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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美的旋律动人心弦，诙谐的故事节奏明
快，昨晚，由留学生和市民合演的歌剧《爱的
甘醇》作为长宁星期音乐会 !"周年庆的演
出，又为 #"!$年市民文化节歌剧艺术提升计
划燃了一把火。今天，上海市民民族歌剧选段
演唱大赛也全面启动。
市民文化节联手音协、歌剧院、上音等专

业机构共同制定的“上海市民歌剧艺术普及
计划”，定于在从今年起的 %年时间里，与中
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周小燕歌剧艺术中心等
专业节庆活动及专业机构、艺术院校联动，以
歌剧导赏观摩、经典唱段巡讲巡演，歌剧知识
普及和教唱等方式，帮助更多市民掌握歌剧
知识，培养学唱兴趣，提升欣赏水平。通过歌
剧普及推广系列活动，逐步提升本市市民歌
剧艺术素养，为歌剧艺术培育群众基础。

普及活动 形式多样
今年的活动将以“播撒歌剧的种子”为重

点，主要面向本市大专院校学生及商圈、园
区、企事业单位的白领人群。市民文化节将评
选出 #""支百强合唱团及本市音乐类相关沙
龙团队的会员，推出导赏观摩、线上线下互动
课程、经典唱段巡演等“歌剧粉丝培养”专项
活动。根据歌剧艺术普及计划，市群艺馆将开
出系列歌剧讲座、“艺术大课堂”导赏等活动。
歌剧院曾携《茶花女》进入华东政法大学

开展普及活动。“我喜欢流行歌曲，也向往歌
剧，我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经济法专业祖
沁睿来到现场时表示，小时候读的小说《茶花
女》是她最喜爱的一部。导赏会上，听完歌剧
院老师介绍背景故事、解释发音和戏剧的服
饰后，她欣然购票。在上海大学中欧学院学习
材料学的张志伟特地赶来陪女友一起聆听。
因为答对了题目，他们获得了两张赠票。“做
了一番功课”后他俩才去观摩了正式演出，
“导赏很重要，了解了欣赏的方法，才能感受
其艺术魅力。”两个年轻人还提到了对歌剧发

展的期待，“经典歌剧、民族歌剧大多反映的
是过去的时代，国外的歌剧又有语言隔阂，更
希望能有本土化、现代化的歌剧走进我们的
生活，缩短歌剧与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之间
的距离。”张志伟还提议“把意大利版经典歌
剧改编成汉语版”。

市民艺术大课堂则邀请 #"!&年和 #"!'

年市民文化节合唱大赛百强团队及各区县的
群文骨干，来到上海歌剧院观摩歌剧《阿蒂
拉》的排练，还听了上海歌剧院教师施恒的两
堂辅导课，施老师用脱口秀般的语言介绍了
歌剧的历史、嗓音的保养、气息的调整以及咬
字和唱腔。梦之韵合唱团团长王占全说：“歌
剧以前离我们太远，现在只要我们多亲近歌
剧，就会喜欢上它”。

举办大赛 培养观众
上海市民民族歌剧选段演唱大赛今日

启动。市群艺馆馆长萧烨璎表示，“歌剧源自
西方，融合了文学、表演、歌唱等艺术精髓，
是一门需要深入了解的艺术。我们只是想为
其逐步培养一批固定的观众，从最初的普
及、赏析开始，到最后自发地走进歌剧院欣
赏、支持这门艺术。”该大赛以《江姐》《白毛
女》《洪湖赤卫队》等经典民族歌剧的唱段、
重唱、合唱作品为指定曲目，分独（重）唱组
和合唱组两部分，评出民族歌剧经典唱段达
人和优秀团队后进行全市展演。大赛中出现
的优秀“江姐”，将有机会参加 (月 !日上海
歌剧院《江姐》的演出。

此外，#"!$年市民文化节还将推出“歌
剧艺术课件”，市群艺馆拟与相关专业机构合
作定制歌剧艺术课堂的线上线下课程，在市
民网络艺术学院课件平台开辟歌剧艺术普及
板块，以中青年受众为重点，开展互动式赏析
培训。“经典歌剧唱段巡讲巡演”将以各类艺
术节庆为节点，结合社区需求开展活动。

