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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一节节怎么长，葡萄一串串怎么结
10位美术教育大家做客“上美讲堂”首讲，寄语学生从观察开始练好基本功

炫酷的毕业作品， 嘉年华的展示方

式， 另类的学位服设计……近年来的美

院毕业季， 让人感叹 “真会玩”。 在今

天的美院， 更受学生们青睐的是观念至

上的当代艺术。 人们却尴尬地发现， 观

念所依附的形式不知不觉被看轻， 学生

们的美术基本功在下滑。
近日， 加起来 858 岁的 10 位美术

教 育 大 家———靳 尚 谊 、 全 山 石 、 詹 建

俊 、 邵大箴 、 常沙娜 、 陈汉民 、 陈 家

泠、 方增先、齐康、陈佩秋做客“上美讲

堂” 首讲， 给美院莘莘学子的肺腑之言

是———“空想成不了艺术家”。 在他们看

来，美院就是沉下心来苦练内功的地方，
临摹、写生、系统学习美术理论，打下手

工和思维两方面的基础。 即便未来从事

当代艺术创作，基础同样不容荒废，需要

通过大量的、高标准的实践来体现。

内功不练扎实了后劲从哪
里来

哪有什么一点即通的艺术 “真经”。
耄耋之年的美术名家以自身的艺术创作

经验与感悟告诉孩子们， 画画是桩苦差

事， 不是画者的一厢情愿。 从事艺术创

作的第一个阶段一定是学技学艺， 把内

功练扎实了， 才有成大器的后劲。
别看国画画 竹 寥 寥 数 笔 ， 简 单 至

极， 国画家陈佩秋坦言， 没有对于现实

生活中竹子的观察与写生， 是画不好竹

子的 。 “一节一节的竹子中间 是 空 心

的， 所以每一节竹子的梗左边或前边长

一节， 下一节一定在右边或后边， 因为

如果只长在一边， 那么这根竹子很快就

会倒下。” 她有两个大抽屉装满大大小

小用来写生的本子， “我们国画院有一

大片自己种的葡萄， 我在里面可以坐一

天， 从小的葡萄怎么一串一串地结成，
到各种各样的叶子， 每一幅写生的构图

都是完整的。” 国画家方增先则说起自

己年轻时为了画好人物画中的 人 物 造

型， 特地到医学院去观察人的骨骼是怎

么长的 ， 研究人体解剖 。 “搞 清 楚 这

个， 画的时候， 骨架有了， 其他都容易

画好了。”
即便是如今普遍依赖电脑技术的设

计领域， 同样讲究笔头功夫。 艺术设计

家常沙娜说， 花卉写生是艺术设计教学

的重要基础课， 并且一定要通过手来写

生， 摄影、 电脑替代不了。 建筑学家齐

康也强调 ： “建筑师必须有表 现 的 手

段， 虽然电脑可以帮你画透视图或求公

式 ， 但是要在设计中表现出自 己 的 思

想， 手绘功夫还是很重要的。”
当代艺术重观念轻形式的现象， 令

美术理论家邵大箴感到担忧。 “观念当

然重要， 那是主题， 是思想， 但从艺术

发展的长久来看， 观念要基于形式语言

之中， 怎么能仅仅强调观念而忽视艺术

表现的形式、 反对手工制作？” 他认为，
用脑、 眼睛、 心协同创作的艺术才是艺

术的本质。 孩子们在美院应当打下手工

和思维两方面的基础， 既要善于思考，
又要善于动手去做。

创新需要建立在对传统
的深刻理解上

在美术教育大家们看来， 中国美术

当然需要创新， 传统如中国画也必须走现

代的路。 他们的共识却是， 这种创新应当

建立在对传统的深刻理解上， 是一种创造

性的发展与转化。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代表自己民族符

号的艺术， 就不能立足于世界之林” “中
国画要和西洋画拉开距离” ……国画家陈

家泠犹记半个世纪以前在浙美求学时院长

潘天寿说过的这样几句话。 日后自己的国

画创作呈现出艺术的嬗变， 灵便的视角，
他认为正是得益于对传统技法、 精髓的深

入体悟。 “人们常说 ‘古为今用， 洋为中

用’， 我觉得还应该升华一下， ‘古为今

用以今为主， 洋为中用以中为主’。 如果

古为今用以古为主， 则会失去现代性， 洋

为中用以洋为主， 则会失去民族性。 我们

必须有这样的定力。” 陈家泠为 G20 杭州

峰会创作的国画 《西湖景色》 也是身体力

行， 以中外观众都能接受的现代艺术语

汇描述动人的中国盛世传奇， 让人们看

到了一种文化自信。
油画的民族化也不是拍拍脑袋、 一

蹴而就的事。 油画家全山石曾说： “油
画这种西方来的东西， 我们中国人首先

应该把它研究透了 ， 掌 握 了 ， 再 谈 变

化。” 油画家靳尚谊近年来更在以实际

行动告诉人们 ， 写实是基础 ， 少 了 这

样 的 基 础 ， 一 定 画 不 好 现 代 的 东 西 。
他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完成致敬 17 世纪

