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年同济设计周 #%月 &%日开幕，由同济
大学设计创意学院主办，与 !%&$上海设计之都活
动周、上海工业设计协会、中国工业设计研究院
（上海）有限公司等联合主办。

本次设计周将主题定为“新空间”，举办了 !%

余场展览和论坛，涵盖工业设计、平面设计、交互
设计、创新教育、仿生学研究、可持续发展等多重

领域，展现了现代设计在诸多领域、不同层次的发
展成就。
校友作品展集中展示了同济设计创意学院不

同年代校友的研究作品和设计经历，折射中国设
计教育、研究和实践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论坛结合
了中国社会创新和可持续设计联盟的研究和实
践，以“绿色设计”和“可持续设计”为主题展开讨

论，云集国内众多知名学者和专家。“设计成就中
国”高峰论坛则是中国首个聚焦商业创新与设计
思维发展的国际性高端平台。

颇为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同济设计周的大部
分展览，都由学生团队———同济大学“同创社”主
办，包括前期作品联系、展览现场布置和后期宣传
推广等。

! ! ! !每周四的《中国竹笛演
奏艺术》课堂上，除了在校爱
好者外，经常还会出现已经
毕业的金音笛艺社老社员。
“在其他学校，高年级和毕业
了的同学一般不再参加社团
活动，我们笛社则不同。很多
老社员都会抽出时间回学
校，来参加活动。”戴金生最
感谢的，就是那些对竹笛和
民乐不离不弃的学生们。也
正因为有了他们的支持，他
才会一直坚持在高校艺术教
育的基层岗位上。

龙天云今年读大四，已
经是笛社的“四朝元老”。刚
进大学时，他一看到笛社招
新的展板，便兴冲冲地报了
名。“我小时候学过一点笛
子，觉得自己毕竟不是新手，
后来发现，笛社对社员的要
求很高，进社考试时起码要
吹三首完整的曲子。”自觉学
艺不佳的他在大一第一学期
同时选修了《中国竹笛》初级
和中级，“那时候每天拼命练
习，希望能早点达到笛社的
标准。”
谈及第一次现场听戴金

生老师示范吹笛的情景，龙
天云用“震撼”二字概括。“比
如我之前去听的慕尼黑新爱
乐乐团音乐会，演出很成功，
挺激动人心的，但是感觉不
够震撼，听完之后我没有想
去学习和了解的冲动。而那
一次不一样，我第一次听戴
老师吹笛之后，整个人被笛
子‘迷’住了，下决心一定要
重头再学习竹笛。”

社员里资格最老的樊红英也有相同的
感受。进大学之前，她对民乐了解很少，没
有听过现场演出。“感觉民乐好像蛮小众
的，以前也找不到渠道系统去了解。”沉下
心来聆听竹笛后，樊红英对民乐有了更深
入的理解。“听过戴老师示范演奏，看过多
场现场演出，发现民族乐器的感情色彩其
实比西洋乐器更符合我的审美，即使是一
个外行，第一次也能听出乐曲表达的丰富
情感。”
被社员称作“大师”的康朝旭已经离开

大学校园，对竹笛的热爱使他一次次回到
母校。身为公认的笛社成立以来水平最高
社员，康朝旭十分谦虚。“戴老师才是当仁
不让的大师，我离老师的水平还差十万八
千里呢。”他从小热爱民乐，对竹笛更是情
有独钟，进大学前，他完全是自学吹笛。“即
便我有点音乐底子，自学起来还是感觉很
困难。感谢笛社，感谢戴老师，能让我重新
发现这件乐器。”在他看来，戴金生是所有
大学生社员了解民乐的引路人。“当面听戴
老师这样的高手演奏，感觉就是不一样。进
大学把眼界打开以后才发现，笛子原来这
么美。”

除了帮助学生刷新对民乐的认识，戴
金生在日常训练中还对社员提出了专业民
乐演员的严要求。“戴老师常说，我们学吹
竹笛，不仅要学技巧，更要学气质。”采访
时，社员们指着文静女生雷莎婷说：“她是
我们中间气质最好的。”一向害羞的她马上
脸红了，“大家太抬举我了，戴老师经常在
排练时有意识地让我们学习专业演员的站
姿、体态和表情，老师一直说‘腹有诗书气
自华’，气质就是内在涵养的外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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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笛声声入梦来 萦绕同济十六载
!!!记全国最老牌的高校民乐 社团同济大学金音笛艺社

