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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末夏初，沪上莺歌燕舞、华

章奏起，恰逢同济大学音乐表演艺

术成果展示周，《双钢琴上的交响》、

德奥艺术歌曲中的诗与歌等高端

学术讲座以及《当代华人优秀作曲

家室内乐作品专场》、《百年中国钢

琴经典作品音乐会》系列演出给

古老的校园带来了勃勃生气。

精英式的教育模式
很难想象，这 7 场讲座、7 场

精彩的音乐会由几十人的师生团

队高质量地组织完成。音乐与表

演系主任李巍介绍，该系每年招

收20名本科学生，分别为美声专

业、钢琴专业以及交响乐团中的

西洋乐器各小专业，教师与学生

的比例为2:1，这种“小而精”的音

乐教育模式，优势在于师资充裕，

师生人均资源多、艺术实践机会

多，管理灵活；弱势在于，由于人

少，组织交响乐演出、合唱演出等

大型活动就比较麻烦。同时，因为

招生来源于艺考的联考，缺少选择

权、主动权，管弦乐团中一些小的

乐种不容易招到合适的生源。解

决困难就必须整合外部资源、引进

外援，包括外请专家、与其他院校、

院团机构横向合作，等等。

目前全国有三十多所理工科

大学开设了音乐表演专业，如何

与独立建制的音乐学院以及师范

大学错位发展、走出适合自己的

音乐教育道路？李巍认为，根据

整个大学的情况以及音乐与表演

系目前拥有的资源与规模，采取

精英式的教育模式比较合适。重

点突出室内乐教学实践，这一点

与上海音乐学院这样独立建制的

音乐学院有些相似，例如，专业学

生每周单独上两节一对一的专业

课并配有艺术指导老师。老师均

毕业于海内外知名音乐院校，这

些年轻优秀的老师有冲劲、富有

创造力，培养出的学生具有扎实

的舞台表演与实践能力。近年

来，学生就业情况比较好，一些毕

业生考取中央歌剧院、上海歌剧

院等一流的专业院团。

艺术活动与校园文化
紧密结合

相对于艺术院校及文科为主

的院校，同济大学这样的工科大

学艺术人才比较缺乏，音乐系成

立15年来，与学校艺术中心紧密

合作，承担了学校里的很多演出

任务，为校园文化增添了亮丽的

色彩，极大地提升了工科专业学

生的音乐艺术素养。例如，2016

年排演的歌剧《江姐》，其主要演

员由音乐专业学生担任，其他角

色则邀请了非音乐专业学生担

任，这些工科专业学生最初上台

时非常拘谨，经过锻炼，他们逐渐

适应了舞台、喜欢上舞台表演，性

格也开朗了。2017 年，剧组分别

赴上海理工大学、四川宜宾、成

都、江西井冈山及教育部汇报演

出，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同济大学前任校长在歌剧

《江姐》首演之后，盛赞这部歌剧

给同济大学争光、填补了空白

“这部中国歌剧的排演不仅载入

同济大学的历史，也让我们深刻

体会到，教学不能只有西方经典

作品，必须要接地气，并且与校园

文化发展紧密结合。”李巍透露，

音乐与表演系与陕北的志丹县合

作，将排演表现民族英雄的原创

歌剧《刘志丹》，今年11月将在本

校演出。计划明年上半年在“上

海之春”艺术节演出，下半年到延

安巡演。

音乐实践活动课程化
李巍总结，音乐与表演系把

所 有 实 践 项 目 与 课 程 结 合 起

来，形成一个课程链。课程化

的优点在于内容、目标清晰，便

于量化管理；所有在职老师都

要在星期音乐会上表演，把通

识课也打造成实践平台，星期

音乐会作为一门课程之后，每

期在网上一推出即被四、五百

人秒抢。

思政教育的教学改革更注重

接地气的设计，例如，组织师生到

嘉兴进行政治学习，这项活动如

果仅仅以《我和我的祖国》快闪形

式来设计已经没有太多创作空

间，李巍教授与团队在讨论中想

到，用本校教师原创小提琴作

品《丰碑》前面的一段主题作为

序，在党员宣誓的时候有旁白

加进去，像纪录片一样展现、有

鲜活的画面感和生活气息，再

依托艺术传媒专业的先进手段

表现出来。

本报记者 徐丽梅

探寻工科大学
“小而精”音教之路

星海院成立“中国钢琴音乐研究中心”