荷兰艺术大师维米尔的三幅油 画 ， 一

方面通过临摹把握古典艺术技 法 、 规

律 ， 另一方面寄托自己对当下 社 会 的

关注与感受 ， 作了部分画面改 动 ， 最

终促成一种带有后现代思维语 言 的 全

新创作。
尽管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似乎分属

两个不同的系统， 然而在邵大箴看来，
两个系统依然需要互相尊重， “想要真

正把当代艺术做好， 没有对传统艺术深

刻认识和理解是行不通的。” 毕加索笔

下那些 “歪瓜裂枣” “七零八落” 的肖

像画 ， 真是信笔涂鸦 、 毫无门 槛 可 言

吗？ 探索变形的艺术语言以前， 毕加索

是受过严谨的学院派教育的 ， 14 岁时

他就画得像拉斐尔一样， 深谙处理高难

度细节的现实主义技巧。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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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聆听，让音乐更多元
上海交响乐团新乐季主题为“他人与我们”

日 前 ， 上 海 交 响 乐 团 公 布 了

2017-2018 乐季阵容 ， 共计 71 场次

音乐演出。 在全新的乐季中， 上交借

用 平 克·弗 洛 伊 德 的 一 首 歌 名 ， 以

“他人与我们 ” 作为主题 ： 一 方 面 ，
在音符声中串联 “他人” 西方音乐巨

匠与作品和 “我们” 中国音乐家的实

践， 带领观众感受一段段音乐历史；
另一方面， 用音乐连接 “他人” 听众

和 “我们” 音乐家， 使双方在台上台

下彼此聆听、 共同创造。
上 海 交 响 乐 团 团 长 周 平 告 诉 记

者， 本次乐季主题一如既往地贯彻了

“有机和多元 ”， “我 们 期 待 营 造 海

内外音乐家在 互 动 中 达 到 平 衡 的 关

系 ， 好 比 协 奏 曲 中 的独奏乐器和 乐

队既有争辩式的对抗， 也有琴瑟共鸣

的唱和”。

将西方的经典传统带
来中国

2017-2018 乐季中， 上交将与众

多海外音乐家合作， 通过一系列贯彻

西方音乐历史的演出， 把 “他人” 的

深厚传统呈现给申城乐迷。
古乐巨匠托恩·库普曼将率领阿

姆斯特丹巴洛克合唱团来沪， 执棒上

交演绎海顿清唱剧 《四季》； 莫扎特

《安魂曲》 和勃拉姆斯 《德意志安魂

曲》 这两部鸿篇巨制， 则由拉脱维亚

青年指挥家安德里斯·波嘉、 维也纳

歌唱协会合唱团与上交携手呈现； 芬

兰作曲、 指挥 “双料怪才” 莱夫·塞

格斯坦将在演出中营造别样的北欧音

乐世界， 涵盖格里格、 西贝柳斯等人

的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 托恩·库普

曼、 安德里斯·波嘉、 莱夫·塞格斯坦

均是首次与上交合作。
2018 年适逢美国作曲家 、 指 挥

家 伦 纳 德·伯 恩 斯 坦 诞 辰 100 年 ，
故上交特别策 划 了 三 场 纪 念 音 乐 会

向这位传奇人 物 致 敬 。 而 上 个 乐 季

中 因 突 发 疾 病 而 取 消 歌 剧 《 莎 乐

美 》 演 出 的 夏 尔·迪 图 瓦 ， 计 划 携

原 班 人 马 亮 相 2017-2018 乐季闭幕

音乐会 。 届时 ， 迪 图 瓦 将 力 图 以 最

佳状态呈现这部理查·施特劳斯的艰

深巨作。

把中国的声音推向世界

近年来， 上交在引进大量西方音

乐家与作品的同时， 也致力于为国内

音乐家和原创作品提供舞台， 通过音

乐语言把中国声音推向全世界。
新乐季中， 上交音乐总监余隆将

执棒五场音乐 会 ， 曲 目 包 括 贝 多 芬

《第八交响曲 》、 马勒 《第二交 响 曲

“复活”》、 柏辽兹 《幻想交响曲》、 巴

托克 《神奇的满大人》 等， 囊括了古典

