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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寒风瑟瑟，朗读却为市民带来暖意。连
日来上海的朗诵朗读活动丰富多彩，名家
竞相为老百姓奉送乐“读”艺术。

上海市朗读协会会长陆澄昨日接受记
者采访说，当下处于有声阅读时代，朗读的
门槛很低，但是老百姓想听到优秀的朗诵
作品，并非易事。为了推广优秀的朗诵艺
术，由焦晃、梁波罗等老戏骨挂帅的《行板
如歌》名家名作朗诵晚会将在明年 !月 !"

日献演上戏剧院。“这将是一场好听更好看
的朗诵会。”演出策划者朱烁渊称。

体验 接地气的周末朗读会
“高仓健来中国，看到毕克为他配音的

中文版影片，非常满意……高仓健晚年主
演《铁道员》后特别提出毕克为他配音，可
惜老毕那时已卧病在床……”昨日，在亚振
海派艺术馆大厅内，上海电影译制片厂演
员、导演黄莺凝神朗读《银幕上的好声音》
一文，如数家珍般道出电影译制片厂的台
前幕后。故事末了，《简·爱》的主题音乐响
起，译制片中李梓的配音如此熟悉：“埃德
蒙，我回家了，请让我留下……”现场所有
人陷入沉思。

这场名为“红蔓朗读会”的活动邀请名
家名人朗读了精选自《红蔓》杂志中的优秀
文章：主持人曹可凡朗读了亲笔之作，追忆
画家唐云，话剧、影视剧演员冯晖带众人领
略外滩华尔道夫又名上海总会的前世今
生，天鹅绒般的声音演绎出海派优雅……

不满足于传统的朗读会，文章的主人公来
到现场参与互动，在话剧演员王一楠读罢
《茅善玉 最上海的女性》后，沪剧表演艺术
家茅善玉登台献唱。白领张女士表示：“之
前没有参加过这么优质又接地气的朗读
会，这是一种艺术的享受。”

活动主办方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上
海总部部长朱争平介绍，采用公益沙龙形
式并邀请文化界名人来朗读佳作，就是希
望广大市民能感受文化的力量。

教学 让文字插上声音翅膀
“只要会说话的人就可以朗读朗诵，需

要注意的是不一样的词，要用不同的色彩
笔去画，声音就是那支彩色笔……”!#月 !$

日，上戏表演系副教授、配音演员王苏（见左
图）以诵读基础知识开启了品读演讲上半
场。上戏的新实验空间内摆上了加座，观众
席中除了专家、上戏学生，还有不少市民。

王苏举例，“《咏鹅》中‘鹅鹅鹅’三个字
朗诵出来是不一样的，可以把第一只鹅想
成大鹅，第二只小鹅，第三只老鹅，语调语
音就会区别，声音的笔才能画得更加细，这
样的方法同样可以教给孩子。”此外，在中
戏学表演的她不满足于单用声音，眼神与
肢体动作都是她的诵读工具。
“我希望将作者写在纸上的优美文字

立体起来，形成一个个丰富的声音画面，让
大家真正感受到语言打动人心的魅力。”她
总结。下半场，她用温暖的声音朗诵了《树

上的那只鸟》《哑巴夫妻》等 %&部作品，演
示了如何绘声绘色、声情并茂地诵读，强烈
的代入感让不少观众悄悄地擦去眼泪。上
戏表演系一年级男生感叹：“故事中的很多
事都没经历过，但是当时我却感受到了那
些场景，也回想起小时候做的事情，眼泪就
淌下来了。”

业界 让朗诵会贴近当下
专家意识到，有了群众基础，朗诵必须

与时俱进，于是一场星光璀璨的名家朗诵
会将探索当下的朗诵形式。

上戏 !'月 !(日发布，《行板如歌》多
媒体名家名作朗诵晚会已开票。整场演出
汇聚上戏三代艺术家，“话剧皇帝”焦晃，知
名演员祝希娟、梁波罗、娄际成、张名煜、任
广智与俞洛生等倾情投入。晚会朗诵的 %)

篇诗歌与散文，全部取自古今中外的文学
经典。“臧克家和鲁迅的作品会跨越时空相
遇，非常有意思。”演出策划者朱烁渊表示：
“一直以来，朗诵的形式走得还不够快，所
以我们要呈现一台好听好看而且走心的晚
会，符合现代审美，让更多年轻人领略老艺
术家的风采。比如，我们专门设立多媒体制
作团队、人物造型团队，还与话剧艺术中
心、上音等合作。”

陆澄认为：“赋予朗诵朗读更新的形
式，提高群众的朗诵水准和鉴赏水平，这台
晚会将是一次很好的契机。”

