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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观察

努力打造成城市音乐新名片
第五届上海音乐学院国际室内乐艺术节举行

本报讯 （记者姜方）2018 第五届上

海音乐学院国际室内乐艺术节 日 前 开

幕， 艺术节邀请赛吸引了来自中央音乐

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等高

校的 16 组钢琴三重奏 、18 组弦乐四重

奏参赛，并设立大师班、公开课、工作坊

等， 全面而系统地覆盖室内乐教学、实

践、理论、演出市场，旨在通过业界共同

努力， 将室内乐打造为上海城市音乐文

化新名片。
“有着深厚室内乐传统的上海是中

国乃至亚洲室内乐领域的先行者和开拓

者。 ” 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林在勇告诉记

者，1960 年由当时上音三年级学生俞丽

拿、丁芷诺、吴菲菲和青年教师林应荣组

成的“上海女子四重奏”，参加德国舒曼

弦乐四重奏国际比赛获得第四名， 这是

来自中国的重奏组合首次登上国际领奖

台。在诸位前辈的引领下，上音室内乐教

学和实践一直独领风骚。 1983 年，由上

音本科生组成的上海四重奏在英国获奖

并在美国走红，后来跻身于全美“最具号

召力的四重奏团体之一”。今年是上海四

重奏成立 35 周年，他们将作为评委以

及演出嘉宾亮相本次艺术节。
上 音 国 际 室 内 乐 艺 术 节 艺 术 总

监、 上音管弦系教授蓝汉成说：“没有

室内乐的音乐教育是不完整的音乐教

育。 室内乐教育学生如何聆听、判断、
回应以及交流， 这些正是学生们将来

走向工作岗位的重要能力。”艺术节的

举办， 就是为了提高年轻音乐人对室

内乐的认识， 促进室内乐教学及演奏

艺术的发展， 并以室内乐为基础来提

高年轻音乐人的综合音乐素养。 截至

目前， 参与艺术节平台比赛交流的重

奏组合逾百，包括诞生于上音、近来屡

获国际大奖的新魄力四重奏。 他们也

将亮相本次艺术节。
在室内乐高峰论坛中， 中央音乐

学院周海宏教授和浙江音乐学院杨九

华教授将分别进行主题发言。 两场艺

术工作坊将探索音乐演奏与体态律动

的关系，并进行视奏训练。艺术节还包

括五场音乐会，上海四重奏、加斯帕德

三重奏、新魄力四重奏等将登台。

随着城市化、 现代化发展的进程， 中国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任务日益繁重 。 据统计 ， 在过去

20 年间， 许多传统舞蹈正在飞速消亡 。 上个世纪

90 年代我国进行舞蹈普查时， 调查统计出的两千

余种传统舞蹈项目， 如今已经消失了 853 个， 短短

20 年间消失的舞蹈占当时统计总量的近 37%。 传

统舞蹈如何保护和传承， 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本报记者 张祯希

■本报见习记者 王筱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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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林江国、 徐百卉、 成泰燊联袂主演的电