主义、 浪漫主义、 印象派、 现代音乐等

不同流派的曲目。 在大乐队演奏以外，
上交乐手还将带来九场 “上交之星” 室

内乐系列音乐会。
此外， 不少乐迷熟悉的中国音乐家

也将继续与上交展开合作， 如指挥家张

国勇、 吕绍嘉、 张艺、 林大叶、 杨洋，
大提琴家王健、 小提琴家黄蒙拉等。 去

年的马勒指挥大赛冠军黄佳俊、 前年的

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银奖得主黎卓宇等

新秀， 也会在此登台。

陈燮阳将执棒上交， 带来作曲家朱

践耳 《天地人和 》 专场音乐会 ， 分 为

“天、 地、 人、 和” 几个板块， 集中呈

现 朱 老 的 九 部 代 表 性 作 品 ； 2013 年 ，
上交曾委约赵麟创作大提琴与笙双协奏

曲 《度》， 这部好听、 讨巧的作品将再

度来沪上演； 谭盾则将携手小提琴家徐

惟聆并执棒上交， 演绎他的小提琴协奏

曲 《爱的三次方》。
此外， 2017-2018 乐季的驻团艺术

家 由 加 拿 大 钢 琴 家 路 易·洛 尔 蒂 担

纲 。 除 演 绎 拉 威 尔 与 格 里 格 ， 他 还

将 带 来 老 一 辈 作 曲 家丁善德的 《钢

琴协奏曲》。
前天， 上交新乐季预售票开票，

其 销 售 截 止 日 期 是 7 月 24 日 。 从

2009-2010 乐季起， 上交实行预售票

套票政策， 九年里实现了从线下到线

上的全面升级。 据悉， 2016-2017 乐

季预售票数占全部可售票数的比例达

到 35%； 2017-2018 乐季预售票开票

首 日 ， 销 售 额 同 比 去 年 上 升 37% ，
共售出 7803 张票， 其中线上销售占

比达到 88%。

从古典演绎到当代变奏，引领乐迷聆听更多新作
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透露， 早

年乐季中， 因为乐迷最爱的还是贝多
芬、 莫扎特、 肖斯塔科维奇等人， 所
以在想要演绎一些新作时， 总担心票
房失利。 “但到了今天， 观众已能接
受对他们来说颇为陌生的音乐， 甚至
乐于去聆听一些实验性很强的曲目。”

这些年来， 上交并没有完全去迎
合乐迷， 而是努力引导并密切关注观
众的反馈。 今年乐季中从古典演绎到
当代变奏等板块 ， 再一次体现了用

“有机和多元” 的音乐来打动乐迷的

理念。
除上交与国内外音乐家合作演出

外， 2017-2018 乐季还有一系列引进
项目。 伦敦交响乐团、 伦敦爱乐乐团、
悉尼交响乐团等名团将陆续登台， 巴塞
尔七弦琴巴洛克乐团和十六人合唱团将
呈现早期音乐的精彩， 指挥家贾南德雷
亚·诺赛达、 钢琴家叶菲姆·布朗夫曼等
也将在这里集合。 此外， 两年前因病与
上海擦肩而过的 93 岁钢琴泰斗梅纳赫
姆·普莱斯勒， 女高音黛安娜·达姆劳和
男高音约纳斯·考夫曼这两位著名歌剧

演员， 都将首次献演申城。
除古典音乐外， 上交将继续呈

现 “当代变奏” 系列， 本季由爵士
鼓手安东尼奥·桑切斯、 电子音乐
玩家尼尔斯·弗拉姆、 嬉皮民谣歌
手德文德拉·班哈特等领衔出演 。
“这个系列代表了当今世界音乐的
潮流， 让上交乐季中的音乐更加国
际化和多元化， 也因此吸引了不少
年轻的观众群， 在引领下乐迷觉得
每年聆听新作是件值得参与的事，
正是我们所希冀的。” 周平说。

5000余台游戏体验机与玩家见面

第十五届ChinaJoy七月在沪举行
本报讯 （实 习 生王筱丽 记 者张

祯希 ）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数码 互 动 娱

乐展览会 （ChinaJoy） 将于今年 7 月 27
日至 7 月 30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举 行 。 恰 逢 十 五 周 岁 ， 本 届 ChinaJoy
以 “同行十五载 ， 共享泛娱乐 ” 为 主

