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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秒就被抢空的夜校课迷人在哪里？

教沪语
其实是教上海地域文化
上海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段

子：“上海的内环里是讲英语的，中
环内讲普通话，听上海话要到外环
外面。”这个段子很形象地反映了
这几十年上海话的尴尬处境。

作为一座移民城市，每年有大
量的外地和外国人来到上海就业、
工作、生活，普通话的普及，使得这
座城市的沟通效率大大提高，但同
时，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上海方言却也快速地退化。

已经在上海群艺馆市民夜校
教沪语好多年的陈传奇老师告诉
记者，现在不是外地来沪的“新上
海人”不会讲上海话，而是连上海
生上海长的小孩子都说不好上海
话，上海话这些年在迅速退化。
比如，吴方言中标志性的尖团音
已经基本消失，年轻人的上海话
发音受到了普通话的影响，很多

年轻人口中“我”都发音成“o”,“外
婆”的“外”，发音变成“a”。虽然
方言变化发展各地都有，但都不
像上海话变化那么快。

陈老师说，作为上海的地方方
言，上海话并不只是交流工具，它
也是上海地域文化的一部分，承载
了很多民俗、历史。上海方言如果
消亡，上海的很多文化、历史传承
也会随之消亡。身为中国民间文
艺家协会会员、上海民间文艺家协
会理事，陈传奇这些年一直在为推
广和普及上海话奔走。他来到小
学，用上海话为小学生讲故事，还
一句句地教学生用上海话讲故事，
校正他们讲得不地道的上海话。
市民夜校请他来教沪语，没有教
材，他和同事一起编写，没有经验，
就一点点摸索。

陈传奇将他上的沪语课命名
为“沪语体验课”。他说，教一门语
言是长期的，市民夜校的课时不足
以完成。但是，可以用体验的形

式，让学员通过短短几周的课程，
对沪语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也对上
海的历史文化有一个粗浅的认识。

现在，陈传奇老师的手机里
有一个庞大的朋友群，很多姓名
后都备注了“某某年某某月某班
学员”字样，这些听过他课的学
员，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遇到与
上海话相关的问题都会在群里请
教，一些与上海话相关的典故、民
间故事、习俗也渐渐地在这个群
里流传开来。

学沪语
只为听懂上海这座城市
临近市民夜校上课时间，教室

里已座无虚席，还有学员在往里
走。一点名，居然有没报上名的

“混”了进来，“混”进来的学员竟然
还是语言学专业的。占了别人位
置，这位学员多少有点不好意思，
解释说，他在不少地方工作过，每
到一地，都会去学一点当地的方

言，他希望通过对方言的学习，能
在工作中多一点沟通的能力。

学员中大部分是外地来沪的
“新上海人”。学员柏天告诉记者，
她工作的单位很多同事都是上海
人，虽然工作时大家习惯了用普通
话交流，但有时说得激动了，这些
上海同事会不知不觉地蹦出一两
句上海话，让她不知所措，偏偏这
些零零碎碎的上海话常常很关
键。她不指望通过这几堂课就学
会说上海话，但她希望能尽快地听
懂上海话，不至于有同事无意间说
出的上海话让自己一头雾水。

除了原籍外地的学员，教室
中也有上海学员，特别是一些郊
区的年轻人，一口“本地话”，不光
外地同事听不懂，连家住市区的
上海人也听不懂。学员小张是松
江人，本科加研究生，在大学读了
7年书，同学来自五湖四海，他也
说了7年的普通话。这次是他父
母帮他报的名。用他父母的话
说，“你一个上海小囡，读了7年
书，读得上海话都不会说了”。希
望他来市民夜校，请专业的沪语
老师帮他“正正音”。

陈传奇老师还有一个外籍
班，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在上
海工作学习，已经有了一定的汉
语基础，但是，他们觉得上海是一
座很神奇的城市，希望通过上海
方言来窥得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
文化。

因此，陈传奇老师的沪语课，
讲得最多的，是上海历史、典故和
民俗，他希望，过多少年，还能听
到孩子们用上海话唱：“摇啊摇，
摇到外婆桥……”