视剧 《大牧歌》 昨晚在央视八套电视剧频道播

出。 电视剧改编自作家韩天航的军垦题材小说

《牧歌》， 展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一批有志知识

青年扎根边疆， 为培育、 保护良种羊而奉献的

故事。 剧中， 主人公为了建设祖国的信念， 不

惜放弃甜美的爱情与舒适的生活， 远赴他乡，
不断拼搏。 这曲一代人用爱、 理想与奉献谱就

的青春之歌， 因真挚打动人心。
电视剧 《大牧歌》 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五

十年代的新疆， 以一对知识青年辗转半生的情

感纠葛贯穿始终。 为了追随恋人， 上海姑娘许

静芝 （徐百卉饰） 历尽波折来到新疆支边， 不

料她与心上人林凡清 （林江国饰） 的再度相聚

却是在他的订婚礼上。 原来， 为了畜种改良工

程， 家庭条件优越的都市青年林凡清执意远赴

新疆， 许静芝则因家庭阻挠， 没能赶上列车同

男友一起离开， 就此埋下一生的遗憾。 就在他

们天各一方失去联系期间， 林凡清的导师为科

研事业牺牲 ， 把自己的女儿托付给了他 。 于

是， 把爱情放一边， 林凡清选择了科研事业与

社会责任。
《大牧歌》改编自小说《牧歌》，原著的动人

之处在于还原了一代知识青年对爱、 理想与贡

献的理解。 这种理解扎根于特定的时代与文化

背景，因朴实真挚而具有跨越时代的感染力。
林凡清是一个将理想置于人生首位的青年

人， 他曾在去新疆前对女友坦白， 事业对自己

而言高于一切， “对一个男人来说， 如果不为

自己的事业而奋斗， 人生就等于虚度”。 许静

芝事业的开端却是爱情， 她觉得 “为爱情而活

是女性的本性和天职”， 于是才有了为爱奔赴

远方的后续故事。 可贵的是， 这份对爱与理想

的见解是青年人一路奋斗的初心， 也在他们的

成长体验中不断被完善 。 许静芝为爱奔走天

涯， 在一次次寻找心上人的过程中， 被兵团缺

医少药的状态触动， 最终让她决定留下来的正

是内心那份不断生长的大爱与责任。 一个最初

为了个人爱情而放弃一切的女孩， 最后成为了

一个心怀大爱的无私贡献者， 不变的是那份对

内心的赤诚。
《牧歌》 并非韩天航第一部被搬上荧屏的

军垦题材小说。 《热血兵团》 《戈壁母亲》 等

早年一批反映支边生活的电视剧都改编自他的

小说， 前者通过展现父子两代开拓者的生活历

程和感情纠葛， 再现了兵团几十年的风雨沧桑，
后者则展现了一位受传统文化教养和道德熏陶

的母亲如何来到戈壁， 用自己的胸怀支撑起儿

女们的成长。 他笔下的一个个军垦故事中， 包

裹着的是动人的情感叙事、 开拓者顽强奋斗以

及那份无悔的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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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片回归？或只是流媒体的幌子

