当天，一场16小时马拉松音乐会将面向全球直播。 （经典947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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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演奏家龚一、 作曲

家顾冠仁、 琵琶演奏家吴玉

霞、 笙演奏家翁镇发四位民

乐大家， 日前与上海民族乐

团共同亮相凯迪拉克·上海

音乐厅， 为观众奉献了一场

江南风味浓郁的音乐盛宴 。

强大的演出阵容， 被乐迷赞

叹为 “神仙云集”。 其中，80

?的古琴名家龚一就手伤复

出、 与偶像人气男团同台等

话题，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一年多来，我的左手手

指始终不能自如。”龚一告诉

记者， 他的左手此前出现不

明原因的无力等症状， 拇指

按弦弹琴时， 无法张开虎口

维持四指与拇指之间的空

间。寻遍十多位海内外专家，

“手臂上扎满了针”， 都找不

出病因所在。自己想来，或因

六十多年操缦， 肌肉常年劳

损所致。

回忆病中弹琴， 龚一自

嘲是“残疾手上台”，左手拇

指按弦时只能将四指压于其

上，勉强为之，在展现难度技

巧的曲目方面始终困难 ，因

此除了少有几次推脱不过 ，

几乎不参加演出。 好在后来

春夏之交， 经治疗手指开始

恢复。“如果演奏标准 100 分

为健康的话， 以前病时只有

50、60 分 ， 现在好到 80、85

分。 ”龚一说，已有长时间无

法弹奏难度高的曲目， 因此

此次再弹《潇湘水云 》，亦是

与这首名曲久别重逢， 再次

自我挑战。

言及挑战， 这位耄耋之

年的演奏家对古琴的创新发

展态度十分开放———古琴要

能够在音乐厅继承传统 ，也

能在互联网上创新表演形

式。“我常在古琴音乐会上演

奏，90%是经典曲目，有一首

新创曲目就遭到质疑：‘这也

是古琴吗？’究竟怎样看待古

琴的传统和创新，很想有一个平台进行充分的讨论。 ”

今年双十一天猫晚会上， 龚一曾搭档乐华偶像男团组合

NEXT，弹奏琴曲《广陵散》片段，少年们则穿着古装随着琴声翩

翩起舞，“国潮”的魅力在网上赢得诸多点赞，但争议声也相伴而

来：古琴怎么可以和“小鲜肉”搭档？

“难道一定要老气横秋、胡子摸摸、小对襟的布衫一穿，才叫

弹古琴吗？”龚一表示，艺术的功能多种多样，古琴可以演奏传统

经典曲目、当代新创曲目，亦可以移植流行元素。 借这些符合群

众审美的节目和推广平台，让更多年轻人听见曼妙琴音，发现民

族音乐瑰宝的魅力，何乐而不为？

“新的发展是必须的， 千年来古琴也一直在发展， 否则哪

来 《梅花三弄》 《平沙落雁》 《潇湘水云》？ 前人的创新才有

这些积累， 构成了今天的传统。” 龚一表示， 古琴在继承和保

存传统的同时， 也要 “两条腿走路”， 对创新发展持自由开放

的态度。 “现在的问题是创新太少， 优秀的新创曲目与其他民

族乐器的新曲数量无法比拟。”

古琴创新发展的同时， 内容也需要加以理性判断。 在 “国

潮” 流行的当下， 古琴圈里存在一些不太和谐的声音也不容忽

视。 在某些视频网站平台， 穿上仙风道骨的古装长袍、 弹上一

两首琴曲， 便动辄被有些人奉为弘扬传统文化的 “大师”， 加

以模仿。 对此， 龚一认为， “很多人追求传统文化的外壳， 没

有追求里面的内核”。

“扒拉扒拉几根弦，叫做音响，不叫音乐。 ”前辈古琴演奏家

管平湖说的这句话，龚一始终牢记在心。 他尤其强调，能够称为

音乐的必须是高质量的演奏，而不是一谈古琴，就无论演奏的作

品好坏，上升到“清微淡远”“修身养性”的文化层面。“优秀、精致

的演奏才称得上是音乐；成为音乐以后，才能再提升到艺术；成

为艺术以后，才能归于文化范畴。 ”

近两年的电视荧屏与视频网站涌现了一批观察类情感综艺， 凭借强烈的参与感吸引了不少关注。 图为节目《心动的信号》 第

三季剧照。

龚一演出照。 (上海民族乐团供图)

熊佛西是中国话

剧的奠基人和拓荒

者， 他毕生戏剧教育

事业最辉煌的阶段就

是在上海。

昨晚， 原创大师

剧 《熊佛西》 正式首

演 。 图为 《熊佛西 》

剧照。

（上海戏剧学院供图）

■本报记者 吴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