老师：初衷在这里实现
阿卡贝拉，这种与众不同的

艺术形式，虽然源于古典，却在现
代与流行音乐紧密相融，展现出
独特的魅力。其表现形式，如人
声乐团，无需任何乐器伴奏，仅凭
人声便能创造出层次丰富的音
乐。在博大精深的音乐殿堂中，
阿卡贝拉以其独特的融合性，散
发出“小众却酷炫”的气质。

“学校的合唱团往往是阿卡
贝拉艺术萌芽的温床。”晓午老师
与阿卡贝拉的缘分要追溯到十年
前的学生时代。那时，他与学校
合唱团中的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
共同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阿卡贝
拉团队。毕业后，他毅然选择了
阿卡贝拉教育事业，致力于让更
多人了解并参与到这一艺术形式
中来。幸运的是，他的这一愿望
在市民夜校得到了实现。

在课堂上，晓午老师娓娓道
来阿卡贝拉的起源与发展，从上
世纪 30 年代的演唱技巧讲到 70
年代后的电声技术。其间，他还
会穿插经典歌曲进行生动演示。
当谈到兴致之处，他更是情不自
禁地拿起麦克风，亲自示范一段。

与教授小朋友相比，晓午老师
在市民夜校面对成年人时，更注重

引导他们深入理解阿卡贝拉，并体
验音乐的乐趣。在这个课堂上，学
员会进行多声部训练，学习乐器模
仿、和声概念等内容。最重要的
是，在短短的12节课里，他们能与
20多位同伴共同完成数首合唱歌
曲。“或许他们无法成为顶尖的专
业团队，但至少他们已亲身参与，
开始聆听并学会欣赏这种音乐。”
晓午老师说。

学员：普遍的“好学生心态”
在悦耳的伴奏中，同学们依

次走到钢琴旁，深吸一口气，放声
歌唱，随后便收获同学们热烈的
掌声与鼓励。

这便是课堂试音的环节。晓
午老师通过聆听每位同学的演
唱，精准地辨别出各自声音的特
质。音质浑厚的同学被安排到低
声部，而音色清亮的同学则更适
合高声部。这种分声部再融合的
做法，是阿卡贝拉这种注重协作
的音乐形式的起点。

看着同学们昂首阔步地走上
台，满脸洋溢着“我要唱歌”的热
情，晓午老师戏言：“这期的学生
是不是都是E人啊？”

然而，在阿卡贝拉的课堂上，
无论性格外向还是内向，同学们
都会在相处中逐渐融合。想象一

下，独自站在舞台上，一人担当一
个声部，对于初学者来说，尤其是
性格内向的学员，确实是个不小
的挑战。但在这里，多人共唱一
个声部，演唱时能听到同伴的声
音，孤独感与恐慌感随之消散。

萌萌的转变就是一个生动的
例证。这是她第二次参加阿卡贝
拉课程了。据晓午老师描述，她起
初是个羞涩而内向的女孩。“刚开
始，她说话声音细小，音准欠佳，总
是担忧自己的表现。”然而，随着时
间的推移，她坐在声部中间的位
置，倾听并跟随周围队友的声音进
行练习。一个学期下来，她的进步
显而易见——声音变得更加洪亮，
音准也有了显著提升。

晓午老师用一个形象的比喻
来表达他的教学感受：“外向的学
员就像一根火柴，一点就燃；而内
向的学员则需要更多的鼓励和引
导才能点燃他们的热情。”他坚
信，只要教师足够热情与投入，就
能激发每个学员的潜能。

除了像萌萌这样的老学员外，
课堂上还涌现出许多新面孔。丁同
学是本学期第一个加入课堂的学
员。在同事的推荐下，她选择了市民
夜校的课程。在观看了彩虹室内合
唱团的表演后，她对阿卡贝拉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第一节课，同学们轮流
上台表演，跟着老师唱音阶。这确实
需要勇气和胆量，但我非常期待接下
来的课程。”丁同学充满期待地说。

