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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很多家长和老师都担
心现在的青少年们会受一
些歌曲内容的影响，太成人
化和情绪化的歌曲会影响
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一个健康的歌曲环
境，对于青少年们的成长非
常重要。”全国人大代表、青
年歌唱家谭晶日前在接受
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今年
两会她提交了一份新提案
《关于加大青少年歌曲创作
引导力度的建议》。她希望
国家和相关部门出台政策，
引导和鼓励词曲作者创作
出帮助青少年励志成才的
歌曲。

谭晶介绍说，在写这份
建议之前，她关注过一组数据：乐坛
关注度最高的歌曲排行榜统计结果
显示，!"#$年 !%期前十名、共两百
首歌曲中，爱情歌曲占 &'(，公益
歌曲、励志歌曲占 )(，弘扬爱国主
义精神的歌曲一首都没有。上榜的
爱情歌曲中，体现积极健康爱情观
的不到 !%(，大部分是无病呻吟、
苍白空洞的东西，有的甚至鼓吹快
餐式爱情、买卖式爱情。“这些价值
观模糊甚至扭曲的歌曲对青少年产
生的负面影响令人担忧。”
谭晶在提案中建议设立青少年

歌曲创作基金，建设由业务主管部
门掌控的创作基地，设立国家级的
歌曲创作和音乐评论大奖等，“力争
寻找到一批像《让我们荡起双桨》
《闪闪的红星》这样能够影响几代人
的新时代经典歌谣。同时，从众多参
赛作品中挑选出一批励志、阳光、积
极向上的歌曲献给中国农村的广大
留守儿童、进城务工青年等青少年
群体，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用歌声
鼓励他们自强不息、健康成长，奋发
有为。”谭晶同时强调说，“不是不要
大家喜欢的流行明星。我认为*包括
王力宏、周杰伦、韩庚等等都是非常
出色的，他们身上有很多才华都是
青少年朋友所欣赏的。我也希望能
够与他们有合作，请他们帮忙为青
少年创作一些青年励志歌曲。”

驻京记者 孙佳音

!本报北京今日电"

! ! ! !曾经红透世界歌坛的瑞典国
宝级摇滚乐队罗克赛特，昨晚在
上海大舞台开唱。对于这样一个
承载了一代人青春记忆的乐队，
昨晚的现场观众显然以中年人为
主。在短短 $小时 '!分钟的演出
中，尽管主唱玛丽已经无法飙出
当年那极具穿透力的高音，但现
场观众依然给予了齐声合唱的热
情和雷动的掌声。

依然一头标志性的银色短
发，但岁月的痕迹还是无情地烙
印在脸颊上，今年已经 +'岁的玛
丽虽然很努力地演唱，但 $%年前
的那场癌症重患显然限制了她在
高音区的发挥。相比之下，乐队的
主创佩无论在体能还是音域保持
上，都明显要好许多，整场演出
中，他怀抱吉他游走舞台四方，又
唱又跳，带动了全场气氛。

经过了几首歌曲的暖场，当
《,- ./0- 1234 5446 7834》的旋律
响起后，观众的情绪被调动起来，
一起跟着音乐的节奏拍手，一起在
玛丽的指挥下合唱，大家宛若置身
于一个大派对中。这些 !%年前的
流行歌曲，让许多衣冠楚楚的中年
观众仿佛又回到青春岁月，站起身
来和着音乐忘情地舞动。在数首歌
曲的高音部分，玛丽因身体原因而
降低了调门或干脆把话筒递向观
众，大家仍然用掌声来鼓励她。其
中一次，玛丽递话筒的时间过长，
观众们唱着唱着忘了歌词，结果台
上台下笑成一片。

不擅灌水的罗克赛特和观众
的言谈交流并不多，只是卖力地
在台上表演。《98:;<=4》《>8? @8

A8/ @8》《B2=<6C D<E4 F B78?4;》
等经典歌曲逐一被唱响，玛丽返
场演唱了《D<0-46 -8 :8/; 142;-》
后，整场演出结束。虽然，整个演
唱会时间不长，但上海观众用宽
容的心态为谢场的罗克赛特乐队
奉上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本报记者 罗震光

! ! ! !古筝演奏家罗小
慈近日推出原创音乐
作品集《墨·戏》，在这
张专辑中，她首次在
演奏之外“献声”。日
前接受记者采访时，
罗小慈表示，艺术本
无边界。

