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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碰撞刷新了学生们对世界

的体验与认知。在广西省民族博物

馆，极具特色的铜鼓引起了学生们的

极大兴趣。在壮剧、八音坐唱等音乐

形式中具有重要作用的椰子胡、牛角

胡、葫芦琴、马骨胡等乐器承载着广西

少数民族特殊的音乐景观，大家对这

些乐器的定弦和音色兴趣盎然，汉堡

音乐与戏剧表演大学的师生更将其音

阶录制下来，计划返回欧洲后研究音

高构成。

5 位外国学生纷纷表示出对中国文

化及广西少数民族文化独特性的浓厚兴

趣，他们走进当地茶馆，品鉴老树红茶的

味道，感受中国茶文化。在隆林火把节

上，Hector William Docx跳上舞台、加

入彝族小伙子抢新娘的队伍，玩得不亦

乐乎，他说：“作为一个欧洲人，之前对中

国古老的音乐、文化、历史并不了解，这

次旅行使我认识到，世界上有太多不同

的文化需要我们亲身感受，而不是一切

都放在欧洲的视角中去理解。”James

McFadden-Talbot与3位上音民族乐器的

同学合作演出四重奏《梁祝》与《赛马》，

他打算为小提琴、二胡、琵琶、中阮来创

作一部四重奏作品。

旅途中，作曲及音乐学专业同学对

随后要完成的作品和报告展开了深度思

考及讨论，例如，民族民间音乐究竟可以

在何种层面上为专业音乐创作提供养

料？除了音调的借鉴是否还有其它可能

性？在所听到的旋律之下是否有更深层

的结构有待挖掘，这其中又隐藏着何种

对于声音本身的理解？在这些声音的背

后，推动其发展和传承的文化内核是什

么？师生们将以不同方式和角度总结、

整理广西之行，11月下旬将举办两场音

乐会与汇报展示。

徐丽梅

走村串寨
寻访多彩中国声音

7月21日，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部赴广西开展的暑期实践活动圆满结束，在为期10天的活

动期间，研究生部的4位老师带领作曲、音乐表演、音乐学等专业的24名研究生以及特别邀请

的汉堡音乐与戏剧表演大学的6位师生，亲身体验了广西五彩斑斓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