美国唱片业协会 （RIAA）日前公布

了《2017 年音乐产业收入报告》，根据报

告显示， 美国音乐产业去年总收入达到

87 亿美元， 实现了自 1999 年以来连续

两年收入实质性增长。其中，流媒体付费

音乐订阅服务表现抢眼， 强势地占到了

总收入的 2/3，电子下载和实体唱片收入

则双双下滑。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电子下载和实

体唱片都已经不再是市场主流， 但在去

年，CD 和黑胶唱片以 15 亿美元的成绩

打败了电子下载。数据显示，下载收入较

上年下跌 25%，仅为 13 亿美元，同比下

滑了 25%，而实体唱片只下跌了 4%，这

还是自 2011 年开始首次出现的情况。

实体唱片的成绩得归功于近十年黑

胶唱片的回暖，CD 销量连年下滑，但黑

胶销量在 2017 年却上涨了 10%， 全球

范围内销量达到 4000 万张。根据国际唱

片业联合会的统计， 全球黑胶唱片的销

售额从 2006 年开始就持续提高，以每年

百分比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到今天， 这一

现象也引起了唱片公司的关注。
“实体唱片的复苏是脆弱的。 ”唱片

业协会主席加里·谢尔曼这样描述了 CD
和黑胶唱片的表现，17%和 15%的尴尬

占比仍旧难掩流媒体的大势。 2016 年，
流 媒 体 收 入 首 次 超 过 总 数 的 一 半 ，去

年 ，以 声 田 （Spotify)和 苹 果 音 乐 为 代 表

的流媒体公司收入达 57 亿美元， 增长

近 43%。
付费订阅服务收入的增长与订阅用

户的持续上升息息相关。 2017 年，付费

订阅用户同比上升了 56%，达到3500 万

名。 声田和苹果音乐等巨头公司收益年

增长更是超过 10 亿美元，较上年大幅上

涨了 56%。 这两年刚加入流媒体音乐混

战的亚马逊等服务商的新增用户未来也

有待进一步提高。
“音乐产业相较于其他创意产业更

为平稳全面地适应了流媒体时代， 互联

网为音乐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大 量 的 机

会。 唱片公司尽全力维护和支持歌手和

制作人的权益， 才让整个行业度过发展

的阵痛期。”尽管前景向好，但 87 亿美元

的成绩距离 1999 年近 150 亿美元的峰

值收入仍有差距，流媒体能否不负众望，
承担起与其市场占有率相符合的责任令

人期待。

唤醒青年人对中国传统舞蹈的记忆
首届中国非遗舞蹈展演引发思考

被誉为 “中国古代舞蹈活化石”、
表现祭神祈福仪式的南丰跳傩； 展现

汉民族北方男性雄浑魅力和刚健意志

的 “鼓子秧歌”； 在锣鼓声中尽显安

徽蚌埠人文精神的 “花鼓灯”； 普及

于黄土高坡的 传 统 民 间 娱 乐 性 舞 蹈

“横山老腰鼓” …… “上海之春” 参

演项目 “民族瑰宝·舞之传承” 首届

中国非遗舞蹈展演 5 月 5 日晚在上海

国际舞蹈中心上演 ， 18 个具有较高

艺术、 文化价值及表演水平的展演节

目轮流登场， 集中展示了我国传统舞

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风貌和保

护成果。
专家指出， 目前纳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传统舞

蹈 类 项 目 共 有 131 项 ， 占 总 数 的

9.5%。 然而， 过去 20 年间， 许多传

统舞蹈正在飞速消亡 。 上个世纪 90
年代我国进行舞蹈普查时， 调查统计

出的两千余种传统舞蹈项目， 如今已

经消失了 853 个， 短短 20 年间消失

的 舞 蹈 占 当 时 统 计 总 量 的 近 37% ，
河北、 山西等中原地区三分之二的舞

蹈项目已经消失。 传统舞蹈如何保护

和传承， 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舞蹈类非遗的抢救性
工作迫在眉睫

在我国， 有许多像是花鼓灯、 秧

歌、 孔雀舞这类传统舞蹈已经囊括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中， 也较为

出名， 但还有更多曝光率较低、 鲜为

人知的舞种正在迅速走向衰亡。
中央民大舞院教授朴永光认为，

保护对象也应 有 重 点 以 及 非 重 点 之

别。 那些历史悠久、 内涵丰富、 形式

独特、 影响较大的舞蹈形态应首先成

为重点保护对象。 所谓的影响大， 指

的是在该民族中流传时间长、 播布空

间广、 活动频率高。 很多民族的舞蹈

形态由于与该民族的文化生活、 宗教

信仰息息相关， 所以， 长时期以来在

该民族中广泛流传， 深受喜爱， 这样

的舞蹈在该民族中影响巨大， 如彝族的

“打歌”、 藏族的 “锅庄”、 维吾尔族的

“赛乃姆” 等。 此外， 还有的舞蹈种类

在 不 同 民 族 中 都 在 流 传 ， 如 “龙 舞 ”
“芦笙舞 ” “木鼓舞 ” “宴席舞 ” 等 。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所长江东

认为， 应提高上述舞种的社会曝光率以

引起关注， 树立更好的保护意识。
传承人保护， 是如何保护与传承中

国传统舞蹈的主体， 也是保证 “非遗”
延绵的要物。 据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

究所廖燕飞介绍， 对传承人的保护历来

是非遗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命

名代表性传承人的方式， 民间舞蹈艺人

被认定为国家级、 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后， 日渐受到社会的关注和尊重， 使

当地民众能自觉地珍视本民族的舞蹈文

化 ， 从而有利于传统舞蹈的保 护 和 传

承。 自古以来， 舞蹈文化的传承主要是

通过 “身授” 的方式。 如果没有接受舞

蹈 “身授” 的人， 舞蹈文化无法传承。
所以有无继承人关系到传统舞蹈存亡的

问题， 既要保护好 “非遗” 的代表性传

承人， 也要保护好 “非遗” 的继承人。
据廖燕飞透露， 从 2016 年开始， 我国

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给予的传习补助力度进一步加大，
经费标准由每人每年 1 万元提高至 2 万

元。 此次再度提高补助标准势必对鼓励

和支持非遗传承人进行传承活动， 提高

传承人积极性、 引导全社会关心、 重视

传承人保护都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对舞蹈人员采取抢救性记录，

建立档案工作以外， 加大对舞蹈年轻人

的培养力度也势在必行。 使更多的年轻

人脱颖而出， 培养他们对中国传统舞蹈

的记忆， 同样有利于传承舞蹈类非遗。
近年来， 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 各类型

的传统舞蹈传习所孕育而生， 并在培养

传承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云南

省为例， 该省建立的瑞丽傣族孔雀舞传

习所、 楚雄彝族左脚舞传习所等都积极

开展了形式各样的舞蹈传习活动。

“最好的传承，是活态保护”