题 ， 将为广大玩家和专业观众 带 来 我

国 泛 娱 乐 产 业 发 展 的 最 新 成 果 展 示 ，
提供一个更加专业化和国际化 的 交 流

平台。
本 届 ChinaJoy 共 有 国 内 外 近 千 家

企业加盟， 商务洽谈区与普通观众区展

区共计 15 个展馆， 展位面积达到 17 万

平方米。 其中普通观众区涵盖 11 个展

馆， 展出面积增至 13 万平方米， 预计

近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300 家泛娱

乐企业参展 ， 汇集千余款全球 顶 级 游

戏作品， 将有 5000 余台游戏体验机与

玩家见面 ； 商务洽谈区则涵盖 4 个 展

馆 ， 汇 聚 中 外 展 商 600 余 家 ， 目标成

交额将突破 4 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
为 了 支 持 小 微 企 业 ， 本 届 ChinaJoy 将

在商务洽谈区免费提供约 200 平方米面

积的展区 ， 以促进小微 企 业 与 海 内 外

企业的交流 活 动 ， 提 升 其 竞 争 能 力 。
同 期 还 将 举 办 国 际 智 能 娱 乐 硬 件 展

览 会 、 中 国 国 际 动 漫 及 衍 生 品 授 权

展 览 会 ， 以 及 新 增 的 全 球 时 尚 娱 乐

App 展 览 会 。 这 些 泛 娱 乐 系 列 展 会 内

容涵盖了包括 PC 网络游戏、 动漫、 影

视等多种泛娱乐业态， 玩家、 消费者、
商务人士及技术开发人员等都将成为受

众群体。
除 了 中 外 游 戏 展 示 外 ， 2017

ChinaJoy 系列会议将以热点话题讨论形

式， 全面透析泛娱乐产业及各领域的趋

势走向。 近 200 位泛娱乐产业企业领袖

将齐聚系列会议， 共同就产业发展、 商

业形态、 作品研发等新热点发表看法，
分享探讨泛娱乐产业新的机遇与挑战。
2017 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今年

的主题是 “娱乐升级 新型消费时代到

来”， 揭示泛娱乐多生态融合发展以及

新 型 消 费 的 未 来 趋 势 。 此 外 ， 本 届

ChinaJoy 系列同期会议新增 2017 中国

娱 乐 直 播 峰 会 、 2017 未 来 智 能+大 会

（国际智能娱乐硬件大会）， 聚焦业态热

点问题。
此外， ChinaJoy 音乐嘉年华将作为

十五周年官方庆典活动之一推出， 这也

是 ChinaJoy 有 史 以 来 首 次 在 晚 间 举 办

的大型主题音乐活动。

上海交响乐团新乐季主视觉海报中，上交长笛副首席姚菁化身击剑运动员，圆号首席皮特·所罗门化身橄榄

球运动员，两人在稻田中呈现对峙的姿态。 � （上交供图）

第四家 24小时“城市书房”开张
本报讯 （记者李婷 ）继碧江馆 、凤凰

馆、马桥馆之后，闵行区第四家24小时“不

打烊”的“城市书房”日前正式落户闵行区

图书馆，为爱书人提供一个舒适、自由的空

间，让书香在这个城市飘得更远。
为了让“深夜阅读”成为市民新的生活

方式， 闵行区于今年年初引入了 “城市书

房”。不同于传统的书店或图书馆，“城市书

房”24小时无人值守，通过门禁系统实现管

理。市民可凭身份证进出书房，全自助实现

办证、借阅、续借、还书。 此外，书房的卫生

打扫和图书上架整理等， 也都由书房所在

区域的市民志愿者完成。
闵行区先期启用的三家 “城市书房”

中，碧江馆位于碧江生活广场，面积160平

方米。 凤凰馆位于石屏路517号，毗邻轨道

交通5号线东川路站，面积170平方米。两馆

藏书共计1.2万余册，设座椅100余个，主打

时尚简约风格。 马桥馆地处新壹坊商业街

区内，面积约170平方米，藏书近6000册，阅
读体验区内涵盖多个类别， 人性化地辟出

亲子阅读体验区， 让不同年龄层的读者都

能体验到读书的乐趣。

最新开张的闵行区图书馆分馆是由

区文广局和区图书馆自建的24小时无人

值守自助图书馆， 位于名都路85号闵行

区图书馆一楼大厅东侧， 面积为96平方

米。 藏书4000余册，共设座椅近40个，装
修设计为北欧简约风格，布置雅致。该分

馆采用全方位网络化自助式运营模式，
只提供图书阅览，不外借。市民只需一张

身份证或者一卡通读者证就可 入 内 读

书，享受24小时图书阅览、自习、电子书

下载、无线上网和阅读推广等服务。
开门迎客当天，该馆启动了“书声”

