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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朗读亭上海第二站今天 !"时在思南公馆
迎接读者# 最早的一位朗读者 $时 %"分就等
在了晨曦中……

昨天是上海图书馆东侧广场流动朗读亭活
动的最后一天。记者发现，朗读者所朗诵的大
多是曾经打动过自己的文字，这些文字往往节
选自经典小说，诗歌或其他类别的文字著作片
段，现场长长的队伍中，众多排队者手里捧着
的并非厚厚的书籍，而只是几页纸。而在最后
一天赶来的朗读者中，几乎一半以上的人朗读
的内容是自己原创的书信和诗歌。

用信诉说的故事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年轻女士略带羞

涩地告诉记者，为了给爱人一份生日惊喜，她
的朗读内容是写给他的一封信，信里回顾了两
人从异地恋、校园恋，最终修成正果的过程。
“作为一个纪念，也很浪漫。”

一头短发、拥有好听的女中音的闵娅笑着
告诉记者，女儿今年要高考，爱朗读的她报考的
是上海戏剧学院。作为母亲，她为女儿写了一封
信，“女儿那么爱朗读，我想就为她来朗读亭读
一下这封信吧。”其实，闵娅前一天就来过朗读
亭，但 !!时不到，就被告知当天轮不到了。“谨
以此文，献给我的女儿，祝福像她一样的高三
孩子们高考顺利。有时候，洒脱一点，眼前便柳
暗花明，宽容一点，心中便海阔天空，身边的世
界，往往比我们想象中的要睿智与宽容。”

退休讲解员钱佩华经长时间等候已有点
站立不住，有残疾证的她坐在自己带来的便携
小凳子上，她这次来朗读的内容是写给经常聚
在一起的小姐妹的一封信，她们的子女大多去
了国外，钱佩华以这种形式来安慰她们也安慰
自己，她说，信中的这首诗也是她经常读给她
们听的。“岁月像美酒，越沉越香透……心中有
太阳，春天不会走。”
因父亲去世，在归国奔丧的国际航班上，

朱振蓉边流泪边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追忆父亲
的一生，这次，她要朗诵这封写于 &""'年的
信：“爸，愿你的在天之灵保佑，女儿做什么都

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仍和从前一样我们谈笑风
生，隔着天地还有心灵的对话……”多年的海
外经历，她说自己的中文其实都忘得差不多
了，有这样一个机会参与朗读，觉得十分欣慰。

用诗记录的感受
原本准备了《春江花月夜》的谢淑华，到现

场后却决定写一段父母的故事献给他们，即兴
书写的都是父母日常生活的小细节，她说父母
都是很朴实的农村夫妇，但是他们一辈子相亲
相爱，对子女的影响很大。“我种下一株玫瑰，
收获荆棘的枝，刺伤娇嫩的心，滑下一滴泪
……”这是排在队尾的吴浩铭写给前女友的
诗，是他们分别之后的偶然之作，平时吴浩铭
喜欢朗诵，借“朗读亭”这个平台他希望用声音
表达一下对逝去情感的怀念，“也许以后彼此
就再也见不到了。”

写了《梦上海酒吧》的徐勇谦捧着自己的

著作来到了朗读亭前，他要把这个写着老上海
故事的书中最后一段在朗诵亭里读出来。

就职于出租车公司的俞伟国要朗诵的是
自己 !''"年写的诗歌《春天来了》“大地，在阳
光下苏醒；叶儿，在春雨中翠绿晶莹……”，他
告诉记者，!'$% 年，全国号召向雷锋同志学
习，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自
己当时才念小学五年级感受特别深，“到了
!''"年，又提出号召向雷锋学习，我就把这个
感觉写成了这一首诗，这次我把诗歌找出来，
重新念一遍，也算是回报社会。”
每一个来朗读亭的朗读者，都有一个属于

自己的故事，据现场工作人员透露，前一天还
有一位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姑娘，在朗读亭里
念了一首写给姥姥的诗，虽然她朗诵的语气语
调幽默诙谐，但听者无不落泪———“我就像一
颗清早的露珠，一阵吹过的晨风……”