潘梦琦 !复旦大学"

在流行音乐充斥耳边的今天，大学校园里还有多
少年轻人热爱民族音乐，并愿意身体力行地欣赏、演
奏、推广？在同济大学这样一所传统的理工科学校中，
就有一群热爱竹笛、心怀民乐的学生。走进同济，你很
可能会听到阵阵笛声传来，宛转悠扬、沁人心脾。
成立于1998年10月25日的同济大学金音笛

艺社，是全国高校中第一个以竹笛演奏艺术为主的
学生业余艺术团体，也是全国最老牌的高校民乐社
团。在艺术总监戴金生的指导下，金音笛艺社至今已
走过了16个年头。再过3天，它将迎来自己16周
岁的生日。

! ! ! ! &''(年春，同济大学开设了《中
国竹笛》初级和《中国竹笛》中级两门
选修课，聘请上海歌剧院著名笛子演
奏家戴金生长期任教。“一开始学校是
想让我给昆曲社培养笛子主奏，后来
我发现很多同学连怎么拿笛子都不知
道，要学伴奏首先要学笛子。”在戴金
生的提议下，同济大学成为全国第一
所引进竹笛教学的高校。戴金生每学
期给选修课同学两次示范演奏，每次
示范课前，他都会在家里反复排练和
录音，以求将最美妙的笛声展现给学
生，让他们充分感受民乐的魅力。

经过两年选修课的教学和训练，
同济冒出了一批酷爱竹笛演奏艺术的
学生，他们渴望进一步提高演奏水平，
在更宽广的平台上交流。

#'') 年秋，由学生自发组织的金
音笛艺社成立，戴金生被聘为艺术总
监。每周四晚的《中国竹笛演奏艺术》
课也成为笛社成员的“必修课”，选择
这门课的学生必须具有一定的竹笛演
奏基础，他们一般都是笛社社员或者
志在加入笛社的竹笛爱好者。针对这
些学生的情况，戴金生制定了更加专
业严格的教学方案。

除了笛子演奏技巧和乐理知识，
学生们还要接受站姿、体态和表情的
全方位训练，为今后的演出做好准备。
戴金生常说：“业余的团体，专业的水
准”，这对许多从零开始学起的学生来
说，是不小的挑战。

在和笛社成员的交流中，笔者了
解到学民乐和学西方音乐有本质区
别。西方音乐经历漫长的发展后已经
成为一个严谨的体系，音乐教学和教
材也有章可循。而学习民乐的曲谱一
般是简谱，节奏变化、装饰音和情感色
彩等技巧全靠老师教授，初学者根本
无法自学。竹笛又是一种入门特别慢
的乐器，很多学生光是吹响笛子就要
花一个星期时间。不少社员坦言，在学
习初期“经常有挫败感”，有些同学甚
至想过放弃。

戴金生很理解初学者的心情，他
总是用最简单直白的方式鼓励学生。
“这种时候，戴老师只要给我们吹一遍
曲子，大家又会‘满血复活’，重新燃起
学习的欲望。”笛社社员雷莎婷当年也
是零基础学竹笛，而现在，竹笛已经成
为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大三
之后课业变得很紧张，没办法每次参
加笛社的活动，我就规定自己每天抽
一个半小时练习笛子，无论手头有什
么事情，都要放下。”
持之以恒，是戴金生传给学生的

“秘诀”。“戴老师经常说‘学笛子其实
没有什么技巧，多练就好了，我练了几
十年才到这个水平，你们才练多久。’”
虽然毕业多年，樊红英一直坚持参加
笛社的训练。在她看来，笛社能持续蓬
勃发展 #(年，重要原因就是坚持。“戴
老师坚持教，有兴趣的同学坚持学，就
是这么简单。”

! ! ! !周四晚上 *时 +"分，笛社例行活
动准时开始。就在开课 !"分钟前，戴
金生还在为场地问题和管理人员交
涉。“碰上演出季，大礼堂的场地就非
常紧张，如果我们换到楼上的场地，也
可以，但旁边就是民乐团在排练，肯定
会互相干扰。”一番据理力争后，戴金
生显得有些疲惫。事实上，自笛社成
立以来，授课和排练场地一直是社团
发展的问题。身为社团“元老”，樊红
英近些年来目睹了社团克服一个又一
个困难。
《中国竹笛》开课初期，一度面临

