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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合
唱
团

《少年》，让人们看到了上海的民

间合唱团的另一面。

不过，沪上合唱团，还远不止

这些。从 2019 年至今，《最美合唱

团》两季节目，汇集了上海各年龄段、

各行业的 30 支民间业余合唱团。他

们以合唱作为切入点，对上海城市

的多重风貌进行了呈现。

谈到这档节目最初的由来，王

宁对《新民周刊》表示，很多人小

时候或许都曾有过参加校园或班级

合唱团的记忆。这种集体记忆令人

难忘，在今天又得以延续下来。因此，

在上海电视台与上海市教委的支持

下，节目组率先将目光投向今天上

海那些校园合唱团。

如今在上海，几乎所有大中小

学都开有合唱社团，《最美合唱团》

中来自各个校方合唱团的数量也是

最多的。可以说，学生合唱团是这

档节目的起点，更是上海的合唱团

文化之起点。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随着艺

术氛围在学校日益浓厚，现上海市

第三女子中学的前身之一——中西

女墅，开设了两个学生合唱团，其

时而被称作“Chorus”（合唱团），

时而又被称作“Choir”（唱诗班），

最终又合并为“歌咏团”。当时校

方认为，组建这一类歌唱社团，不

仅是教授音乐那么简单，而是希望

以此培养学生的团体合作意识，并

拓宽视野，树立更加高尚的情操。

合唱团，Echo 已经有 12 年历史。近

年来，他们时常活跃于沪上古典音

乐圈。合唱团如今依然在复旦的校

园里有“学生团”，而当晚参与排

练的大部分人，都已从学校毕业数

年，是这支合唱团当中比较资深的

“毕业团”。平常工作日，他们有

人是高分子工程师，有人是医生，

有人是金融机构白领。职业各不相

同，但到了每周日晚，他们共同以

合唱团团员的身份出现在此。

合唱伴随这批 Echo 成员从校园

走到职场，赋予了他们平凡生活中

另一种充实的可能性。像这样保持

热情、定期排练的民间合唱团，在

上海还有不少。正如上海电视台《最

美合唱团》节目制片人王宁所言，“上

海无疑是一座拥有合唱团文化的城

市。在专业合唱团以外，那些规模

不等、年龄各异、来自各行各业的

民间合唱团们，各有各的美，而他

们又共同唱出一番‘大美’，唱出

上海这座城的美丽动人”。

上海为什么有这么多合唱团？

上海的合唱团，近年来频繁活

跃在大众视野中。几年前，上海彩

虹室内合唱团以一首《张士超你到

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让无

数网友眼前一亮；2021 年 2 月，清

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又用一首

每周定期排练，收取会费，参

加各种活动与比赛，这些现代合唱

团的常见形式，在当时的上海校园

合唱团之中已然形成。因此，对这

一段历史有所了解，也就不难明白

这座城市的合唱团文化与学生的渊

源。

时光流逝，这些往日的校园合

唱团哪怕已经不复存在，但依旧为

这座城市留下了最初的合唱团文化。

此外，对于当年拥有过合唱团的学

校，把校园合唱团继续办下去就显

得更有必要。

第一季《最美合唱团》中，如

今上海市第三女子初级中学的天籁

女声合唱团站上舞台，而她们献唱

的歌曲，正是当年的《中西女校校

歌》。歌声与时光交错，唤起了往

昔合唱团的记忆，也令上海的城市

记忆浮现在观众眼前。

校园合唱团确实赋予这座城市

合唱团文化的缘起，但在今天看来，

上海的民间合唱团又不局限于校园。

“我们在做节目的前期过程中发现，

其实各行各业都有很多有意思的合

唱团。”

在王宁看来，合唱这件事，天

然具有凝聚力。那些分布在不同行

业或者岗位上的人，出于对合唱共

同的热爱聚集起来，组成了遍布城

市各个角落的合唱团。可能他们各

自在生活里，都是平凡的普通人，

但每当来到合唱团里，又迅速变得

专注起来。

除了自身的专注和热情，这些

多种多样的合唱团能够在当下得以

存在，当然与上海这座城市本身存

在着双向的联结：一方面，海纳百

川，讲究包容的城市精神让他们有

了存在的现实可能性；另一方面，

　　合唱这件事，天然具有凝聚力。那些分布在不同行业
或者岗位上的人，出于对合唱共同的热爱聚集起来，组成
了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合唱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