每个人来到市民夜校的初衷各
不相同。有些人渴望学习新技能，
而有些人则追求快乐与放松。谈及
当前市民夜校学员在社交平台上分
享的“好学生心态”时，晓午老师表
示，阿卡贝拉的课堂上也存在这样
的学员。他们会在课后主动询问自
己的表现、声部分配以及存在的问
题。然而，在晓午老师看来，享受音
乐和课堂的快乐才是最重要的。他
努力传递自己的激情与能量，希望
每个学员都能在阿卡贝拉的课堂上
找到快乐、享受音乐。

“夜校”这两个字最近又火了。
据上海市群艺馆数据显示，2024年市民夜

校春季班共吸引了18633名学员踊跃报名，课
程的火爆程度可见一斑。在680门课程中，有
20门课程在短短6秒内就被热情高涨的学员
一抢而空。

有些人选择夜校，是为了摆脱工作的束缚，
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精神天地；有些人则渴望
在课堂上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分享生活
与文化的点滴。不少夜校学员群已成为同好们
交流分享的重要平台。

随着2024年市民夜校春季班开班，本报记
者探访了三门刚开始报名就被一抢而空的爆款
课程，体验了一把被“秒杀”的课程，究竟迷人在
何处。

在沪语体验班听吴侬软语声声慢

学点基本技能 懂点本地文化
以前电视媒体采访在上海的外国友人，被采访者常常会对着镜头说“侬好”“谢谢侬”等“洋泾

浜”上海话，而如今的现实是，走在上海的马路上、弄堂里，你根本分不出哪个是上海人，哪个是异乡

人，因为，所有人开口都讲普通话，有些上海人的普通话甚至还带北方口音。

上海要感谢王家卫导演，一部电视剧《繁花》，让上海话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也让更多原本

听不懂、不会讲或者讲不好上海话的人有了学一学上海话的冲动。于是，上海群艺馆市民夜校开设

的沪语体验班名额被秒杀，场场爆满。 杨颖/文

陈传奇老师认为，在上海的方言中保存着上海的文化和历史传承。

E人I人排排坐，阿卡贝拉连接你我他

源于古典之声 亦有现代魅力

在女团Kpop课看自信热情步步高

心中若有自由 何处不是舞台

0.8倍速节奏
自信却在不断加速

“如果只是机械性地完成动作
是缺乏美感的，但如果能自信大方
地呈现，动作干脆利落一步到位，
一下就会显得帅气起来。所以我
感觉这个课程是建立自信、展现美
丽的过程。”95后的陈悦平时在办
公室是久坐一族，能够在业余时间
走进舞蹈房让她变得轻松起来。
第一堂课以拉伸、送胯、扭腰、甩头
等一系列基础动作的讲解和练习
为主，“大家刚来都还有些拘谨，对
动作的掌握也没那么熟练，我记得
老师说，‘不管前面做得怎么样，最
后的定格动作一定要好看’，给了
我们很大的信心。”陈悦说。

没有舞蹈基础的陈悦一直欣
赏Kpop女团舞，因为被其舞台走
位和舞蹈动作等方面的综合观感
所感染，这次终于下决心来体验一
番。去年，通过朋友转发的开班信
息，她了解到了上海市民艺术夜

校，发现活动内容丰富，课程涉猎
范围广，而且价格也非常亲民，但
着手试抢去年秋季班课程时失败
了，“后来看报道，热门课程都是几
秒售罄，体会到了堪比演唱会抢票
的紧张刺激”。自此，陈悦就一直
关注着夜校动态，前段时间看到漕
河泾街道公众号发布的春季班开
课消息后，立马就定好了闹钟，最
终如愿抢到了心仪已久的课程。

99年出生的乐悠用“心惊胆战”
来形容这次抢课过程，和其他两个
小伙伴相约报名，最终有一位没能
选上。她同样没有舞蹈基础，但深
受Kpop文化影响，“它更大众化，融
合了很多舞蹈元素，歌曲大多节奏
清晰，容易培养韵律和动感，还能学
习女团成员的表情管理。”在第一堂
课上，她学了肩膀、胯、臀等身体部
位的动作运用后，自觉并不算太灵
活，并且只有20多秒的副歌部分，
甚至是0.8倍速播放的，不过顺利完
成已经非常满足，下课回家后还在
跟朋友回忆课上动作。