本报记者 徐翌晟

有的读书有的读诗有的读信

让“自己的故事”走进朗读亭

! ! ! !本报讯（记者 肖茜颖）为期
一个月的“敦煌壁画艺术精品高校
公益巡展 ”今天在同济大学博物
馆启幕，向市民免费开放。
该展由敦煌研究院、同济大学

等主办。展览现场还原了元代晚期
最重要的代表窟———莫高窟第 %

窟，同时展出现代数字技术复制的
敦煌壁画艺术精品 $$件、藏经洞

文献复制品 $ 件及绢画复制品 (

件和经典彩塑 &身。现场的 )*技
术将为参观者带来动感体验：戴上
眼镜便可在 %" 个石窟中自由穿
梭，一睹敦煌绚丽的容颜。

虽然所有敦煌壁画都是复制
品，但每一幅都是由 &"""多张高
清照片合成的，精致到能让人感受
到砂石墙壁的肌理。

! ! ! !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实施，社会对持续建设
公共文化的决心更加凸显，作为公共文化输出的一
环———校园雕塑的建设同样引人关注。近二十年来，上海
高校校园雕塑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与欧美发达国家
相比，数量与水准在整体上还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

校园雕塑的瓶颈
记者走访后发现，目前上海多所高校的雕塑，有些

是大型的纪念性雕塑，中小型装饰性雕塑和具象雕塑也
较常见。在复旦大学上海视觉学院教授丁乙看来，西方
校园中往往留存有各历史时期的雕塑，品类丰富，艺术
性强，“国内高校雕塑的题材偏爱古代名人、学校名人等
雕像，较为传统，很少关注当下的生活与社会变迁”。华
东师范大学美术系副教授王曜说：“通过这些人物雕塑，
学生的确能受到一般意义上的正面影响。但通过雕塑语
言体现精神层面更深刻、更本质的内涵，挖掘并还原这
些人物的魂魄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了，而这个‘层次’
也是大学高度的具体呈现。”
此外，部分雕塑重复使用固定符号也使作品具有同

质性。“一些雕塑常用马、鹰或小苗等展现奋进、腾飞的
意象，导致有些作品并未进入艺术层面。”丁乙指出，这
些积极的意象其实完全能够用雕塑的艺术语言来表达，

但前提是它必须成为一件艺术品。

寻找改变的方法
在复旦、同济、华师大、财大校园中，当被问及最喜

欢母校的哪个雕塑时，学生们往往会茫然，较多人的第
一反应是“校园里有些什么雕塑？”“哪里有？”同济设计
创意学院的一位大三男生说：“很多雕塑跟不上时代的
节拍，与我们有距离。”华师大一位研究生的困惑似乎能
代表很多学子的心声：“不知该从哪个角度去解读作品，
最好在作品前有些说明文字。”
王曜分析说，一些抽象雕塑学生不能接受或不能被

其打动，主要是对抽象艺术的了解还不够，“现代美术在
西方已发展了一百年，尽管如此，很多西方人也不一定
完全懂抽象作品，但他们至少已见怪不怪了。”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隋建国表示：“一个雕塑该
不该进校园，放在哪儿，得由三方来决定：艺术家、校方和
学生。学校可就此征询学生的意见。”他认为，在此过程
中，学生将完成自我教育，了解设计者的意图、雕塑背后
的意义，甚至提出更好的建议。“公开讨论也能让艺术家
不局限于自己的小圈子，了解公众需要什么。”中国美术
馆馆长吴为山认为，公共艺术作品都应贴近群众，体现高
雅，关键是找到最佳的结合点。 本报记者 肖茜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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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雕塑何时“加分”？
作品层次与学府不甚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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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入夜! 朗读亭黄色的灯光驱散了些许

城市街头料峭的春寒" 就像暗沉海上的一

座灯塔! 纵然在现实层面上无法考量真正

的实用性! 但它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慰藉

航行的心灵!告诉人们!始终有光" 昨晚结

束的上图朗读亭前!人群久久不愿散去"没

有想到!流动于全国的#朗读亭$在上海闪

烁出了普通人的原创智慧之光%

最初! 人们朗读的是那些经典著作!或

短或长! 原本熟悉的文字被赋予了个人情感

和故事" 而用自己的声音读着别人的作品!与

用自己的声音读自己的作品终究是不一样

的"自己的声音寄情于他者的文字!所带来的

共通是一种与他者情感宣泄的共鸣!而读出

自己亲笔写就的作品!那该是更为直接热烈

的表达" 这样的表达!除了文字与声线所结

合的光芒!更是自身充沛的原创力的体现"

读出你的所爱!也读出你自己"徐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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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流动朗读

亭前依然排着长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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