四部委发文
推进戏曲进校园

近日，中宣部、教育部、财政部、文化

部联合发布《关于戏曲进校园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旨在坚守中华文

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增进学生对

戏曲艺术的了解和体验，引领学生树立正

确的审美观念、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

育深厚的民族情感，营造戏曲传承发展的

良好环境。

《意见》要求，全国大中小学应结合学

校教育实际及不同年龄段学生身心特点，

选择优秀、经典、适合学生观看的戏曲艺术

作品，原则上以组织戏曲艺术表演团体进

校园演出和组织学生走进剧场现场观看为

主，同时结合各类公益演出、戏曲进乡村等

文化惠民活动和戏曲文化讲座以及通过互

联网和多媒体观看经典剧目、戏曲动漫等

多种形式进行。戏曲演出要同讲解、示范

等形式结合起来，加强普及教育。

各地宣传、教育、文化部门要广泛开

展形式多样的学校戏曲教育活动。各级

各类学校要贴近校园生活，充实艺术教育

课堂，根据学生认知水平和心理特点，积

极探索创新具有时代特征、校园特色和学

生特点的戏曲教育形式，如戏曲名家进校

园、戏曲展演展示、戏曲赏析（讲座）等群

体性活动，形成本地本校的特色和传统。

各级戏曲艺术表演团体、文化（艺术）馆等

要举办学生戏曲活动，开展戏曲排演观

摩、角色和行当体验互动等活动，激发学

生对戏曲艺术的兴趣爱好。

浙港青年共庆
香港回归20年

7月31日，“四海一家·浙港同行”——

浙港青年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交流

活动在浙江大学举行。浙江音乐学院国

乐系许奕教授、流行音乐系副主任王滔以

及国乐系、音乐教育系的30余名学生参加

了交流活动。

活动现场，浙音师生演绎了《赛马》、

《狮子山下》等经典曲目。新华社香港分

社原副社长张浚生与大家分享了香港回

归以来各自的亲身感受。

据悉，2000 名香港青年参加了本次

活动。

西安院三下乡
志愿活动举办

近日，西安音乐学院现代音乐学院、

钢琴系暑期三下乡志愿服务系列活动举

行。志愿者们分别赴甘肃省会宁县、陕西

省宁强县开展以红色传统教育、探寻丝路

文化、艺术服务社会、关爱留守儿童、关注

“一带一路”上新农村发展等为主题的暑

期实践活动。

活动中，现代音乐学院的志愿者们参

观了会师纪念旧址，接受红色传统教育的

洗礼。在会宁县鸡儿咀小学和柴家门乡

西王教学点附属幼儿园，志愿者对孩子们

进行了音乐素质的培养，包括音乐常识、

基本乐理知识、节奏训练、合唱排练等等。

在陕西宁强县青少年活动中心，钢琴

系三下乡服务团对该县的40名钢琴琴童

进行专业的钢琴辅导，为琴童讲授基础知

识、练琴效率、背谱窍门等课程，经过一周

教学，琴童们提高了作品理解与分析能

力，学会了在有限时间内提高练琴效率，

钢琴演奏水平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

感受多样的音乐景观
上音研究生部研工办主任欧阳佳沁

介绍，今年暑假，上音各系部总计派出十

支队伍参与暑期社会实践，奔赴宁夏、贵

州等地。其中，研究生部与汉堡音乐与

戏剧表演大学的联合采风不仅为学生打

开了通向广西少数民族文化与音乐风采

的窗口，也为国际友人提供了与中国文

化亲密接触的机会。

“在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副教

授戴伟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有幸近距离

感受了凌云壮族巫调，汉族、布努瑶族的

山歌、小调，田林壮剧及壮族、盘瑶山

歌，西林‘唱娅王’仪式音乐及布越山

歌、蓝靛瑶山歌，隆林八音坐唱和壮、苗

族山歌等。无论人声、器乐亦或戏剧形

式，这些音乐都具有十分独特的旋法和调

式。合奏（唱）时大量微分音的出现形成了

极具特色的声音图景，对于从小习惯了十

二平均律的我们，是饶有趣味的冲击。”上

音作品分析专业研二学生鲁瑶感叹，广西

的音乐与文化的多样性令人惊叹，即使在

同一族群内，不同乡镇和聚居区的音乐也

会有很大的不同，例如，虽然同为苗族，但

白苗、素苗、清水苗的音乐在曲调、风格乃

至语言、服装都有着显著的差异，这些世代

口口相传的旋律保存着极具特色的乡土特

质，承载着一方水土的文化与精神内涵。

观摩民间艺人表演后，上音暑期

实践团队的同学们献上精心准备的

节目，其形式及组合十分多样，包括

民族声乐独唱及重唱、民族器乐独奏

及重奏等等。汉堡音乐与戏剧表演大

学 学 生 James McFadden-Talbot 带 来

了小提琴独奏，学生与当地乐师的即

兴合奏亦令人惊喜——上音的同学

和壮剧乐师齐奏二胡曲《喜送公粮》；

上音的民乐三重奏演奏《喜洋洋》时，

坐在一旁民间乐手突然以广西特有

的马骨胡呼应主旋律，将现场气氛推

向高潮。学院派民族声乐唱法的气

息和民间歌手的本嗓演唱形成音色

及 风 格 的 对 比 ；James 的 小 提 琴 独 奏

《奇异恩典》和《厨房的女孩》分别带

有爱尔兰和美国民间音乐风格，与中国

民间音乐形成呼应。

文化碰撞刷新世界观

汉堡音乐与戏剧表演大学学生体验中国民族乐器演奏。 上海音乐学院/供图

用手中的乐器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