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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洋房里飘出古琴雅韵
———探访以新方式运营的传统文化传习所

! ! ! !昨天上午，著名艺术家韩美
林在沪开讲座，闻讯赶来的读者
将南京东路朵云轩展厅挤得水泄
不通。当主办方伸手邀请艺术家
入座时，韩美林说：“我不习惯坐
着说话，我是男人，我得站着！”风
趣率真的开场白，引得现场读者
一片掌声和笑声。

韩美林的“真”是出了名的，
所以有很多读者带着作品请韩美
林鉴定是否为他的真迹，韩美林
大多摇头说：“在市面上流通的我
的画大多数是假画。我爱这个国
家，今后，我的二万多件作品，包

括绘画、雕塑、瓷器大部分都要捐
给国家的。”

总有人夸韩美林像中国的毕
加索，但艺术是不能“似”的，所以
韩美林反复说：“我不是毕加索，
我是中国的韩美林。”韩美林的艺
术汲养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来
自民间，来自生活。几十年来，韩
美林坚持艺术大篷车下乡的活
动，他说：“在陕北看社戏，简陋的
舞台一层土一层高粱秆，演员穿
着红布袄就在台上演出《霸王别
姬》，台下的观众席地而坐。那些
老乡的生活表面看上去很艰苦，

但是对艺术的感情非常丰沛。”他
说：“中国的文化艺术是世界艺术
之林中的巨人。有些人留洋回来
后，想拿别的东西来替代中国文
化，这是不行的。”

韩美林讲得随性，兴致浓时
开起了自己的玩笑，说数学没学
好，被人家骗了不少钱。不过这都
无碍他成为艺术家，艺术是靠着
天才的智慧、饱满的激情与苦难
的磨砺而成就的。

临别，读者依依不舍，韩美林
说：“今年 !"月，我会来上海开个
人大展。”记者 胡晓芒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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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韩美林沪上读者见面会侧记

! ! ! ! !#!$ 年 ! 月 !

日在上海诞生的中
华书局，已走过了
辉煌的百年。昨天，
与中华书局结缘已
有半个世纪的北京
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央文史馆馆长袁
行霈表示，“中华书
局是我的朋友，也
是我的老师。在我
的学术道路上，始
终有中华书局形影
相伴。”

在中华书局的
作者袁行霈眼中，
每一家出版社都有
自己的个性，而中
华书局个性中最突
出的就是体谅———
对读者、作者双方
的体谅，“在学术浮
躁的情况下，这种
个性尤为难得。”

袁行霈对中华
书局的“体谅”深有
感受。!#%$年，他开
始整理 《陶渊明
集》，“陶渊明的作
品，看似浅显平易，但其中的意蕴非
常丰富，深入探究始知其难。这项工
作几经反复，拖了 $"年，到 $""$年
《陶渊明集笺注》才缴稿，次年出
版。”他风趣地说道：“在此期间，中
华书局从不催促，只是不断送些稿
纸来，以示并未放弃之意。中华书局
对学者的体谅、理解和宽容，令我感
念不已。”
中华书局成立百年来，共出版

图书 &万余种，已成为在海内外享
有盛誉、具有较高社会知名度和较
强国际影响力的古籍出版旗帜和学
术文化出版重镇。对于一百年老号，
袁行霈心存景仰：“中华书局致力于
学术的传承，对于学术风气的形成
产生过重要影响。而学术风气又深
刻影响着中华书局，最终造就了中
华书局卓尔不群的行业品格。”
驻京记者 王亦君（本报北京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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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王剑虹）昨天下
午，上海戏曲学校举行了纪念戏曲
教育家、上海戏校周玑璋校长诞辰
!!"周年研讨会，$""余位当年昆大
班、京大班、淮大班等的师生聚集一
堂，追忆这位被称为戏校“第一代拓
荒者”的老校长。
周玑璋是上海戏校的第一任校

长。上海戏校是由 !#'(年办的昆曲
演员训练班和 !#''年办的越剧演
员训练班合并组成的。当时昆曲已
是一个衰败到近于绝迹的剧种，办
昆剧班意味着背负起起死回生、存
亡继绝的重任。头一个问题就是从
哪里去找一批优秀教师来。当时老
艺人已经极少，有也教不动了；“传
字辈”虽都在中年，但绝大多数流散
四方、改行转业，有的穷困潦倒，不
知去向。周玑璋老校长正是在那样
艰难的情势下，花费了一两年时间
在全国范围中搜寻以“传字辈”为主
的教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戏
曲学校涌现的一批戏曲新人日后许
多都成为各剧种挑大梁的名角，其
中尤以青年京昆演员最为突出，华
文漪、蔡正仁、张洵澎、计镇华、李炳
淑、杨春霞等都是新中国培养的第
一代戏曲明星，“昆大班”更是成为
成才率极高的一个典范，其中凝聚
着周玑璋校长的大量心血。
为纪念这位老校长，上海戏曲

学校还特意编写了《周玑璋纪念文
章》，收录了周玑璋创作的剧本、撰
写的剧论以及晚辈学生们纪念这位
老校长的纪念文章数十篇。

纪念“拓荒者”周玑璋

戏校昨追忆老校长

! ! ! !本报讯（记者 夏琦）昨
天，上海市使用正版软件工
作会议在市政府大会议厅举
行。会议总结了 $"!!年上海
市软件正版化工作，对今年
软件正版化工作做了动员部
署。市委常委、副市长屠光绍
出席了会议并讲话。市政府
副秘书长蒋卓庆主持会议，
市版权局局长方世忠作了工
作报告。