首席记者 朱光

上海市民民族歌剧选段演唱大赛启动

! ! ! !上海历史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
进入倒计时，市民有望于明年重访位
于南京西路 &#'号的上海历博新馆。
今年 '·!)世界博物馆日当天，上海
历博发布向海内外征集文物的通告，
市民来电踊跃。馆方在感谢市民的同
时也善意提醒：征集文物以市民捐赠
为主，馆方更看重文物的历史文化价
值，而非经济价值。

对捐赠者表示敬意
“上海历史博物馆永远不会忘记

捐赠者的贡献”，馆长张岚表示。据了
解，市民无条件（无偿）捐赠实物藏
品，馆方会根据捐赠物价值作一定回
报，比如，为捐赠项目举行新闻发布
会，颁发捐赠证书；在该捐赠物品陈
列展出时或公开出版的图录上注明
捐赠者姓名；根据情况给予捐赠人复
制品或照片留作纪念。张岚还透露
说，新馆落成开放后，藏品捐赠人自
然是 *+,宾客，馆方将不定期为捐赠
人优先提供“福利”，如邀请参加各类
展览和沙龙，带捐赠人参观历史古
迹，赠送博物馆的定期出版物等。捐
赠藏品之后，捐赠人也可在馆内提取
捐赠物观赏和研究。有捐赠人提出效
仿国外的捐赠模式，如生前“借展”，
去世后再捐赠。馆方表示，只要藏品
的质量有保障，无偿捐赠的方式都是
可协商的。此外，馆方将把上千名捐
赠人的姓名镌刻于捐赠碑上，用此表
达谢意。
为更好地展现上海璀璨的历史文

化，馆方还向海外征集能反映上海历
史和文化的实物和文献、照片资料。

值钱的并非合适的
上海历博拥有丰富的馆藏，与历史上那

么多人的捐赠是分不开的，这些人中有名
家、大家，也有平凡市民。公告发布一周后，
热线电话每天不断，也有热心市民直接把藏
品捧到历博。遗憾的是，有些藏品并不符合
收藏条件。“价格高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并不一
定珍贵。”张岚馆长举例道，官窑瓷器市场价
虽很高，但对上海历博而言，两相比较，可能

更倾向于收藏陈毅市长用过的普
通瓷杯。如果市民家的收藏物中
蕴含着一段记忆、关系到一位重
要人物、或在一个历史重大事件
中露过脸，那么馆方就尤其看重。
“要留心有历史文物价值的东西。
老人收藏了一辈子，可子女在老
人身故后就丢弃贱卖了。如果此
物背后真有故事，那就太可惜
了。”

张岚表示，有很多市民表示
了捐赠意愿，但甄别捐赠物需要
时间，请大家不要着急。历博新
馆落成后，馆方与公众的互动会
越来越多。 本报记者 乐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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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首席记者 王蔚）吴歌，即用吴
语演唱的、在吴越地区广为流传的民歌民谣
的总称，它于 #""$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今天上午召开发布会，介绍音乐科技系系主
任申林副教授与谢晋影视艺术学院青年教
师赵娴，历时近 !"年的研究成果———他们
从吴歌传人口中抢救记录、整理出了一大批
几近失传的悠扬歌曲。

申林与赵娴夫妇多次赴崇明采风，以
进一步考证崇明民间“山歌是张良所造”

的传说。经全面挖掘、整理后，他们得出结
论，上海的奉贤、崇明等地歌手们所唱的
“张良军师计谋好，手里拿管凤凰箫。吹散
八千子弟兵，还要空中放纸鹤”，其出处便
是刘邦与项羽垓下之战中“四面楚歌”的
典故，这在《汉书·张陈王周传》《史记·留
侯世家》《史记·项羽本纪》《史记·高祖本
纪》中都有相应的叙述。而“四面楚歌”其
实就是“四面吴歌”，这是因为当时楚国疆
域发生了很大变化，“楚歌”与“吴歌”也得
以充分地交融。

“四面楚歌”实为“四面吴歌”
一对青年学者经近十年考证后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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