专辑中收录了 )

首音乐作品，前 G首
为器乐作品。筝独奏
《墨戏》宛如一个人的
交响乐；大提琴与筝
二重奏《静夜思》体现
了中西乐器的碰撞与
交流，将思念的主题
刻画得丝丝入扣、动
人心弦；七重奏《山
居》的童趣、素朴、快
乐，筝与打击乐《功
夫》的粗犷张狂和力
量感，闪现出作者丰
富的内心世界。

《咏梅》《如梦令》
《蝶恋花》则是 '首筝歌作品，这也是
本张唱片的亮点之一。自弹自唱的形
式古已有之，创造一种个性化、具有
中国古典气质同时又能体现时代性
的新声腔是罗小慈一直探索的方
向。近年来她跟随女高音歌唱家鞠
秀芳学习发声方法，在这'首筝歌作
品中，她借鉴了戏曲的润腔用韵，融
合了民族声乐及通俗的演唱方法，一
方面追求音乐的格调和韵味，另一方
面注重与当代观众的交流与共鸣，力
求明白晓畅，既有特点又好听。对于
这样充满挑战的转型，罗小慈淡然表
示：“艺术本无边界，古代的琴棋书画
均是文人墨客必备的修养。头衔身份
不重要，哗众取宠或故作艰深的心态
亦不可取。创作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
程，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否定、不断超
越的过程，其间充满乐趣。”

本报记者 夏琦

把学指挥的年轻人拉出来“遛遛”
———从上音学生今晚登台执棒交响音乐会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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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塞特乐队昨晚上海演出气氛热烈

儿童文学不等于浅薄故事
———作家学者谈对创作和阅读现状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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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小慈 图 HI

! 罗克赛特的演唱依然富有激情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 谭晶 图 HI

! ! ! !交响乐队排练时，一般都由指
挥对乐手“挑三拣四”。但是，记者
昨天在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的排
练厅里却看到，一个乐章排完了，
乐队首席陶乐对指挥提出了注意
事项和要求。原来，站在指挥席上
的是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的学生。
面对编制完整的管弦乐队，年轻的
学生们缺少实战经验，有点紧张和
忐忑。但是，经过乐手们的几天“调
教”与磨合之后，今晚，J名指挥专
业学生要在贺绿汀音乐厅轮番登
台执棒。指挥家张国勇说：“如果不
把学指挥的年轻人从课堂上拉出
来‘遛遛’，那么，培养出来的毕业
生永远是连助理指挥都当不了的
‘半成品’，国内乐团指挥紧缺的现
象，永远也改变不了。”

乐团呼吁 不绝于耳
在北京参加了全国两会后，张

国勇回到上海就从机场直奔排练
厅。他说心里有一种紧迫感：“各地
都在紧锣密鼓推进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短短几年内，交响乐团一下
子增加了几十家。但是，缺少指挥
人才却成了大多数乐团的发展瓶
颈。大家都在呼吁要改变现状，我
能不着急吗？”记者从中国交响乐
发展基金会了解到，!""+年，该基
金会属下的交响乐团联盟成员只有
$&家，去年仅内地就已经拥有 +G家
交响乐团。但是，乐团数量的增加，并
不意味着交响乐已经成为各地舞台
的主力军。由于指挥人才严重匮乏，
音乐总监缺任、虚任、兼任的现象较
为普遍，乐团缺少驻团指挥、常任指
挥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全国的乐
团能够建立完整年度音乐季、具备实
力有规律举办音乐会的乐团寥寥无
几。为此，这些年来国内每当举办交
响乐论坛，要求加强对指挥人才培养
的呼吁不绝于耳。

对琴指挥 非改不可
张国勇曾任深圳交响乐团等

乐团的音乐总监，目前还担任着上
海歌剧院艺术总监。深知乐团缺少

指挥，等于少了艺术主心骨，因此，
他在就任上音指挥系主任后，把建
立指挥人才培养的有效机制，当成
了迫不及待要去完成的任务，“上
音指挥系承担着向全国的乐团输
送指挥人才的培养责任。但是，社
会上的职业乐团奇缺指挥，高等音
乐学府的指挥系学生，只能在教室
里对着钢琴学专业，毕业后到了乐
团当然无法胜任岗位工作。社会需
求与学院培养不能对接的问题，不
但导致难以改变指挥奇缺的现状，
还造成了人才的严重浪费，已经到
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他的忧虑，
得到了上海音乐学院、市教委和上
海大剧院艺术中心等的理解。在各
方的支持下，上音指挥系从去年起
建立的“未来指挥家”系列，被纳入
了上海市文教结合工程推进项目，
已在全国率先实行了学生指挥职
业乐团的常态化机制。

