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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以“高质量学习，高品质生
活”为主题的2021年普陀区第十七届全民
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式在普陀区业余大学
晓·剧场隆重举行，上海市普陀区委宣传部
副部长朱小林，上海市普陀区学习型社会
建设与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区教育工作党委副书记、局长唐晓燕，上海
市学习型社会建设服务指导中心办公室主
任彭海虹，上海市民终身学习人文行走工
作秘书处秘书长王建平，上海市普陀区教
育局副局长包玉全，区业余大学书记、校长
徐文清，上海市农工商超市集团副总裁傅
为民等领导与会，兄弟区县社区学院院长，
普陀区学习型社会建设与终身教育促进委
员会各成员单位和各街道镇社区教育分管
领导，以及各街道镇社区学校常务副校长，
学员代表等出席了会议。

唐晓燕在致辞中对长期以来关心、支
持普陀终身教育发展的各位领导、嘉宾、朋
友们表示衷心感谢！她说，普陀区紧紧围绕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
念，为生活在普陀的每一个人提供平等、优
质的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机会。并宣布普陀
区第十七届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

包玉全宣读本届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
获奖名单；彭海虹、徐文清为全市和普陀区
终身学习品牌获奖代表颁奖。朱小林、王
建平、傅为民、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张磊、真如镇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龙
伟平等共同启动发布2021年普陀区人文
行走的三条新路线：曹杨新村的前世今生、
千年古镇历史与人文、水上威尼斯风情之
旅。王建平、朱小林向沪西工人半日学校
史料陈列馆、上海纺织博物馆、普陀区公共
安全教育馆、万里国学馆等四家授予“2021
年普陀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铜牌。

会上，与会成员观看了反映一年来普
陀终身学习场景的专题片；普陀区满天星幼
儿园锣鼓队的青年教师和普陀区老年大学
知青艺术团的学员献上了精彩的演出；还举

行了2022年普陀区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下
届举办会旗交接仪式，龙伟平从唐晓燕手中
接过会旗，预示着下届普陀区全民终身学习
活动周将由普陀区真如镇街道承办。

会场外，普陀区社区学院及十个街道
（镇）的十二展板充分展现了各街道（镇）的
终身学习品牌及成果，吸引了众多领导嘉
宾驻足观看。

近年来，普陀作为全国社区教育发源
地之一，传承着“赤色沪西”红色基因，焕发
着苏河水岸人文魅力，着力构建服务全民
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健全的学习网络，泛
在的学习资源，多元的学习方式，活力的学
习团队，魅力的学习品牌，演绎着“人人皆
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动人场景，较好
地满足了普陀市民多样而又个性的学习需
求，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已成为普陀学习型
城区建设一道靓丽的风景。站在“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开启“十四五”
发展新征程，普陀将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创新发展活力
区、美好生活品质区”建设为引领，不断从
百年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率先建成服
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形成普惠多
元、泛在可选的终身学习环境，让终身学习
成为普陀城区软实力提升的重要基石，奋
力谱写新时代普陀终身学习新的篇章！

此次活动由普陀区学习型社会建设与终
身教育促进委员会办公室、中共普陀区教育
工会委员会、普陀区教育局主办，普陀区社区
学院承办。相关后续活动将持续到年末。

高质量学习 高品质生活
——2021年普陀区第十七届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式隆重举行

享受古典乐
这个习惯从儿时就开始

左伊是上海琴童中的一员，小时候
也是在母亲的要求下开始学钢琴，但不
同于一般被迫学琴的孩子，她从小就喜
欢跟着妈妈去湖南路听室内乐音乐会。

“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音乐会开场之前
的‘抢位置游戏’。”她告诉记者，当时的
座位是没有对号入座，“所以我们要提前
半小时到一小时以上去门口排队。”

这是一种少女时期的仪式，左伊享
受音乐和为听音乐的一切过程。“有一次
周末眼看时间来不及了，又打不到车，我
和妈妈只能一路跑到演奏厅，当晚演的
是巴赫《勃兰登堡协奏曲》，那也是我人
生中第一次看到大键琴，非常激动。”左
伊记得这么清楚，还因为家里有一沓厚
厚的票根，全是2012年到2014年她去湖
南路听古典乐的。

因为爱上了古典乐，左伊开始积极
参与到上交的古典乐活动中，不仅加入
了上海夏季音乐节学生节日乐队，还开
了乐评公号，开始以多种不同身份与上
交继续相随。如今，她学习的乐器从钢
琴变成了大提琴，但对古典乐的爱好却
从未变过，“乐器是作为我业余兴趣爱好
存在的，并没有说就要走专业的道路。”