诵读活动 ， 邀请 《我俩的故事 》 的 作

者———96岁的饶平如亲临活动现场，向

读者讲述一段段不曾被岁月湮 没 的 往

事。据透露，“书声”诵读活动计划每月一

期，精选纪实类的温暖亲情、人生经历、
生活感悟等具有正能量的美文， 邀请饶

平如 、孔明珠 、金宇澄 、简平 、陈村等作

家、主持人现场朗诵，以声音呈现文字之

美和情感之美。未来，闵行区图书馆的一

些优质活动也会陆续加入到“城市书房”
中来，以丰富读者的读书生活。

青衿书苑读书会助力书香校园建设
本报讯 （记者许旸）日前，上海学生阅

读联盟“青衿书苑读书会”的首场活动上，
作家沈石溪、 著名教育家陈鹤琴的孙女陈

庆等嘉宾，与现场读者交流经典著作《爱的

教育》。 “在快节奏时代如何做一个会读书

的人？ ”“如何看待知识的有用与无用？ ”随
着学子们抛出一个个问题，《爱的教育》中

的“经验之谈”获得广泛分享。
作为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耗时近十年

完成的代表作，《爱的教育》一书多次再版，
并被翻译成世界多国文字， 业内评价其为

继《比诺曹历险记》后意大利尤为重要的少

年文学作品。 这部儿童小说展开了一幅孩

童生活画卷，以贴近日常的取材角度，用
细腻笔触将七彩斑斓的亲人之爱、 同学

之爱、劳动之爱、学校之爱、社会之爱不

着痕迹地娓娓道来。 新版《爱的教育》由
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被列入“世界教育

名著译丛”。
作为阅读联盟的重要品牌， 青衿书

苑读书会定期举办主题讲座、 名家对谈

等一系列荐书交流活动， 培养青少年的

阅读兴趣与习惯，推动书香校园建设。据
悉，青衿书苑读书会 7 月活动将以“汉字

之美”为主题，引领青少年领略中国汉字

博大精深的魅力。

上芭原创《哈姆雷特》舞动京城
本报讯 （见习记者姜方）由上海芭

蕾舞团和上海大剧院联合制作的原创芭

蕾舞剧《哈姆雷特》日前赴京首演，连续

两天献演国家大剧院，并将走进校园，赴
新清华学堂演出。

上芭版的《哈姆雷特》为新古典主义

风格，语汇古典、优雅却又不古板，与上

芭的气质非常吻合。为此，上芭特别聘请

了英国国家芭蕾舞团前艺术总 监 德 里

克·迪恩来担任《哈姆雷特》的编导。据上

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介绍，该剧 2016
年 4 月首演于上海大剧院， 至今已在上

海演出七场。去年，《哈姆雷特》斩获第十

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
“《哈姆雷特》原著包含了丰沛的人

类情感和戏剧张力，爱、恨、欲望和阴谋，
而你能够想到的人类的情感， 同样可以

在舞剧中找到。”编导迪恩在与上芭合作

了多部童话题材的芭蕾舞剧后， 希望能

创排一部讲诉“真实人类情感”的舞剧，

并在情感表达上将上芭的演员推向一

个新的境界。“欣赏芭蕾要避免一个误

区，有时候人们希望演员转得更多，跳
得更高，而忽略了芭蕾中的情感表达。
但芭蕾舞剧的核心是塑造人物、 讲述

故事，要向观众们传递复杂的情感。 ”
舞剧《哈姆雷特》舞美由马修·伯

恩的御用舞美设计师雷兹·布拉泽斯

顿操刀，担任灯光设计的霍华德·哈里

森曾获托尼奖。 6 米高的双层城堡、花
纹地铺、排列在墙壁顶部的灯桶和黑、
白、灰的基本色调；从西装、牛仔到面

具、翅膀，兼具古典与现代特征的服饰

旨在打破时空界限，以渲染“生存”与

“毁灭”、“对峙”与“阴谋”等主题。
此次赴京演出， 王子哈姆雷特由

上芭首席演员吴虎生饰演， 主要演员

帖佳欣出演哈 姆 雷 特 的 母 亲 乔 特 露

德， 主要演员戚冰雪饰演哈姆雷特的

女友奥菲莉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