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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 ! 社区版

上海财大民乐团为比赛备战更为传播传统文化而坚持

! ! ! !上海财大艺术教育工作以“思
想引领、艺术培养、美育拓展、服务
成长”为宗旨，紧扣艺术教育独特
的思想性、艺术性、创新性特点，融
入学校“培养健全人格、促进均衡
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在提升人
才培养、优化校园艺术环境、培养博
雅艺术人文氛围、增强学校社会服
务方面取得积极作用。

团委书记沈亦骏总结长期艺
术实践活动，从“培育篇”、“成果
篇”、“展望篇”三个层面分享了美
育工作情况。在学生培养上，上海
财大一直坚持基础艺术服务教育，
依托艺术教育基础课程、艺术沙龙
专项项目、五大艺术团实现艺术教
育的第一、第二课堂联动机制，!!
门通识艺术课程内容覆盖音乐、戏
剧、舞蹈、绘画等各种形式，年覆盖
学生达 !"##人次；学校坚持通过
艺术实践做好传统文化的弘扬和
服务社会的公益服务，各大学生艺
术团也在各大专业赛事中屡获佳
绩。在未来的美育教育开展中，学
校将继续全面整合校内艺术教育
资源，创新艺术教育形式，激发学
生的原创活力，拓展交流渠道。

记者 易蓉

! ! ! !上海财经大学在本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期
间承办器乐类专场比赛。为了筹办此次专场
展演，学校从场地建设、压力测试、志愿服务、
后勤保障以及新闻宣传方面开展工作，保障
大艺展器乐类专场比赛的顺利进行。开幕前，
学校已经完成了各场地的修缮和维护工作，
并组织各项大型专项演出进行压力测试。此
外，为应对近 !###人的展演人流量，学校在
志愿者配岗服务、校内交通、安全保卫、餐饮
健康、网络支持等方面均进行了了认真筹备，

以确保展演工作的安全有序开展。
器乐类专场展演在上海财经大学艺术中

心进行，艺术中心建筑面积约 $%##平方米，
中心剧场观众席可容纳观众 %##%名。为了配
合专场，艺术中心还在去年翻新改造的基础
上增加了专业的反音板、吊装话筒等设施。器
乐类专场很特殊，乐团的乐器体量不小，有些
还有大型乐器，对场馆空间要求很多。为了服
务好全国 &'支参赛团队，上海财经大学还特
别将综合体育馆也作为此次大艺展的专项场

馆，为乐团提供后场和排练空间。为了方便团队，
学校还为参赛团队准备了校内接驳车并制定行
车路线，保障从排练到展演能够顺利进行。

上海财大团委书记沈亦骏介绍，为服务
好参赛团队，上海财大已经组建 !$#人的志
愿者队伍，!$#个岗位随队志愿者，不仅为每
支乐团配备 !名随队志愿者，还在参赛团队
下榻宾馆安排驻地志愿者调度车辆和食宿，
此外，还有专门的志愿者负责校园引导和展
演当天场馆岗位等。为了提供专业的志愿服
务，上海财大志愿者已经经过校内、组委会专
项和岗位实训等 &轮培训，并提前熟悉工作
场馆环境。
“考虑到展演团队师生来自全国各地，餐

厅将采用自助餐的形式，确保所有参加展演的
师生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酒酿圆子、本帮炒面、
油爆虾，在兼顾南北差异的同时，我们也想让
远道而来的老师和同学尝尝我们的上海特
色。”上海财大后勤实业中心主任魏立东说。

此外，除了安保方面的后勤保障工作，比
赛期间上海财大校园将在教学日内接纳两千
多人的参赛团队，餐饮问题也极为重要。为此，
上海财大开放教工餐厅作为展演参赛师生的
就餐场地，按批次循环就餐。医疗保障方面，除
校医院医生外还特别外请对口医院医师排班
进驻值守；网络支持方面，学校教育技术中心
牵头保障，实现现场直播和无线互动需求。