各方支持 形成机制
“虽然是刚刚起步，但对于学

生来说，教室上课与排练厅实践，
效果有很大区别，能够指挥公演音
乐会，收获更大。”张国勇感叹道。
“你看，学生站在指挥席上，面对
的是比他们年龄大得多的乐队成
员，总会有紧张和慌乱，出差错也
难免。但是，乐团的职业演奏家们
都能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重来。
对于学生来说，这么多的乐手都
成了老师，得到的不仅是经验的
积累，更懂得了如何去交流，如何
根据现场情绪进行应变和调节。”
据了解，上音指挥系还实行学业
竞争机制，不但为优秀学生提供
执棒交响音乐会的机会，还联系
了上海民族乐团、上海歌剧院合
唱团等专业文艺团体，提供指挥
不同品种音乐会的机会。他说：
“虽然仅靠一所音乐学院的力量，
一下子还改变不了国内乐团指挥
奇缺的现状。但是，音乐学院绝不
能袖手旁观，如不去尽力尝试，是
永远也改变不了的。”

资深记者 杨建国

! ! ! !假如一天有 !+个小时，你会
做些什么？上海少年报社日前举行
的一次活动中，给出了这样的命题
作文，但 &"(的学生写的是做作业
或玩电脑，只有个别学生提到了阅
读。日前举行的“上海市儿童文学
迎春座谈会”上揭晓了“!"$$年度
上海市儿童文学最佳作家作品”$'
篇，陆梅的《看树》、梅子涵的《十三
岁的故事》等获奖，在表彰这些作
品的同时，不少与会者谈到儿童文
学阅读和创作的现状时也提出了
一些忧虑。

孩子没空阅读
上海少年报社副总编辑姜丽

军提到两件事情。其一是日前少年

报社举行小作者小读者实践日活
动，让参加的孩子们现场写一篇小
作文《假如有 !+个小时》。姜丽军
说，在她所评卷的 !""多篇小作文
中，几乎 &"(的孩子写到如果每天
多出一个小时，肯定就是被家长布
置的多出来的作业占据，或者就是
利用这一小时玩电脑、看电视，只
有个别同学写到会用来阅读、发
呆、想象，只有一个同学说会把这
一小时用来和童话故事里的人物
玩。另一次的活动中，他们让一些
五年级的学生写一篇文章，与读过
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对话，结果大
家写的基本都是喜羊羊灰太狼或
者柯南等动漫人物，很少有人写到
真正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

姜丽军表示，文学读物被教辅
挤占，孩子们的阅读时间和阅读故
事的渴望被学科竞争剥夺，儿童文
学塑人、养人的教育功能被轻视。
现在孩子们的文学作品的阅读量
甚至比 !" 年前的孩子们有所下
降，从文学作品中获得感受的能力
也差了，很多学生根本接触不到优
秀的儿童作品。

作品水准下滑
孩子们不读儿童文学作品，一

方面固然是没时间读，另一方面，
儿童文学作品本身也存在问题。上
海市儿童文学研究推广学会会长
张锦江说，目前不少儿童文学作家
的生活面比较狭小单薄，“儿童文

学之大是生活之大，儿童生活应包
罗社会万象，应是新的生命的百宝
全书。但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大部
分写来写去就是在一个小小的生
活空间里，很多儿童文学作家远离
儿童缺乏生活，更多的是凭借一点
道听途说，凭空编造一些毫无生活
容量的学校故事。这种生活的局限
面不突破，儿童文学的大作品是很
难出现的。”

张锦江说，儿童文学不等于浅
阅读。现在市面上流行的所谓儿童
文学作品大多是浅阅读的读物，并
非真正意义上的原创儿童文学作
品。一些所谓的儿童文学几乎是疯
狂地乱编故事，儿童文学作家中“统
货”比较多，好像只要能编一些儿童
故事就是儿童文学作家了。儿童文
学作品变得浅薄，失去了分量。好的
儿童文学应当能让小读者随着年龄
的增长，一层一层地品味出作品的
不同内涵来。 本报记者 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