05后左伊的梦想，是95后女孩傅小
敏的“当下”。这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艺
术哲学系博士一年级学生，刚进大学时
听了一场上交的音乐会，跟古典乐的缘
分就变得更深了。“我是2019年回国，在
杭州工作，周末都会赶来上海听音乐
会。后来我来上海工作，就特意住在了
上交附近。曾经有一段时间，每个星期
都来听两次，现在听久了，在音乐会现场
认识了很多朋友。”她至今还记得，去年
年底上交上演《协奏的盛宴》音乐会，“我
碰到许多老朋友，听的时候就觉得古典
乐迷过年了，那场演出就有一种过年的
感觉。”

左伊和傅小敏并不孤独，她们俩的
身边，都有很多年轻的志趣相投者，他们
共同组成了上海乃至中国古典乐观众席
上的独特风景。每当各大国际名团来沪
演出时，都会震惊于中国古典乐观众的
年轻。

全身心投入
打破年龄壁垒的情感共通

“有些人会认为古典乐是有人生阅
历的中老年人才会听的，但我们从上交
的发展史上来看，从来都不是这样。”上
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告诉记者。在会员
俱乐部10周年纪念活动上，如今60多岁
的会员代表曹文炳就讲述了这样的故事
——在改革开放初期，上海交响乐团演
奏贝多芬时，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到场，
堪称“现象级演出”，而当时，他也才仅仅
二十多岁。

“我还记得那是1985年，上交在上
海音乐厅演奏贝多芬全套九部交响曲，
我和很多年轻的乐迷，就跑到上海音乐
厅去排队买票，队伍绕着音乐厅好多
圈。”曹文炳说，自己清晰地记得，当时的
票价1.2元一张，全套4.8元。“这次全套
贝多芬交响曲，当年引发了一阵热潮。
也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我们很多人开
始真正喜欢上了交响乐，走进古典音乐
殿堂，也正是这一批爱乐者组建了一直
延续至今的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

对于为什么如今这么多Z世代喜欢
古典乐，她们的答案几乎是一致的，就是
能从古典乐中找到精神的安慰。傅小敏
说：“听音乐会，我觉得它是我的‘避难
所’，它会给我一种保护——它会把你外
界的一切复杂的事情消息都屏蔽在外，
我在那个空间可以全身心打开我所有的
感官，进入到音乐当中，完全不去考虑其
他繁琐的事情。”

渐渐步入中年的乐迷们，也在开心地
交着接力棒。从1982年就开始成为古典
乐迷的项震，也会一直带着孩子去听古典
乐。如今，他的儿子项页也完全能够从
古典乐中找到独特的情感。“我印象最深
的演出是2018年5月12日，上交在汶川
大地震十周年之际，由音乐总监余隆指挥
演出马勒《第二交响
曲》‘复活’。当第
五乐章人声响起
的时候，我眼泪情
不自禁往外流。”
项页告诉记
者。

公众有很多根深蒂固的认知，比如琴棋书画这些传统文化，爱它的一定是中老年人；走进高雅音乐厅沉醉于古典乐的，一定是阅尽人间沧桑的银

发老人；能静静地跟着纪录片同喜同悲的，都差不多到了可以回首这一生的阶段……

只是，这些只是“我以为”。事实上，无论是巴赫还是马勒，都从不缺乏年轻的倾听者；国风音乐会的现场，一大半都是小年轻，他们自称“粉丝”；

纪录片的受众群越来越庞大，很多纪录片竟是在二次元网站走红。Z世代竟然也喜欢这些看似中老年俱乐部的专属艺术？

这些认知的偏差，并不让了解到真相的人尴尬，相反，大家都很惊喜——原来，文化果真是相通的，它并不存在天然的年龄壁垒。这些即将踏入

社会的未来人群，到底为何会爱上这些“需要阅历”的非热闹文化？他们的热爱，又在怎样推动着这些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青年报即日起推出《Z

世代文化报告》，详解背后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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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无代沟“古典”也圈粉
无论是巴赫还是马勒，都从不缺乏Z世代的倾听者

2013年3月8日，还在湖南路105号旧址的上海交响乐团，上演了一场巴赫《勃兰登堡协
奏曲》的室内乐，这是上交延续了几十年的周末室内乐音乐会，每次都能吸引众多乐迷。其
中，第一排一个坐得笔直的小女孩吸引了官方摄影师的目光，他迅速按快门，留下了一张颇

为经典的照片。小女孩名叫左伊，当年才8岁。近日，在上海交响乐团会员俱乐部成立1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青年报记者见
到了正在读高二的她，她仍然是古典乐的“发烧友”——上海众多Z世代古典乐迷中的一员。 青年报记者 陈宏

95后傅小敏为方便听音乐会，特意住在了上交附近。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儿时便喜欢听古典乐的左伊，长大后
依然保持着对音乐的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