记者 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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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年，上海财经大学民乐团将登上全国
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舞台，恰巧财大承办器
乐专场，民乐团在“主场”展示风采，同时也是
以东道主的身份迎接来自全国高校的乐团。

说起这支乐团，创建于 %(((年的上海财
大民乐团当时是上海的第一家高校民乐团，
乐团规模最大的时候拥有 )#名团员，并一直
保持着高演奏水准，曾经在三届大艺展中获
得过一等奖。

上海财大人文学院艺术教育中心副教
授、江南丝竹上海市传承人阮弘从创团伊始
就作为指导教师伴随乐团成长，她介绍，学校
聘请了夏飞云、刘捷等著名指挥家担任指导
老师，认真做好常规训练，积极参加各项大型
赛事并多次斩获佳绩；同时，作为上海市江南
丝竹项目保护传承基地以及江南丝竹的领军
团队，民乐团始终致力于江南丝竹音乐的推
广和普及工作。“乐团的特长生和非特长生各
占一半，平时由学生自主管理运营。乐团作为

艺术教育的第二课堂，让孩子们成长很快。”
阮老师说，“经常有乐团的毕业生回来看我，
他们有的毕业后选择了音乐专业继续深造，
后来从事音乐领域的工作，有的在金融机构
就职却也一直保持民乐特长和爱好，成为金
融圈的一支民乐队伍。”

今年的展演，上海财大民乐团特别准备
了一曲《月儿高》作为展演曲目。这是一首著
名的琵琶古曲，最早的曲谱版本可以追溯到
明朝。建国后，作曲家、指挥家彭修文将它改编
成合奏曲，保存了原曲的结构、旋律和风格，添
加了二胡、箫等抒情乐器，使得乐曲更加细腻
优美，音色更为柔和。选择这首古曲作为展演
曲目，是上海财大乐团对传统文化的致敬。“其
实现在新编民乐的关注度很高，许多学生的音
乐入门也是从西方化的教学环境中成长起来
了，反而一些传统曲目无人问津。所以我们希
望从最古典的曲目开始，让高校学子能够更加
接近和理解传统文化，以实现传承。”

演奏的技艺并非难事，但要理解古曲却

并不容易。“这首曲子是大唐风味，非常古朴，
描述月升到西沉的过程，全曲华丽缠绵，极具
舞蹈性，描写了月亮从海上升起直到西山沉没
这一过程中的种种景色和意韵。”阮弘说，刚开
始团员们能够感受意境之美，但一下子很难完
全理解其中的深厚情感和内涵。于是，)#多高
龄的民乐指挥家夏云飞先生一次次亲自来为
学生们讲解，让年轻人演绎出深沉韵味。

曲子的最后一段，描绘云雾缭绕之中，月
亮渐渐从海中升起，层层云雾渐渐拨开，月光
万丈光芒四射。这一部分，打击乐的配合至关

重要，器乐的声音
“拨云见月”，也烘托出了云雾背
后月光的洁亮。阮老师介绍，曲子中还融合了
昆曲的元素，要演奏出昆曲曲调的悠然自得。
这一点一滴的细节，浓聚成韵。“排练到后来，
学生们也越听越喜欢。”
对民乐团成员来说，$年大学生活，这一

段经历最难能可贵。对高校乐团来说，“铁打
的营盘流水的兵”，学生总要升学毕业，但每
个人都非常珍视加入乐团的时光，以最高的
标准要求自己，乐团也从不降低艺术品格，大
团队排练小声部小课，不断磨合努力，保持乐团
高演奏水平。此外，学生自主运营的乐团也成为
锻炼大学生能力的平台，团队合作、管理能力、
舞台自信，看着学生们一天天全方位成长，阮老
师心里也很高兴。“不仅如此，在乐团基础上成
立的江南丝竹小组也获得很多奖项，我们也作
为上海市江南丝竹保护传承基地请专家来分
享交流，为师生演专场，普及民乐艺术，传播
传统文化之美。” 记者 易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