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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乎可以跟“红歌”有所关联：其一，“象征无产阶级革命及政

治觉悟”，其二，“表示胜利、成功等喜事”。而如果去网络

上搜寻，“百度百科”有如下解释：“红歌即红色歌曲，就是

赞扬和歌颂革命和祖国的歌曲，它们普遍具有浓郁的感情基调，

有较强的节奏感。红歌是革命实践的真实写照，它能唤起人们

的红色记忆。”

王勇告诉记者，“红歌”的诞生并非偶然，其中的每一首歌，

都有它自个儿的故事，句句都经过了血与火的洗礼，字字都是

历史的见证。红歌是传承了民族精神而源源流淌的歌，虽然因

为年代感而产生了一些“距离感”，可是，当我们今天再唱这

些革命历史上的“红歌”时，依然足以感受到它的感人之处。

当然，这些极具时代性的“红歌”，也并不是每一首都能

被称为艺术精品。一些简单的“功能性”音乐，完成了它的历

史使命而被收藏到博物馆中封存起来；但好比大浪淘沙，一些

具有较高艺术特质的作品，则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浮现出来，如

金子般璀璨，如钻石般永恒。

论罢红歌的内涵，论及红颜“红心”的巾帼传奇，王勇指出，

“其实，性别并不是一个主要划分。因为无论我是男的是女的，

当大家在大是大非的国家利益面前，我们首先都是一个中国人，

我们都愿意为了这个国家做出更多自己的努力”。

他神情专注、侃侃而谈。事实上，传道，授业，解惑，是

一直未改的初心。1988 年，出身于音乐世家的王勇以总分第一

的成绩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主

要教授中国音乐史和西方音乐史。由于很多同学通常对这类课

程提不起劲、觉得枯燥，王勇便开始反思，如何提升学生对理

论课的兴趣。“这可能是我重视音乐传播的萌芽阶段。”

而初为人师的这段岁月里，王勇亦迎来了主持生涯的首秀。

1993 年，上海电视台筹划了一档从周一到周五每晚播出的音乐

栏目《时代立体声》，把通俗音乐、古典音乐等放在一块加以介绍。

王勇与和晶搭档主持，获得好评。其后，他又加盟了《欢乐蹦蹦跳》

节目组，斯文里带点“萌萌”的形象，以及富有亲和力的谈吐，

迅速俘获了市民朋友们的心。“那段经历现在看来太宝贵了，

它让我了解了电视制作的全过程。”

2000 年起，王勇攻读博士学位，为自己继续“充电”。他

过五关斩六将，拿到了德国国家学术交流中心的奖学金，成了

首个中德音乐学专业的联培博士。在德国的两年多，他追寻着

贝多芬、瓦格纳、巴赫等音乐大师的足迹，在游记中记录德意

志民族对音乐的热爱。“我在德国，心特别静，不管是在图书

馆还是音乐厅抑或是咖啡厅，吸引我的有书籍，有音乐，有壁

画……留给自己思考的时间特别多。”“去欧洲留学之前，我

对欧洲音乐的认识，只能通过课本、唱片、视频，当你到了欧洲，

留学这么长时间之后，你所有的感受会有很大变化，你会真正

理解音乐背后的意义。再给大家解读这些音乐的时候，你可能

会更明了这些作曲家的想法和思路。”

推广高雅艺术

古典音乐在德国普通百姓中的普及范围之广、程度之高，

对王勇的影响是很大的。“我意识到，普通群众才是高雅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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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在2021上海智慧女性读书讲坛的现场上音乐党课。摄影 /沈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