教学成果展

浙江首届国际钢琴
艺术节举行

5 月 4 日至 10 日，2019 中国大

运河国际钢琴艺术节暨郎朗钢琴大

赛系列活动在杭州举行。这是浙江

省首次举办国际钢琴艺术节，大师

班、比赛、音乐会、学术讲座、钢琴家

进社区等多项丰富的活动，为上万名

音乐爱好者带来了钢琴艺术的盛宴。

开幕式以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为主题，在大运河沿线设立杭

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和杭州

江干区、余杭区7个会场，每个会场

安排70架钢琴，由钢琴家郎朗等共

计490名演奏者共同演奏了《我爱你

中国》，场面壮观、气势恢弘。

由浙音青年钢琴教师组成的“浙

江省文化创新团队”举办了专场音乐

会。10 位青年教师精彩演奏了巴

赫、肖邦、李斯特的经典作品以及优

美的中国作品《梅花三弄》等，高超

的技巧受到现场观众的热烈欢迎。

在浙江音乐学院举办的“尽善

讲堂”，郎朗通过现场访谈互动的

形式，与浙音学子畅谈音乐之路。

郎朗回顾了自己儿时学习钢琴的

经历，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学习

音乐，家长和老师要充分引导孩子

确立正确的音乐价值观。在练习

曲目的过程中，要先学会制定目

标，不断拆分段落进行练习，再结合

大师班的聆听达到一定的成效。他

希望浙音的同学们在日常练习中，

始终专注演奏并理解基本作品，不

要一味地挑战高难度。郎朗现场演

奏了一曲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

希望通过平衡、舒畅和安宁的旋律

告诉同学们，设身处地理解音乐、理

解作曲家的意图、产生情感共鸣比

炫技重要。浙音党委书记胡建新为

郎朗颁发了浙音名誉教授的聘书，

郎朗向学院赠送了自己的新专辑

《钢琴书》。 本报记者 徐丽梅

上音古谱诗词项目
成果发布

5 月 11 日，在上海奉贤区东方

美谷诗漫贤城诗歌节上，由上海音

乐学院国家艺术基金古谱诗词传承

人才培养项目组精心创编、中国唱

片公司录制的《中华诗词歌曲》第

1-5辑正式发布，上海奉贤区12所

小学以及云南、四川省的近10所中

小学现场接受了整套专辑的赠送。

当晚，来自上海音乐学院、四川宜宾

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广西艺术学院

等院校的歌唱家、演奏家精彩呈现

了其中的18首歌曲。

项目艺术总监杨赛副教授介

绍，作为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的一个

重要成果，《中华诗词歌曲》共收录

古谱诗词歌曲55首，用中国古代记

谱法和古琴记谱法记载的经典诗、

词、曲，将汉语言的声音和意义充分

融合，追求语感、情感、乐感、美感的

完美统一，体现了中国式审美情趣，

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与人文价值。

这些古谱诗词歌曲由国家艺术基金

人才培养项目培养的新生代音乐人

才在海内外多所大中小学演唱之

后，受到师生、群众一致好评产生了

较大的影响，起到了示范作用。音

乐会之后，不少院校的专业教师表

示，这种朗诵、演唱、演奏相结合的

表演形式特别有利于中华古诗词的

传承与传播。 本报记者 徐丽梅

5月7日上午，星海音乐学院

“中国钢琴音乐研究中心”成立仪

式在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学校

党委书记王秀明、院长蔡乔中，党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振连，副

院长陶陌，以及杜鸣心、刘诗昆、

李铭强、鲍蕙荞、倪洪进、高为

杰、储望华、但昭义、杨燕迪、蒲

方等几十位著名音乐家出席了

成立仪式，共同见证了星海音乐

学院“中国钢琴音乐研究中心”

的诞生。成立仪式由钢琴系主

任黎颂文主持。

蔡乔中代表学校领导进行致

辞，他讲到，这次成立星海音乐学

院“中国钢琴音乐研究中心”和举

办首届“中国钢琴音乐周”，是学

校在继去年成立周文中音乐研究

中心和赵宋光学术思想研究中心

之后，再一次举办的重大学术活

动，也是推进学校改革发展的重

大举措。学校将全力持续用劲，

推进三个研究中心建设，力求分

别在音乐创作、学术研究和音乐

表演上形成相互支撑的学术平

台，推进学校学科建设的整体良

性发展。蔡院长动情地说：“今天

我们怀着感恩之情，真诚感谢所

有支持和帮助过我们的各位前

辈、专家学者，我们非常期盼与所

有志同道合的同仁们一起，共同

努力，将‘中国钢琴音乐研究中

心’建成实践教学平台、人才培养

高地、音乐创作基地、学术研究院

所和对外交流纽带，让‘中心’成

为推进中国钢琴音乐不断创新发

展的精神家园”。

蒲方教授作为“中心”特聘首

席专家致辞。她指出了中国钢琴

音乐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

强调推进和发展中国钢琴音乐，

一要加强演奏推广。中国钢琴作

品数量其实很多，但是中国钢琴

演奏家们则普遍认为“没有更多

作品”可弹，导致各种音乐会，只

要演奏中国钢琴作品，就总是那

么几首曲子“打转转”，这是很不

正常的现象。二要大力推进创

作。中国钢琴音乐发展，关键还

要继续关注创作，特别是“母语化

表达”的创作。我们应以发展的

眼光来看待创作。三要深度推进

研究。在现有成果上，要更加关

注中国钢琴的整体历史研究，新

发现作品的整理，以及新创作作

品的研究，要特别注重研究的历

史与现实对接、宏观与微观整合、

技术与人文互动，力求形成一个

与创作、演奏、教育相协调的全面

性研究局面。

黎颂文教授作为“中心”主任

致辞。他说，中国钢琴音乐历经

百年的发展，现已具备形成一个

独立学派的条件，“中心”成立的

初衷就是希望把这方方面面的有

利条件综合起来，为中国钢琴音

乐学派的最终形成起到积极推动

作用。黎颂文就“中心”成立后将

在中国钢琴作品的创作、研究、演

奏、推广及人才培养等几个方面

工作的设想进行了介绍，并希望

大家继续关心和支持“中心”今后

的发展。

仪式上还为杜鸣心等20多位

著名钢琴演奏家、作曲家、教育家

和理论家颁发了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