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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文娱 ·广告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位于宝

山区的宝武型钢厂的工业遗存上将

建设一座总面积达22万平方米、长

约一公里的新型美术学院，上海美术

学院主校区未来将在此落户。近日，

“2022风自海上——蝶变宝武与艺术社区场

域”在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开幕。

“蝶变宝武”单元展出了65位艺术家的百余

件作品。钢铁生产的历史记忆部分展出了中华艺

术宫和上海中国画院收藏的林风眠、李詠森、陆抑

非、朱梅邨、俞云阶、杜家勤、陆一飞等20余件与

钢铁生产建设主题相关的作品。《轧钢》是林风眠

作品中比较特别的一件。其他一些创作于二十世

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均极具时代性和个人风格，

是对人民生活、劳动情景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反

映，也是一代人有关“钢铁生产的历史记忆”。

当代部分邀请上海美术学院、中国美院、清

华美院、天津美院、鲁迅美院、湖北美院等艺术

家到宝武采风创作，并以钢铁为媒介创作作品

70余件，从不同的视角呈现了宝钢的建筑空间

和环境，探索钢铁材料创作的多重可能性。

展览的下半场“艺术社区场域”，则展现了

艺术走出美术馆走入社区的画卷。这一单元选

取了近两年来自全国各地24个艺术进入社区

的相关案例。其中，“幸福曹杨 ·重点样本社区”

改造曹杨地区的艺术点，让居民感受“可漫步可

交往可品味”的社区艺术魅力；2019年延续至

今的“行走多伦”依托多伦路独特的文化空间，

让艺术介入社区；2020年外滩美术馆发起的

“客堂间”项目，关注外滩区域内社会和个人，考

察记录下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人群和故事……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2023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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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基本功
很多人会好奇，像王健这样的大师，他

的教学理念会有何特别之处？对此，他给出

的答案是：“一个优秀的演奏家，应当一半是

艺术家、一半是运动员。”

像艺术家一样去思考，像运动员一样去

训练。艺术方面，王健觉得老师能做的是启

发和熏陶，就像是探索道路上那一点光亮，

给学生指引方向。而技艺方面，老师更像教

练，要督促学生克服惰性。带学生，王健信

奉中国的一句古话：老师领进门，修行靠个

人。“没有一条成功的路是可以复制的，老师

的成功不代表能流水线般复制出同样的学

生。我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经历、经验帮助、

激发他们更敏锐地感受音乐，并通过演奏点

燃观众心中的火花。”

传道授业解惑，在亮出独门秘籍前，教授

王健“会让学生从肌能训练开始，纠正音准问

题”。很多人认为拉琴注重的是技巧，其实速

度、力量、技巧、精准度最终考验的是对肌肉

的控制。在王健看来，演奏家在成为艺术家

之前先得是优秀的“运动员”，反复枯燥刻苦

的练习，是夯实基础的关键，无一例外。

组建工作室
既定印象中，中国琴童似乎总长于技

巧，但拙于合奏经验以及艺术感知力。对

此，王健坦承：“几十年前或许是这样，但如

今，情况有了变化。”

常年担任国际比赛评委的王健，在近几

年的赛事中发现，中国选手在技巧方面有被

赶超的趋势。但此消彼长，在艺术感知力方

面，中国选手倒是进步很快。他说：“这要感

谢互联网，越来越多学琴的孩子，在成长过

程中就能同步国际一流的演奏视频，这开拓

了他们的眼界，也提升了鉴赏力。”

随着中国琴童的增长，家长们也更懂得

从培养兴趣作为切入点。对此，王健坦言以

兴趣为导向确实很好，如果不走专业道路，

学一门乐器会让孩子终身受益。但若要成

为演奏家，光有兴趣远远不够。他说：“理念

是手段、技术是工具，最终都是服务于音乐

表达。如果没有敏锐的感知、真挚的情感，

你的心灵不曾被艺术的火苗点燃，是不可能

演绎出扣人心弦、动人心魄的作品的。”

现已开启线上教学的王健表示，回到祖

国、回到母校的想法由来已久：“这是我迟早

要做的事，但三年疫情使这个计划变得更为

紧迫。尤其是近几年，父母年纪大了，我肯

定要回来照顾他们。”据悉，王健赴上音执教

后，将和该院管弦系大提琴学科教授李继武

组建大提琴工作室。在被问及会否广收学

生，王健表示要把有限的精力集中于上音的

教学任务：“在培养学生的同时，我们也会应

学校要求，努力培养新一代教师人才。让他

们积累教学经验，研究大提琴理论，从事一

些学术上的工作。” 本报记者 朱渊

大提琴家王健——

还记得在奥斯卡最佳纪录片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 ·斯
特恩在中国》中，那个在贺绿汀音乐
厅里拉琴的小男孩吗？4岁的“中
国大提琴神童”王健就是从上海出
发，逐渐成长为驰骋国际舞台的大
提琴家的。
时隔38年，54岁的王健（见图）

回到梦开始的地方。他上月已成为
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教授、博士生
导师，同母校约定将于明年3月回
沪执教，而线上课程已悄然开启。
日前，记者连线王健，听他分享——
如何培养优秀的演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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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上音培养“小王健”
文体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