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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第十一届中融全国
原创文学大赛颁奖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第十一届中
融全国原创文学大赛暨第三届上海
市大学生原创文学大赛今天在华师
大闵行校区颁奖。

本次大赛由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市作家协会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联
合主办。中融全国原创文学大赛的

“中融”二字，取自华师大中文系的两
位泰斗级教授徐中玉和钱谷融的名
字。今年这个大赛再出发，面向全国
各地的文学爱好者，诚挚征集原创文
学佳作，以缅怀“五四”，歌颂祖国，反
映现实，关注民生，重铸理想。就体
材而言，在延续小说体裁的同时，首
次征收诗歌。

最终的获胜者的作品名字都很
特别。比如中融全国原创文学大赛
的小说组一等奖是阿驼的《五福记》，
上海市大学生原创文学大赛的一等
奖是舒蕾的《地球硅基生命简史》。
在作品中大学生在展现深厚文学功
底之余，也展现了丰富的知识性，具
有很强烈的未来感。

上音在谦虚地向国际大师们
“求教”，大师们也不吝给出了自己
的建议，比如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教
育家鲍里斯·库什尼尔教授就强调，
在教育中要区别对待“才华型”和

“技艺型”两种不同的年轻演奏家，
他的建议，甚至细化到了小提琴的
炫技到底该怎么做，“必须记住一味
地求快，可能会导致神经系统的衰
弱，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演
艺事业的终结。”

这些当然都是金玉良言，但很多
专家也都表示，上音其实有很多值
得国际上学习，所以现在其实更需
要做的是“国际合作”。德国汉堡
音乐与戏剧大学校长艾尔玛·兰普
森教授是中国和上音的老朋友，他
甚至积极推动了汉堡市长对上海

的访问。“我汉堡的同事总是问我，
你为什么不待在汉堡，老是跑中
国？”他说，“那是因为我认为，世界
上没有一个地方像中国一样，对于
国际合作有如此大的热情，中国的
同事总是会找我们说我们一起合
作吧，我们一块去什么地方参观一
下吧，我们一块搞个什么项目吧，
而且还会向合作伙伴寻求咨询，就
像今天一样。与中国的合作也成
为了世界上所有音乐大学的国际
工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种合作
的力量在我看来在中国形成了非
常特殊的气氛，这也是为什么我非
常愿意来的原因。”

执掌英国伦敦爱乐乐团七年的
蒂莫西·沃克也认为，随着上海的崛
起，上音也走向了全球的舞台为世

界所认识，“我觉得上音可以利用这
样的一种势头获得更多的国际知名
度，实现这样的一个目的，我觉得可
以通过扩大现有的联盟，包括和更
多的世界级音乐家建立更广泛的合
作关系。”

这样的观点也是新加坡华乐团
音乐总监叶聪和著名作曲家张千一
所强调的。叶聪认为，需要通过内外
交流的方式，培养出上音自己的大师
级教授，这能帮助上音吸引到一流的
学生，最终完成一次良性互动。而担
任首届专家咨询委员会主席的张千
一说，在全球化视野化的今天，如何
在国际艺术舞台上更为广泛地传播
中国声音是关键，应该有计划、有设
计、有布局、有规模、针对性强，甚至
长期定向专一地走。

为传统植物菖蒲
办个当代艺术展

本报讯 记者 郦亮“传统文脉
当代演绎系列展”的首展“有美一人”
昨天在上海视觉艺术中心开幕。如
此宏大的展览，竟是以最近很流行的
菖蒲这一涧边小草切入，着实很出人
意料。青年报记者了解到，此次展览
就是以菖蒲为切口来探讨当代艺术
的精神实质。

近一段时间，在上海的文人雅士
之中很流行种菖蒲。据悉，种菖蒲之
风始于宋代。“传统文脉当代演绎系
列展”策展人林明杰告诉青年报记
者，宋代文人种菖蒲是极有勇气的。
因为在菖蒲之前，文人玩的大多是兰
花、梅花这样的雅物，即便是陶渊明

“采菊东篱下”，那种的也是一朵花。
种菖蒲这样的小草从没有过。但是
后来宋人种菖蒲，种得最好的是苏东
坡。菖蒲也从一棵不起眼的小草变
成了文人雅物。

所以在林明杰看来，菖蒲在中国
文化史上绝对不是一棵小草那么简
单，它其实代表了中国文人就传统文
化进行突破和创新的努力。而这也
就是现在的当代艺术精神的实质。

青年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受邀艺
术家以菖蒲为载体，来阐述他们对于
当代艺术精神内核的理解。上海中
国画院画师张雷平这次做了一个菖
蒲的装置。她曾去西南的一处梯田
采风，那里的人文风物给她留下了深
刻印象。所以她这次用泥巴做了很
小的梯田雕塑，又在这“田”里种下很
小的菖蒲，取名“误种——误将菖蒲
当粮种”。

