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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音乐学院，学校的江南丝竹课，选

课的人很多，学生报名参加江南丝竹组合的

人也很多，成海华“被迫”组了五支组合。但
是，他也有担心，当这些年轻人毕业时，如果

没有一个平台，他们就很难继续学习和研究
江南丝竹了。

在演出之前一段时间，成海华发现排练

室的谱子不见了，他经过“调查”才知道，原来

这群年轻人在自己排练之余，还在忙着帮其
他的团队排练。成老师很开心，他认为，我们

把他们培养好了，引导这些人为自己单位培
养特色丝竹人员，他们再传下去，江南丝竹就

活了。“年轻人最懂年轻人，没有什么比年轻
人去传承年轻人更好了。”

比如团队成员桂好好，是上海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老师，她和其他几位音乐老师一起

带学校的青年民族管弦乐团，今天上午，学校
的这支乐团也走上了上海音乐厅的舞台，作

为嘉宾，与上海江南丝竹乐团同台演出。
的确，此次登上音乐厅的舞台，一周不到

就售出 1000张票，百年社团仙霞国乐社负责
人陈伦孚老先生说，他也“抢”了几张这次演奏

会的票，“大家都想去听，年轻人有自己的理
解，他们是我们的榜样，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

的地方。”陈老先生为年轻人的成长而喜悦。
这些年，“上海江南丝竹乐团”积累了越

来越多的曲目，逐步登上各种舞台，他们还从
事公益演出，赴韩国济州参与第 57届耽罗文

化节、“大阪府 ·上海市友好交流演奏会”等对
外交流活动；2019 年、2020 年受邀参加第二

届、第三届上海进博会公益专场演出，代表
“上海的音乐”展示给各国贸易代表；2020年

赴央视录制 4首作品，在“风华国乐”栏目播

出……据统计，目前上海已有基层江南丝竹
团队近 100家，且数量仍在上升，传承的队伍

在不断扩大。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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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昨天，“大师从

这里起步”上海少儿美术书法大赛美术展
在静安区文化馆开幕，共展出美术作品

211幅。
上海少儿美术书法大赛今年是第六

届，以“少年儿童心向党”为主题，孩子们通

过对周围人、物、建筑的描绘，用天真、稚拙
的笔法反映城市建设、城市文化、红色文

化、幸福生活。不少小朋友还使用综合材料
进行拼接和组合来呈现，如二等奖颜子骞

的《海上风力发电机》用绘画和剪纸拼接而
成，优秀奖管祾霄的《初心之地 ·光荣之城》

也是由两幅画拼接而成，颜丁辰《建设中的

城市》吹塑版画制作而成，吴焓琳的《领导
人旧居系列》用刻橡皮章的方式套色表现

领导人的故居等。

大赛评委、上海市美术家协会顾问张
培成认为孩子学水墨画有困难，因此在前

几届比赛，水墨画的比重越来越少，而这次
他惊喜地发现水墨画的比重增大，获奖的

也有不少，他认为这是个进步，“孩子们可
以在宣纸上用传统水墨画自己的生活了”。

二等奖作品杨子毅的水墨画《老姐妹》
（见左图）给张培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两个

阿婆提着篮子逛菜场，正亲热地聊着天，一
位侧耳倾听，一位将嘴凑近说，画中的脑袋

和身体发生扭曲，神态刻画非常生动，成人
世界里错位的构图，孩子用自己的方式准确

地抓住了老年人的日常和神态。张培成认为，

儿童绘画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与我们今天强调

素质教育以及艺术教育不断加强有关。孩子们

画得好，也和老师的培养关系很大。
大赛评委、上海市美术家协会顾问李

向阳认为，从大赛作品中感到今天孩子们
有很多学习美术的机会，作品面貌焕然一

新，手法更丰富、语言更多元。他勉励孩子
们发挥个性，发挥创造力，通过学习绘画提

升审美。“画画培养孩子们在万事万物中寻

找规律，更重要的是培养一种看到事物、观
察世界的方法和表达自己对世界认知的一

种能力，这是最关键的。”
大赛书法专题展将于 10月 16日在静

安区文化馆开幕，展出书法作品 206幅(含
苏浙皖邀请作品 28幅）。孩子们的作品中，

除了一些昂扬向上的古诗词外，在本次大
赛主题的引导下，毛泽东诗词也深受青睐。

书法评委、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李静认为，孩子们书法写得好，粗细浓淡掌

握得好，这说明书法在青少年中有良好的
群众基础，这也与教委将书法列入中小学

生考试项目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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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在凯迪拉克 ·上海音乐厅内，知音汇聚，丝
竹绕梁，一场“丝竹雅集会知音”———上海江南丝竹乐团建
团五周年星期广播音乐会专场音乐会正在进行，观众甚至
听到了几近失传的江南丝竹“八大曲”之一《行街四合》。

江南丝竹是苏浙沪一带来自于中国民间婚丧喜庆和
庙会活动的风俗音乐，从寻常百姓家走进上海音乐厅，江
南丝竹音乐的产生和延续，离不开一群年轻人的努力。

    在上午的演奏会上，曲目可谓“三代同堂”，观

众既能听到江南丝竹传统八大曲《行街四合》《熏
风曲》《三六》《欢乐歌》等，又能听到富有时代新意

的《六板 ·三代同堂》，乐团还选取了 2首丝竹新作《云卷云

舒》和《绣腔》，用现代的作曲手法和高超的演奏技艺让观

众耳目一新。

说起把这些经典搬上舞台的“上海江南丝竹乐团”，团
里可都是平均年龄不到 31岁的年轻“老法师”。5年前，这

个乐团由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和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牵头成立。起初，这只是江南丝竹非遗保护工作的

一个举措，没想到，乐团招募消息一经发出，报名踊跃，13
名成员从全市 70多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他们都是上海

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等专业院校民乐专业毕业的新
秀，80%以上为研究生。乐团特聘上海市江南丝竹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成海华担任艺术指导。

正如前面提到的，江南丝竹源于民间，谱子之外，给予
演奏者更多的创新空间。“年轻人爱动脑筋，创新性更强。”

成海华说。不过，尽管他们专业科班出身，在乐谱和音准上
有突破，但是在加花和彼此配合上尚弱，这就是老人们说

的“韵味”。于是成海华带着大家去和老艺人交流、演出、学
习，“大家笔记做得很认真”，经过 5年的历练，“现在老人

们也都向这些年轻人竖起大拇指”。

“这几年来，我们没有人退团，外面还有很多年轻人想

要加入。”成海华说，一开始上惯了学校课堂的他，对大家
有时因为单位开会、孩子生病这些原因请假而生气，时间

久了，他感受到了团员业余排练的不易和对江南丝竹的那
份热爱。江南丝竹的曲目大多比较长，而他们为了演出有

更好的效果，坚持背谱。“每个人的谱都不一样，我们不仅
要背自己的谱还要背其他人的谱。”“有些团员是

把孩子哄睡了再来背稿，有的加完班来背稿。”但

是，没有人放弃，大家都很珍惜这个平台。

上海少儿美术书法大赛首次面向长三角

孩子用传统水墨画生活

年
轻
新
势
力 丝

竹
的
新
形
象年

轻
的
老
法
师

本报文体中心主编 | 总第 603期 | 2021 年 9月 26日 /星期日 首席编辑 /李 纬 视觉设计 /戚黎明

汇文 体
新民网：www.xinmin.cn

Culture and Sports

活起来传统文化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