被取消的威胁。试想，几十个初学者
一起吹笛，不仅声音吵，而且曲不成
调，给周围上课的老师和同学带来了
不少困扰。“刚开课的第一个月，校长
信箱里塞满了投诉信。学校领导力挺
社团，坚持要把竹笛课开下去，但是必
须换场地。”樊红英回忆说。后来，学校
把选修课的地点改在化学馆一楼的阶
梯教室，由于周围没有教学楼，对日常
教学的影响明显减小。

不久，新的矛盾又产生了。化学
馆的阶梯教室是校内为数不多的通宵
教室，期末考试或考研前的几个月，许
多同学会去教室提前占座。对此，每
学期上课前，社团成员都会在教室黑
板上写明《中国竹笛》上课时间，并请
自习同学暂时离开。

“为了证明这间教室确实有课，还
要去教务处拉单子填表格，否则别人
不会睬我们的。”回忆起那段艰难时
光，樊红英苦笑说，“有一段时间，我们
的竹笛选修课转移到了同济的工会俱
乐部。俱乐部是专门为教职工服务的，
所以一旦遇到他们有排练或活动，我
们就要换场地，必须首先照顾他们的
需求。”

除了场地矛盾，笛社运营之初也
存在不少困难。
高校艺术类社团一般每年会举办

一次专场汇演，但是笛社成立近 *年
后，才举办了第一次专场晚会，樊红英
坦言：“最大的困难是经费。”
大学社团的经费通常来源于企业

赞助或高校拨款，而举办专场汇演需
要大量经费。尽管 !"",年笛社的“‘小
荷’与‘大师’”专场晚会吸引了全校数
百名师生观摩，多数企业依旧不愿意
和笛社合作。
“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对民乐和传

统文化的支持力度还是不够，有些企
业一听到我们是搞民乐的社团，就觉
得广告宣传效果肯定不好，所以我们
的活动基本上都得依靠学校经费。”
“笛社如果有演出，需要购置服

装，到学生社团联合会基本报不到钱，
所有乐器都要靠学生自费购买。”戴
金生总觉得有点亏欠笛社的学生们。

! ! ! !现在，几乎每个同济学生都知道
《中国竹笛》和《中国竹笛演奏艺术》
这两门课，热门到“几乎选不上”。《中
国竹笛》初级班的课程容量是 *"人，
每次上课都超负荷，阶梯教室里挤满
了没选到课的学生，其中还有慕名而
来的外国学生和教职员工。

怎么才能让这么多学生都能在
课上有收获？戴金生想了不少办法。
“初级班以普及为主，通常第一堂课，
我会讲授一些竹笛的基础文化知识，
再给同学示范南北两大流派的风格，
提高大家的兴趣。”戴金生说，许多选
课的同学进大学前从来没有接触过
民乐，所以音准、节奏等乐理知识都
要从头教起。
到了中级班，他会适当提高曲目

的难度，还会教授一些笛子的基本技
巧。“所有课程都由我一个人来讲，没
有助教。每节课我会给一些同学上台
吹笛的机会，保证每个同学在课上至
少能复习一遍上节课学的曲子，课程
结束前，还会留出自由提问的时间。”
在普通高校教民乐，戴金生只能

采用大班授课的方式，和传统的小班
授课、一对一教学相比，这种方式自
然有不足之处，但学生的反馈情况却
出乎意料的好。“有多少学生能付得
起‘一对一’的学费？而在同济，大班
教学反而是一种好处，能让更多学生
来体验和感受竹笛的魅力。可能在专
业音乐院校看来，这不值一提，但这
种普及面如此广的教学，又有几所学
校能做到？”已经毕业的老社员康朝
旭认为，在普通高校开设一门民乐课
程难能可贵，更何况老师还是来自大
型乐团的首席演奏员。

在这种条件下，只要学生有兴
趣、有毅力学下去，一定能有所成就。
“对于真正对竹笛感兴趣的同学，其
实并不需要老师做特别指导，你只要
多看、多听、多问，效果不会比‘一对
一’教学差。”