本报记者 肖茜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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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朗读是对于浮躁都市人的一次心灵马

杀鸡!也是在倡导"全民阅读#的当下!让更

多人回归阅读尤其是精读的一个妙法$

关于朗读%朗诵%诵读的异同!在业内一

直存在争议$根据陈宝如&朗读常识'的说法(

朗读完全靠声音表达作品的思想情感! 不必

过于夸张$朗诵是表演给对方听与看!要求绘

声绘影!以眼神%肢体语言配合表演$ 朗诵通

常不能看稿$上戏表演系副教授王苏认为!诵

读是朗诵与朗读的结合! 其实更多的时候三

者界限会有所模糊!艺术手段交叉使用$

不过! 专家与爱好者一致肯定了朗诵

朗读的益处$

上海图书馆朗诵团成员任元春特别享

受能在朗诵中欣赏优美文字! 获得精神上

的愉悦!朗读于她是一种学习修炼$朗读也

给初中语文教师的她带来很多教学灵感$

听众!也受益匪浅$ 王苏认为!诵读能

将优美的文字立体起来!赋予生命!让聆听

者发现人生的美丽!净化浮躁的心灵!传递

亲情的力量!塑造完善的人格$

朗读堪称零门槛! 近年来上海有越来

越多的群众加入有声阅读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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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距离白岩松《白说》读者交流会开场还有
%个多小时时，芮欧百货的钟书阁门口“铁杆
粉丝”们捧着书已排起长队。下午 *点半，白
岩松一身休闲装准时抵达，快人快语地开始
了“不说白不说，《白说》不白说”的“聊天”。

影响社会一点点!也就不白说
既不开微博，也不用微信，白岩松却发

现，因为自己的“不说”，署名“白岩松”的言论
反而越来越多。虽人到中年，有权保持沉默，
可为避免“被冒名说”，不如效仿范仲淹“宁鸣
而死，不默而生”，反正“不说白不说，白说不
白说”。

白岩松感慨：“我用嘴活着，也自然活在
别人嘴里。”既然互联网造就的开放时代，无
论怎么“说”，个人的声音总归只是万千声音
中的一种，但如果个人的“说”能汇入推动与
建设的力量中，为别的人生和我们的社会，起
一点哪怕小小的作用，也就算是“《白说》不白
说”了。

智慧远胜于知识!还要多读书
网络带来了巨大信息量，然而其中有多

少有用信息却值得考量。白岩松说：“别以为
你刷个微信就是在读书，别以为你学了点知
识就拥有了智慧。”

在这个信息提取愈加便捷的互联网时
代，掌握知识早就不是傲娇的事。“过去知识
分子是极高的称谓，但互联网时代，获取知识
极为容易，老师在课堂上讲到’三’，学生已经

百度到‘八’了，处处是头条、问答、知乎，你光
有知识有什么用？储备再多，不过是个人肉移
动硬盘，还不一定有人搜索来得快。”白岩松
直言：“现在的’知识分子’应该尽快让自己进

化为’智慧分子’，读书不只为了储备知识，而
是要将这知识转化为做人的智慧。”

然而，这种转换依靠的还是读书，多读书、
读好书。因为读书是在和比自己高的人交谈，
这和聊微信是有本质区别的。最让白岩松痛心
的是，现在年轻人正在渐渐丢失读书的传统。
他回忆他的大学时代，“物质上穷得像乞丐，精
神上富得像贵族”。因为那时读书是时尚，就连
追女孩，也要读尼采、萨特，“不然没有谈资”。可
现在，大学生四年下来能读几本书？要知道哈
佛学生的阅读量可是一年两百本。

书籍提升视野!增加幸福指数
自读书中汲取智慧，再运用智慧找到真

正的幸福。在读者提问环节，有大学毕业急于
在上海这样大城市安身立命的孩子，追问白
岩松如何能“留下来”，获得幸福？白岩松回答
很直接：“你的眼睛若总看着别人，很难幸福；
你得凭着自己的心，才可能拥有比房子、车
子、票子能给予的更多的幸福。”

现场，白岩松也分享了自己的幸福秘诀：
“首先，我生活方式不费钱，且夫人的价值观
和我相仿，一起过就很和谐。其次，对每天用
的东西我很愿意投入，偶尔用的东西我很不
乐意掏钱。幸运的是，常用的东西都很便宜，
真正昂贵的是那些偶尔用的。”当然，白岩松
也承认，物质是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最理想的生活
状态，应该是‘跳一跳、能够着’。”

本报记者 朱渊

《白说》不“白说”

! 白岩松在回答读者的提问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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