在 “民族瑰宝·舞之传承” 首届中

国非遗舞蹈展演的 18 个节目中， 表演单

位分成了两大来源： 专业艺术院校占了比

较 多 的 比 例 ， 还 有 一 些 属 于 群 文 系 统

（如， 群众文化馆、 镇、 县等演出队）， 但

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纯粹的非遗队伍是

地地道道的农民， 而非职业演员、 艺术院

校的学生或是群众文化馆的演出队等。 缺

乏地地道道的原生形态表演， 到底还是不

是舞蹈类非遗的原貌成为了与会专家热烈

讨论的重点。
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 非遗不是一种表演， 而是产生

于广大田间地头、 基层土壤的生活方式，
实际上涉及到社群 、 部族乃至村庄独特

的信仰， 其核心内涵旨在文化， 包含了哲

学， 宗教观念， 乃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非遗的表演假设离开了原来的生存环境，
即 使 把 农 民 请 来 剧 场 ， 它 也 变 了 味 道 ，
演出的地点 、 时间和节气 、 环节 、 心态

等等 ， 都会成为影响的因素 。 但是虽然

农民们没有到场来进行表演， 这场首届中

国非遗舞蹈展演最大的意义在于 ， 我 们

把艺术家采风后学习到的东西展现在上海

的都市里， 传播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 传

播了对舞蹈类非遗的重视， 而且代表了文

艺界对舞蹈类非遗的全新思考。” 冯双白

说， “原生态舞蹈， 才是 （舞蹈的） 生命

之源。”
“非遗晚会让我们重 新 回 忆 起 如 何

保护舞蹈类非遗 ， 我想最好的传承就是

一种活态的保护。” 北京舞蹈学院院长郭

磊 认为 ， 未来的非遗展演可以分成两个

部分 。 “分上下半场 ， 或 者 分 两 场 。 一

部 分 就 是纯粹地道的 农 民 原 生 态 演

出， 另一个部分就是由专业人员对其

进行舞台化———挖掘、 整理、 提升后

的呈现。”

舞蹈类非遗也能赢得更
多年轻观众、开拓更大市场

此次展演上， 最热烈的掌声属于

汉族海阳大秧歌 《我和爷爷踩高跷》，
作品以汉族传统民间秧歌 “踩高跷”
的舞蹈技艺和秧歌的动作元素为创作

素材， 大胆地糅于学龄前幼儿舞蹈动

作中 ， 以一群 小 娃 娃 和 爷 爷 学 踩 高

跷、 闹秧歌的童趣形象展现了传统舞

蹈的魅力和当代孩子的活力。
浙 江 师 范 大 学 音 乐 学 院 带 来 的

《跳魁星》 也得到了不少专家的好评，
作品在传统的 “魁星点斗” 基础上进

行了浓缩提炼， 既呈现了浓郁的民俗

特色， 又带来更丰富的艺术享受； 上

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的反排苗族木鼓

舞 《一抹红》 和北京舞蹈学院带来的

南丰跳傩 《开山》 也收获众多点赞。
冯双白认为， 这些节目之所以能

够获得全场观 众 的 喜 欢 ， 是 因 为 它

们达到了一种 精 致 与 美 。 从 专 业 艺

术工作者的角 度 来 说 ， 还 是 要 创 造

出 非 遗 基 础 上 的 ， 风 格 比 较 纯 粹 ，
但是很美的艺 术 精 品 。 “关 键 是 不

能让孩子们看 到 剧 场 里 的 舞 蹈 尽 是

现 代 舞 ， 毕竟传统舞蹈 也 是 我 们 十

分宝贵的精粹。”
上海四重奏。 （主办方供图）

由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表演的 《一抹红》， 根据苗族反排木鼓舞进行开掘创作而来。

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带来的 《跳魁星》。 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全国政协原常委、民盟中央原常委、政协上海市委原常委、民盟上海市委原副

主委、上海电影制片厂国家一级演员王丹凤女士，因病于 2018 年 5 月 2 日凌晨 5:08 在上海华东医院不

幸逝世，享年 94 岁。
根据王丹凤女士生前遗愿和家属意愿，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将适时组织追思活动，深切缅怀王

丹凤女士。
受家属委托， 谨向关爱王丹凤女士的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在王丹凤女士病患期间给予照顾的医护人

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哀告！

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9 日

讣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