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起来传统文化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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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对联，又称楹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年，中国国务院把楹联习俗列为第一批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已经举办四届“新年楹联上下对”征联比赛的浦
南文化馆馆长贺小慧表示：上海对联创作队伍老龄
化，青年人凤毛麟角，断层较厉害。

老龄化
今年浦南文化馆开展“新年楹联上下对”征联比

赛，一等奖获得者是 $%岁的陈大统，他对于上联：“文
运文脉与国运国脉相连”的应联是：“党风党规和家风
家规并举”。评委认为：“该应联不仅畅通达意，而且平
仄与上联完全对应，思想性也很强烈”。该馆从马年收
到应征联 !&'条，羊年 !## 条，猴年 '"$ 条，到鸡年
#("条。“尽管应征联数量逐年提升，但是我们蛮着急
的，基本是老年人的‘战场’，青少年的参与度逐年下
降，很多孩子都不会写对联了。”浦南文化馆馆长贺小
慧指出。
无独有偶，去年末，松江“诗联颂筷”比赛颁奖时，

赛事评委、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蔡丰明看着白
发苍苍的领奖者，同样呼吁年轻人的关注和参与。
老龄化问题不容忽视。上海楹联学会会长姜玉峰

指出：“目前对联没有统一进入课堂教学，不需要考
试、出分数，自然不受重视。另外，教师缺口也成问
题。”目前上海楹联学会共有 )""名会员，)"岁以下
者约占 *+,，“而且其中不少年轻人靠自学”。复旦大
学中文系教授、上海楹联学会副会长胡中行估计，若
算上社区、企业、学校等民间对联创作者，以 )+岁为
分水岭，年轻人占三成。不少业内人士坦承，能做出规
范甚至优秀对联作品的青少年微乎其微。
胡中行记得某高校曾举办一场对联大赛，收到师

生几千副作品，但是评委左挑右选却找不出一等奖和
二等奖。姜玉峰也遭遇尴尬，“楹联学会和语委搞过校
园楹联赛，真正掌握对联的老师都很少”。

胡中行解释，楹联看似篇幅短小，非常考验文字
凝练，一首诗可以由四句、八句组成，但楹联要求两句
话表达清楚。楹联还有一定的格律、平仄规则。

缺老师
楹联专家分析，后继少人或源于缺少系统的楹联

教育，教材、教法需要调整，师资也存在缺口。
部分中小学已开设对联兴趣课或选修课，但全市

并未成气候。校园或社会中的诗词社团联盟也成为
“做对子”的平台。复旦附中语文教研组组长黄荣华表
示会在语文课上涉及对联的知识点，“学生会喜欢上
对联，但是要创作出好作品，还是有距离”。
“极个别的孩子跟着家里人学。”姜玉峰表示，“楹

联并不难，学习规则后多做练习完全可以掌握，孩子
若从一年级开始学，若能坚持到五六年级，肯定可以
写出很漂亮的句子，关键得去学去做。”

黄荣华认为，要让青年人的对联达到高度，得有
大环境的配合，“就以诗为例，除了艺术的享受，古人
可以凭一首诗名扬天下，得到各方认可，自然它的文
化和生活功用相互连接。如今，家长和学生仍旧面临
高考，考的就学，不考的就不够重视”。胡中行强调，同
时这不仅是对联教育，还牵涉诗词、古文教学。
此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真的要开这个课，目

前专业的老师远远不够。”更让姜玉峰担忧的是部分
比赛中的楹联评委都“不规范”。
值得欣喜的是随着国家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对联

的关注度正在缓慢复苏，目前全国已有百余家全国楹
联教育基地，上海则有 )家。胡中行提醒，也要警惕
“一窝蜂”，“让年轻人学习传承楹联文化，或许先由一
部分人扎扎实实地开始做，精致地搞，效果更好”。

本报记者 肖茜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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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楹联的当下意义

! ! ! !本报北京今日电（驻京记者于
明山 实习生卢昊辰）又到一年“艺
考”时，北影艺考昨天依然火爆，总
报考人次达 )%*''人次，比去年增
加 ((''人次，增长率为 !#-#!，再
创历史新高。仅招 (#人的表演学
院就有 %#!$ 人次报名，报录比
.*'：*，不过竞争最激烈却是新开
设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互联网
节目制作专业”方向，'**!人争抢
*#个名额，报录比高达 !('：*，比
历年最热门的表演系还高一倍多。

表演学院
比往年多招!"人
昨天清早 (时，数千名考生已

在寒风中排队等候叫号入场。坐拥
众多明星校友的表演学院，仍是竞
争热门之一，俊男靓女随处可见。
表演学院院长张辉介绍，今年招生
人数比往年多 )+人，主要原因是
今年的硬件设施和教师资源更好
更多了。今年初试和复试没有太大
变化，但三试变化较大，考试时间
没有增加，但考试内容量加大。首
先考虑形象气质，兼顾大众审美和
艺术创作审美。素质方面，要考核
学生的艺术素质、人文素养和涵养
等，希望考生能将其才华、个性和
气质特征真实自然地呈现，大胆展
示艺术技能。

/01234王俊凯、“奥运女孩”
林妙可也加入表演学院本科激烈
竞争，现场有多名年纪尚小的女中
学生，她们是考生王俊凯的粉丝，
听说王俊凯要考北电，早早就来蹲
守却扑了空，因为王俊凯和林妙可
都要 ."日才来参加初试。

就业形势看好
!幕后专业"升温
北影今年新增加了 '个专业

方向，分别为视听传媒学院“广播
电视编导”、数字媒体学院“数字媒
体艺术”、美术学院“产品设计”和
声音学院“艺术与科技”专业，对学
生的专业化程度、创新意识要求较
高，均备受关注。视听传媒学院院
长宿志刚介绍说，广播电视编导专
业将培养互联网节目制作的人才，
包括微电影、网络综艺等节目，是
目前国内传媒发展的最新潮流，有
大量的人才需求。

前几天开考的中央戏剧学院
幕后专业报考也明显升温。戏剧管
理系的演出制作专业报名 ))"'人
次，较去年增加 (""多人次；戏剧
教育报名 !'!&人次，增加 (""余
人次；舞台美术 !&#%人次；戏剧文
学 )$'%人次。对于此现象，中戏教
务处处长张娜的说法是，之前表演
等台前专业人们了解较多，而对舞
美、编剧了解较少。随着国家艺术
事业发展越来越繁荣，人们对这些
幕后专业更加了解，报名的人会越
来越多。从就业方面看，中戏的幕
后专业就业形势也一直很好。

北影艺考
“幕后”热度超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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