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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尴尬下台
前天晚上，有网友发微博称于丹在北大

被观众嘘下台，“台下呛声四起，‘滚下去’‘快
滚，你根本没资格跟台上的先生们站在一
起’，于丹很尴尬地说了一句‘一切尽在不言
中’，站到后面，下面还不放过，高呼‘滚下
去’！”

记者昨天找到现场网友上传的一段视
频。当天演出结束后，昆曲大师们站在台上接
受观众掌声，此时主持人宣布将请上一位朋
友跟大家谈谈观后感，当主持人喊出“于丹教
授”时，台下掌声热烈，但也夹杂着很多的嘲
笑声和“嘘”声。于丹站定后说：“到了这个时
候，我先代表大家给各位老师深深地鞠一
躬。”当她给昆曲大师们鞠躬之后，有一位女
观众大声喊了一句话，但视频中听不清楚，紧
接着一位男观众喊：“于丹下去吧！”于丹就
说了一句：“今天到这个时候，不应该多说话，
我们把所有的敬意都献给老艺术家们，谢
谢。”转身下了台。

昨天记者又采访了北大讲堂，一名当天
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说，当晚演出结束后，嘉宾
于丹上台要代表现场观众向老艺术家鞠躬，
“这时已经很晚了，观众可能主要想听听老艺
术家讲话，所以有些不耐烦。现场有喊‘下去’
的，也有喊‘不需要被你代表’的，但没有人骂
‘滚’。”听说有网友斥责北大学生素质不高
时，该工作人员表示，前晚的活动属于商业演
出，对外售票，观众并非都是北大学生，有很
多校外的。

四条微博回应
于丹昨天没有接受记者采访，但她一连

发了三条微博，其中前两条是表达自己对昆
曲和老艺术家们的尊敬，第三条解释了被嘘
一事：“昨晚主办方一再邀我上台替大家感谢

老艺术家们，时间实在太晚了，对台下的朋友
们我也很不过意！其实我只想鞠一躬，说一
句话：中国昆曲 !""多年，老艺术家们年纪加
在一起也是 !""多岁，戏以人传，是他们用自
己的生命传承着中国昆曲的血脉，对这份心
甘情愿，我们所有爱昆曲的人深深致敬！”

今天上午 #：$%，于丹又作出了最新回
应：“通过微博谢谢关心我的朋友们，几个小
细节我再说明一下：首先这次演出是面向社
会的，不要误会了北大的同学们。其次大家
虽然因为时间太晚喊了几句，但绝对没有不
雅或过激的语言。再次，有些朋友对汪（世
瑜）老师把花给我有些不满，并不知道我和
汪老师来往 &!年，&%%'年我在中央台讲昆
曲也是受汪老师之托，在我的《游园惊
梦———昆曲艺术审美之旅》后记中有一节就
是‘汪老师’，写过这段渊源。('号这个精彩
绝伦的夜晚，大家买票是来听演唱的，不是
听演讲的，我完全理解，何况已经坐了三个
半小时，但我也还是理解主办方要我向老艺
术家致意的初衷，毕竟，这是无法言表的一
份深深恭敬！我们都是爱昆曲的人，因为有
爱，所以一切可以理解。”

戏迷客观描述
主办方负责人王翔则在接受采访时透

露，其实在上台前于丹给他发了短信，表示太
晚了她还是不讲了，但被自己硬逼上了台。
当天在现场的戏迷吕俊告诉记者，开场

前就看到于丹了，“穿着黑色无袖短裙，很多
人找她签名，很引人注目。”吕俊说，她个人觉
得，于丹很大程度是被当天的主持人拖累的，
“主持人很业余，不停地出错，大家给他搅得
心情不好。”但她也表示，现场应该是戏迷多
过北大学生，“当天的票价不便宜，学生也不
一定承受得起。”她在离场时还特意观察了一
下，喊话最多的区域的观众，看起来像是三十
岁左右的青年昆曲爱好者。

两种意见交锋
此事迅速成为这两天的热点话题，有网

友表示：“于丹出来搅局就该骂，真的当自己
是个人物了，有何德何能站在这台上。人不要
站错台，说错话。”甚至有人认为这表现了北
大学生的个性。
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姜鹏则分析说：“文

化名人凭媒体声誉，涉猎太多并不精通的领
域，对自己的知识和名誉都过度透支，才是问
题的本质。”

但更多的意见是批评这种不礼貌的行
为。有媒体人指出：“让人吃惊的是，许多人对
少数观众的不礼貌举动不仅不批评，反而宣
称这是北大个性，嘲笑于丹活该遭此尴尬。于
丹是客，待客有道，不喜欢她可以离场，但不
能没教养瞎起哄。无论是否北大学生，传承北
大精神者，应视之为耻。”吕俊也告诉记者，其
实当时就有老戏迷现场批评那些嘘于丹的年
轻戏迷，认为太不礼貌了，老艺术家们站在台
上也显得很尴尬。

本报记者 夏琦 驻京见习记者 陶禹舟

于丹谈昆曲该不该被嘘
———多数观众批评北大昆曲演出事件中起哄戏迷

! ! ! !本报讯（记者 杨建国）“大弦嘈嘈如急
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
小珠落玉盘。”昨晚，中央民族乐团副团长、著
名琵琶演奏家吴玉霞在上海民族乐团举办
“风雅国乐·艺术与人生”讲座，一开始就与听
众一起背诵起白居易《琵琶行》的名句。这几
天，她要在沪举办两场艺术讲座、参演两场音
乐会和一场琵琶乐器鉴定会。
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家庭的吴玉霞，童年

在卢湾区少年宫习乐，后赴京求学，先后师从
刘德海等琵琶名家，曾获国内外多项演奏奖和
中国文联“德艺双馨”优秀文艺工作者等称号。
这次为主演上海民族乐团在上海音乐厅举办
的“水墨江南”音乐会而回沪，她先举办琵琶普
及讲座，与市民面对面交流。闻讯而来的听众，
昨晚坐满了民乐团排练厅。吴玉霞从白居易的
名句开始，讲起了基本演奏技法：“琵琶演奏，
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基本指法中，单音有弹
挑，长音有轮指。”她又从琵琶的小曲和大曲之
分，讲起了流传于崇明一带的瀛洲古调，随手
一曲《月儿高》，奏得大家感到心平气静。吴玉
霞如与朋友聊天，结合自己的艺术经历，谈起
了琵琶的演奏技法、各种风格的名曲，边演奏
边娓娓道来，格外认真和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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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晚，张继青、汪世瑜、侯
少奎等十位国宝级昆曲大师齐
聚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上
演“2012中国昆曲名家年度
雅集”。演出精彩，但在演出结
束后，主办方邀请于丹上台，却
遭到部分观众的嘘声。此事这
两天成为网络讨论热点，有人
认为北大学生缺乏理性，也有
人认为名人崇拜早该被炮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