乐悠告诉记者，由于上课前临
时离开了教室，再回来时前排已经没
有空位，只能站在最后排，但让她感
动的是课程进行过半时，老师让大家
换换位置，让后面的学员也有机会站
在前面，“虽然我有些‘社恐’，但真的
是个锻炼自己的好机会，老师的鼓励
式教学方法让大家更自信了，相信自
己就是最漂亮的。”

5秒抢空舞蹈课
让年轻人更亲近社区
Kpop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在

热爱流行文化的年轻人中间风
靡。“Kpop的舞蹈表演充满活力和
创意，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提升
协调性和节奏感，只要愿意，哪里
都可以是舞台。”95后授课老师丁
怡有着十年教学舞蹈经验，在她看
来，代表着流行音乐文化的Kpop
用热辣的舞蹈大胆地表现自己，不
仅在舞台上闪耀，更可以和小伙伴
在落日夕阳下随意舞动，无异是热
情和自由的。丁怡表示，去年的老

学员进步非常大，而今年的新学员
虽然很多没接触过舞蹈，但一起努
力学习的课堂氛围非常好。

她表示，Kpop 之所以这么火
爆，也是出自偶像团体成员的认真
和热血，无论暴雨还是酷寒等恶劣
天气，都会准时现身舞台完美呈现
作品，“这种精神很受年轻人追捧，
如今随着随机舞蹈的大量出现，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无论大
家舞技如何，都可享有平等和欢
乐。大家要无惧外人看法，做最真
实的自己。”

女团Kpop课程前身是去年秋
季班的女团爵士舞课程，同样是由
丁怡担任授课老师，课程聚焦当下
青年女性的兴趣热点，凭借轻松活
跃的课堂氛围及收获丰硕的课堂
体验，受到了学员的一致好评。在
漕河泾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
夜校教学点，除了5秒抢空的女团
Kpop，另有瑜伽基础课、动感尊巴
舞、爵士基础课同样十分抢手。

漕河泾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夜校项目运营负责人倪文婷介
绍，2022年，该夜校点位的健身类
课程只有初级瑜伽，2023年引入
舞蹈类课程后发现在青年间反响
热烈。她表示，开设这些充满活力
的课程，一方面是希望照顾和吸引
年轻人，“我们开展的日常活动主
要受众群体是亲子家庭和老年人，
希望通过市民艺术夜校的机会，让

更多年轻人有机会参与社区活
动。”与此同时，另一方面体现在漕
河泾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近年
来积极共享和整合文化和体育条
线资源，“我们因此结合时下年轻
人对于健身、舞蹈等自我提升需求
的不断增长，开设健身和舞蹈类课
程，让全年龄段的社区居民都能享
受家门口的社区文化大餐。”

4月9日晚，位于漕河泾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教学点，女团Kpop课开启了上海市民艺术夜

校春季班的第一堂课，95后授课老师丁怡不出意外地看到了不少熟面孔。这门融合了流行、电子、

嘻哈等多种音乐元素的舞蹈课程拥趸无数，报名通道开启后5秒就被一抢而空，果不其然在现场，

这群主要由95后构成的年轻学员在动感节奏里建立自信、展现美丽。 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

在阿卡贝拉课上，晓午老师要为每个学员单独试音。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除署名外）

学员在女团Kpop课上自信地舞动。 受访者供图

你知道阿卡贝拉是什么吗？这是课堂上的第一个问题。授课老师叫陈昊立，不过他更喜欢别

人叫他“晓午”。这个昵称很快就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晓午老师说自己像个小朋友，“因为我觉得

唯有大人把自己当成小朋友，才能够放开很多东西，去点燃学生的能量”。

在上海市群艺馆，市民夜校的每一期阿卡贝拉课都受到热捧。去年秋季班的25位同学纷纷

再度报名，不承想上课名额是以“秒”为时间单位售尽的，最后只剩一位老同学成功抢到二次听课

的机会。 杨颖 实习生 蒋佳依/文

在阿卡贝拉的课堂上，老师用自己的热情感染学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