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何曦这次带
来的装置作品“僵持”也比较有意
思。他种了一盆菖蒲，然后就任由其
生长，用摄像机将此过程拍了 3 个
月。万没想到，这菖蒲的生命极强，
虽然不管不顾，但依然生机盎然，所
以僵持之后可能就是“突破”了。

世界级名家为上海音乐学院未来出路提出建议：

跟时代同步 主动拥抱新技术
无需妄自菲薄的是，随

着中国古典乐的发展，上海
音乐学院目前已跻身世界
一流音乐学府的行列。在
加大国际交流合作的今
天，它作为上海的一张文
化名片，屡屡在国际舞台
亮相，这也让它对国际化
路线提出了需求。该怎么
走？近日，上海音乐学院
国际艺术家咨询会议在沪
举行，一众世界级大咖不
仅来献计献策，还受邀入席

“上音智库”。
青年报记者 陈宏

上音广邀世界级名家成立顶级智库。 受访者供图

在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史上，致
力于东西交融的上音有着特殊的地
位，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段段历史。
著名歌唱家、上音院长廖昌永介绍，
吸引国际音乐家来帮助学校的发展，
走“国际化”交流之路，除了当下，上
音历史上有过三大高峰时期。

自1927年上音创办之时就有吕
维钿夫人、厉士特奇、马尔切夫等外
教。仅一年后，又有著名演奏家如富
华任小提琴老师、佘甫磋夫任大提琴
老师，后延聘查哈罗夫教授钢琴，这
三人分任小提琴、大提琴、钢琴系主
任，1930年还聘任了苏石林，令中国

的钢琴、声乐、弦乐学科很早就站到
了国际水平的前沿。

第二次外国专家来上音的高峰
是上世纪50年代的苏联和来自东欧
的专家们为中国的钢琴、指挥、小号、
声乐、长笛等专业的建设带来了宝贵
的教学经验，也帮助上音培养了一大
批后来成为上音学科建设中坚力量
的人才。

1979年7月，艾萨克·斯特恩先
生成为了得风气之先的外国专家，
来到百废待兴的上音访问，并留下
那句著名的“每一扇窗户后面都有
一个天才”。两个月后，老院长贺绿

汀先生率领中国音乐家代表团赴澳
大利亚珀斯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所属国际音理会第18届大会，这是
我国第一次参加被接纳为该组织会
员国。

“而在国际交流日益活跃的当
下，上音在办学过程中越来越清晰地
意识到对于国际音乐高等教育以及
音乐艺术发展的前沿态势的了解尚
不明晰、在国际一流音乐师资的获取
途径以及与国际知名演艺机构的深
度合作等方面尚嫌不足，因此，亟待
建设一个音乐艺术领域的国际顶级
智库。”廖昌永说。

此次来沪的世界级音乐家，探
讨了前沿学科建设、音乐人才培
养、音乐作品推广等世界音乐学院
面临的共同问题，而专家们给上音
最多的建议，就是要“跟时代同
步”，在音乐发展的新时期，主动拥
抱新技术。

墨尔本大学维多利亚艺术学院
院长巴利·康尼翰表示，如今的音乐
早已不是莫扎特、贝多芬时期的音

乐，新技术对于音乐制作的影响非
常巨大，“很多影响是来自电影的
技术，比如交叉的褪色，现在经常
运用在音乐制作当中。还有混音，
现在也可以在交响乐队实现，也就
是把一个小的声音放大，让它特别
大，跟其他的乐器相比。这些是不
是反应在我们音乐学院的教课当
中？”

意大利和美国等欧美著名音乐

学院，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尝试。著名
的意大利米兰威尔第学院，作为拥有
200多年底蕴的音乐学院，现在开设
了远程音乐课程，和哥本哈根、墨尔
本的音乐学院合作，“这个课程不仅
包括普通的课程，还能通过新技术增
强学习，比如米兰和墨尔本各两个演
奏员，在不同的地方完成一场四重奏
的演出。”该学院现任掌门人克里斯
蒂娜·弗洛西尼教授说。

引进来同时要积极走出去

需要拥抱新时代新技术

上音设国际专家团队是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