$"!!年，本市推进使用
正版软件工作取得重要进
展，率先在全国完成地方两
级政府（包括街道、乡、镇）正
版软件整改与采购工作。上
海大型国企集团总部已基本
完成使用正版软件工作目
标。目前，上海软件正版化工
作总体推进有力，势头良好，
并逐步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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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杨建国）昨天下午，上海交响
乐团的演奏员们在排练前，把一条蓝丝带绑在了
手腕上。该团为响应联合国把 (月 $日定为“世界
自闭症关爱日”，从昨天起至 (月 !'日开展“随乐
舞动的蓝丝带”活动。其间，上万条蓝丝带将通过
演奏员们发放给听众和广大市民，以期唤起人们
对自闭症儿童的关爱。

乐队队长宋国强讲完开展这个爱心活动的意

义和规则后，已经就位等待指挥开始排练的演奏员
们，都自觉地把蓝丝带系在了手腕上，有的还系在
了乐器上。小小一条蓝丝带，虽然并不起眼，但排练
时点点蓝色随着乐声舞动，颇有色彩感。据介绍，上
海交响乐团明天和 (月 !'日在上海音乐厅举行的
音乐会上，指挥家曹鹏和林大叶、歌唱家沈洋与乐
手们都将系上蓝丝带演出。演奏员和工作人员还将
邀请志愿者陪同自闭症儿童聆听音乐会。

排练厅，点点蓝色随乐舞动
上交为自闭症儿童开展蓝丝带活动

! ! !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通北路
'(" 号凝云翰书画艺术馆明天 !&)

&"—!*)&"举办《中国书画鉴赏之
道》系列讲座，由中国长三角收藏研
究会会长、古玩书画鉴赏家唐愷主
讲鉴赏技巧和投资价值。

! ! ! !本报讯 民革上海香山书画社
书画家朱由标、李清音、王震、王红
蔓、张家琪等五人《迎春花鸟书画
展》，近日在九江路 *%*号二层恒源
祥香山美术馆举办。展览免费开放
（周日闭馆）。 （蒋毅）

五人迎春绘花鸟

明有书画鉴赏讲座

! 外国友人在学习古琴

! 演奏员腕上的蓝丝带随乐舞动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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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淮海中路宋庆龄故居旁，有
一栋黑黄两色勾勒的洋房，黑底黄
字的匾额上书：“幽篁里”。走进去，
满眼山茶花正在一池碧水边怒放。
在洋房里开办的这一传习琴棋书
画的场所，正是古琴的上海市“非
遗”传承点：“幽篁古韵文化会所”。
与众不同的是，这是一群 &"岁左
右的年轻人以基金会方式运营的
传统文化传习所。

琴棋书画俱全
“幽篁里”这个名字，取自王维

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
长啸。”据这里的主人杨致俭介绍，
“幽篁”的本意为“幽静的竹林”，把
它作为传统文化传习所的名称，是
“诗意的借代”。这幢三层洋房里汇
聚了传统文化中的“四艺”———琴
棋书画，一楼为两间古琴教室、二
楼是围（象）棋和书法、绘画教室。
三楼为小型聚会、表演场所。洞箫
因与“竹”和传统文人气质契合，也
被纳入了课程。摩纳哥王妃夏琳前

两天刚来此地聆听古琴、观摩书
法。虽然她在中国逗留的时间仅为
$+小时，但是执意前来领略中国
传统文化的精髓。满墙的照片则透
露了“幕后高人”的真容：古琴演奏
家李祥霆、京剧学者翁思再等。据
介绍，为了扩大传统文化的受益
面，有兴趣者可以免费“租”琴，支
付古琴押金约三五千元后，拿琴回
家弹奏。

推广形式多样
“幽篁里”只是一个“据点”。早在

$""%年挂牌之前，这个团队就通过举
办古琴新年音乐会、送课程到中小学
幼儿园等方式，推广传统文化。

今年的古琴新年音乐会在东
方艺术中心举行，邀请了国内顶级
古琴大师前来演奏。平时，他们还
主动上门，把古琴课送到南洋模范

中学和乌南幼儿园。全国优秀青少
年古筝音乐会也是他们资助的项
目。此外，他们还花 $"万元，为市
群艺馆捐赠了一个古琴教室，并开
办讲座活动，让社区居民免费获得
古琴知识。目前,仅登记在册的古
琴爱好者就有三五千人。

基金运作助推
能够有此大手笔的投入、非一

般的视野，是因为推进此事的团
队，多由 &"岁左右、具有海外留学
背景又热爱传统文化的各行业精
英构成。去年底这支团队又“升格”
为“七弦古琴文化发展基金会”。会
长杨致俭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
本业是房地产。秘书长曹怡玲则是
同济大学德语系的高材生，留学德
国获得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后，回国
承担了“幽篁里”的具体管理工作。
他们坦言，正由于团队中有各行各
业的青年精英参与，才不会让古琴
教学停留在“私塾式的古琴馆”这
一层面，而是“以法律形式，走专业
道路，真正保护古琴等文化遗产”。

本报记者 朱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