作为传统文化的“第二课堂”，笛
社的教学活动得到了民乐界多位前
辈的鼎力支持。笛社成立不久，时任
中国民族管弦乐协会副会长的秦鹏
章老先生特地从北京赶来和笛社社

员交流、做指导；笛社在 !"",年首次
举办专场展演时，著名青年笛子演奏
家唐俊乔应邀献演助阵。戴金生透
露，有“亚洲第一排箫王子”之称的杜
聪曾是他的学生，杜聪之前一直不理
解恩师为何婉拒上海音乐学院的邀
请，而到同济大学做民乐普及教育。
在观看笛社同学的汇报演奏后，杜聪
终于明白了老师的苦心。他对笛社的
学生们说：“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戴老
师最得意的弟子，是他最大的骄傲。
现在看来，你们才是戴老师最得意的
弟子和最大的骄傲。”

谈到这段往事，戴金生也颇有感
触，他说：“如果我去音乐学院执教，
或许能再教出几个像杜聪这样杰出
的笛子演奏家。然而，中国笛坛并不
缺少一流的演奏家，最缺的是能真正
懂得欣赏笛艺的群众基础，尤其是具
有高文化素质的群体。大学生是祖国
的希望，未来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力，让他们理解、欣赏、演奏，进而去
推广笛艺文化，无疑是普及民乐事业
的一大进步。”

!你们才是戴老师最大的骄傲"

开课首月#投诉塞满校长信箱

从零开始#花一周把笛子吹响

艺术普及#零门槛接纳零基础

! ! ! !在同济大学，类似《中国竹笛》这样的演奏艺
术课程数量比较少，目前仅有的《钢琴演奏艺术》
《古筝弹奏》等课程，也只针对有基础的艺术特长
生，课程容量通常只有少数几个学生，根本无法起
到艺术普及的作用。一些器乐演奏类学生社团，如
钢琴协会、吉他协会等，也并非想象中的艺术交流
平台。“我加入过吉他协会，感觉协会的作用就是
帮同学们找吉他老师，上一节课，最便宜 )"元，有
点像中介。”龙天云说。而钢琴协会更像是“高手抱
团”的小团体，只面向有钢琴基础的大学生，社团
基本没有日常活动，只有在需要举办专场汇演的
时候，社团成员才会聚在一起排演节目。因此，对
不少零基础却对音乐有兴趣的学生来说，这些课

程和社团的门槛太高，令人望而却步。
笛社则不同，无论是零基础还是有一定基础

的学生，都可以在选修课和社团活动中找到一席
之地。相比学过笛子的学生，戴金生更倾向于教授
零基础学生。“首先，可以给零基础学生从头做规
矩，在白纸上作画有时候更方便，即便他们以后可
能不会再继续学习，起码基本动作和技巧很规范；
其次，让零基础的学生了解并喜欢竹笛艺术和传
统文化，才是艺术普及教育中最重要和最艰难的
事情。”
戴金生的坚持已经有了回报。如今走在同济

的校园里，到处都是悠扬的笛声，随处可见竹笛爱
好者的身影。学校里没有专门的练功房给竹笛初

学者练习，学生们就在空旷的操场、远离教学楼的
花园和学校的各种角落练习。没有老师指导，水平
较高的老社员主动给新社员讲解、示范。每周日的
下午，笛社的训练场地还对所有的笛子爱好者开
放，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为笛社不断注入新鲜血
液，推动社团大步向前。
樊红英觉得，艺术普及就像“撒种子”，等待开

花结果，需要时间和耐心，“初级班每学期招收 *"

个学生，一年就有 &$"个学生。十几年来，从同济
走出去的学生里，听到、见到或吹过竹笛的人，数
量非常可观，而这些最终考到笛社的同学，毕业后
也可以继续发挥兴趣、传播传统文化，这就是艺术
普及的力量。”

! 康朝旭!中"和同学们切磋笛艺

! 笛子演奏家戴金生陪伴同济金音笛艺社走过了 !"个年头! 周四晚上的日常教学中#戴金生指挥学生合奏

! 上海世博会期间#金音笛艺社应邀参加$世界名校大联欢%演出

! 老社员为新社员示范笛社传统曲目! 康朝旭痴迷中国笛艺文化#刻苦学习演奏艺术#已接近专业水平

! 笛艺社在第一次专场时与笛子演奏家唐俊乔同台演奏&姑苏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