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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生存的最重要土壤。扩大群众基础，对于提高全民的文化

修养至关重要。”所以，从德国归来后，一方面，王勇被调到

成立不久的上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担任副主任；另一方面，

2005年以来，他16年如一日，担任《星期广播音乐会》的主持人，

用深厚的积淀，推动市民接近古典音乐、走进高雅艺术。

“当我们来到音乐厅，往往有的时候，听某些音乐会，你

会觉得很愉快。但有些时候，有些音乐，你听着听着就比较容

易睡着。”王勇的主持风格颇有辨识度，一贯幽默、活泼。轻

松赢得观众笑声的背后，是他默默的付出与耕耘。“首先这是

现场直播，对主持人的专业水准、全局把握、现场反应都有很

高的要求，这使得我这个非科班主持人很有压力。其次是我的

案头准备，连续十几年，如何解读这些作品，既让老曲目常演

常新，又让新曲目不被排斥，这都是我要考虑的。”

一个可喜的现象是，王勇慢慢发现，古典音乐的受众群体

悄悄发生了改变。“早期‘星广会’的观众大致就是两拨人，

一部分是古典音乐爱好者，专注于某位作曲家或者某一时期的

作品；一部分是家长，他们带着孩子来接受熏陶。可这些年台

下的观众变得越来越多元，重合率越来越小。在一个成熟的社

会里，必定存在很多不同的文化需求，作为文化服务提供者，

我们越是能够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品位的受众的精神需求，就

证明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才能说我们的音乐教育做到了

高水平。”

在东广经典音乐频道开办了乐评类节目《王博士音乐坊》，

在《大剧院之友》《音乐爱好者》等杂志上设有介绍西方歌剧、

音乐节及自己海外艺术见闻的专栏，在互联网上开辟相关博客，

在上海图书馆、东方讲坛、大剧院艺术课堂、东方艺术中心、

上海音乐厅、深圳音乐厅、广州星海音乐厅等文艺场馆举办各

类系列音乐讲座，在线上运行相关音乐慕课……厚积薄发，多

年打拼，王勇愈发懂得如何“摸准命门”、触动共鸣，所以，

其受众面日益扩大。“如果 10% 的听众能成为高雅音乐的爱好

者，我们就很欣慰了。”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越来

越多的人爱上高雅音乐。“艺术教育普及，最难是入门，希望

引导更多的人‘走进来’，从初阶迈向进阶，真正感受到高雅

音乐的乐趣。”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的。当你能坚

持下来，最后是看得到结果的”。王勇说。

师者，探索无限

2016 年，王勇成为上海大学音乐学院的院长，肩上的担子

更重了。而对教师的身份，他是始终珍视的。“老师，是我的

第一份职业，也是迄今为止惟一的官方职业。”

“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非常年轻，对我而言的第一个挑战是

从教师变成音乐教育的管理者。能够在这样一所高校中，聚集

一批有共识的人，我感觉很荣幸。”王勇笑道，对待学生，要

做到不抛弃、不放弃，还要不生气，“老师要做到借力打力，

推波助澜，在学生们心里埋下一颗音乐的种子”。

他愿意花时间去了解学生，“他们年轻人现在的‘新式武

器’太多了，我必须虚心请教”。值得一提的是，在外对学生、

在家对儿子，王勇从不喋喋不休，过分地谈论音乐。“要想成

为榜样，不能只靠说。我更愿意他们把我当成同行，大家有问

题可以探讨，而不是我一味地说教。”

同时，王勇需要更多地去考虑：“学校的教育经历能为学

生未来的发展带来什么？能为教职员工提供怎样的提升空间？

如何调配合理的资源让 1+1 等于 3 甚至等于 4 ？在管理和艺术

王勇在上海音乐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