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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时代休

夏日炎炎，暑期已
至，孩子们要如何度过
一个有趣又有意义的暑
假呢？

近日，中国宋庆龄
基金会和腾讯携手主办
的公益项目 《给孩子们
的大师讲堂》，推出“艺
术里的中国”美学戏剧
季，为孩子们准备了一
份特别的“夏日礼物”。

本期，我们随同孩
子们的目光，一同在大
美时代的讲堂里，领略

“艺术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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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们好，欢迎你们来
到雕塑的大师讲堂。”全国政协
常委，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
说，看似“小众”的雕塑，其实
是“大众”的，为什么呢？“我
们每个人小时候都玩过泥巴，用
各式各样的泥巴来做不同的造
型，可以是个泥娃娃，也可以是
只大老虎，总之会做一切自己想
象中的事物。这其实就是雕塑
了。只是如果变成专业的雕塑
家，那是‘小众’了。”

吴为山说，他小时候就喜欢
玩泥巴，在他们家有很多的画
册，里面是各式各样的图像。

“我小时候就喜欢看这些，然后
用泥巴学着做图像中的形象，捏
着捏着就喜欢上了。”吴为山
说，当然他真正走上雕塑艺术的
道路，是 17 岁到美术学校以
后，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了民间
艺术，也学习西洋的雕塑方法，
慢慢在雕塑的道路上越走越深
远。

“雕塑听起来是一个词，实
际是两个词，‘雕’是从外向里
做减法，‘塑’则是从里向外做
加法。所以雕塑就是加加减减、
减减加加……”吴为山边讲解边
插入了他在做苏东坡雕像时的一
段视频，一边上泥巴塑型，另一
边又用刮板刮掉多余的泥巴，最
后把自己想要的苏东坡形象塑造
出来。

吴为山认为，一个人做事要
做出一点成绩，首先他要有兴
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比如
说有的小朋友喜欢玩器械，他们
从小就喜欢把家里的钟表、收音
机拆掉，再组装起来，这些小朋
友就比较有‘理工男’的气质；
而有的小朋友喜欢画画、跳舞、
唱歌，那他就比较有艺术天赋。
所以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要顺
应孩子这种天性的发展，只有他
喜欢、感兴趣，才能在某个领域
真正做出成绩来。”

“当然对于刚开始接触雕塑

的小朋友来说，不需要用大体量的
泥巴来塑造。我们可以用肥皂、用
萝卜、用面团，这些都是便宜又简
便的材料，还非常容易成型。我们
民间就有很多塑面人，他们用面团
塑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
象，也是很漂亮的。”吴为山说，

“但不管你们用什么材料做雕塑，
都要对你所雕的内容有所了解，包
括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包括一些
优秀人物、优秀文化的历史，要在
动手之前，跟你雕塑的内容进行对
话，首先要在心中有一个他（它）
的形象，这样创造出来的作品才能
活跃在你的眼前。”

此外，艺术也需要创新。有了
传统技法、搞懂了文化内涵，但艺
术是在不断向前走的，无论是艺术
的美感还是形式上的创造，都需要
不断地创新。“有了‘新’才有了
我们的思想，有了‘新’才有了让
人们不断对艺术产生兴趣、找到融
合的那个点。”

最后，吴为山说，在艺术领
域，启发性教育很重要。老师不应
该用成人的思想去代替孩子的想
象，更不要用概念的东西去限制孩
子们。吴为山发自内心地召唤说，

“孩子们，你们要走出家门，走进
艺术博物馆、走进音乐厅、走进大
自然，只有你感受到艺术之美、自
然之美，才能创作属于自己的美。”

北京翠微小学的王路阳听了这
节大师讲堂，立刻有了“加加减
减”的冲动。“可惜家里的橡皮泥
都找不到了，太久没玩过了。”8
岁的王路阳学了两年的绘画，而从
平面到立体，正是她给自己暑假定
的新目标。“我准备捏个在竹林里
的大熊猫，如果可以还想试着捏个
李白的泥塑……”对于她的新作，
王路阳已经开始构思了。

学习声乐和舞蹈的涂嘉月在听
完大师讲堂后，领悟到艺术都是相
通的。“就像吴为山老师所讲的，不
管是音乐、舞蹈还是绘画，都要观
察生活、表现生活，这样展现出来
的艺术形态才能感染到更多人。”

吴为山：

兴趣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本报记者 刘圆圆

“田沁鑫老师讲，戏剧是一种用新
的视角来讲述故事的方式，它可以让
我们体验不同的人生，引发我们对问
题的思考。”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
化交流中心艺术中心表演部学生陈嘉
桐刚刚11岁，“演龄”却已有三四年，
在她看来，戏剧仿佛有种魔力，可以将
表演者代入情境中，带来深深的共鸣。

每每看戏剧，宋庆龄和平天使艺
术团跆拳道表演团成员孙亦辰也总会
沉浸其中。“田沁鑫老师提到，戏剧源
于生活，但高于生活。看演出时，我会
完全沉浸在戏剧氛围里，把心中堆积
的情绪释放出来，也会由观剧明白很
多人生道理，把戏剧里的故事运用到
生活中。”

……
近日，《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暑

期上新，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家话剧
院院长田沁鑫娓娓道来的戏剧魅力，
引来很多学生的讨论。

他们的思考似乎也恰好说出了田沁
鑫的心声，她或许会如“讲课”时那般莞尔
一笑，不疾不徐地答道：“去剧场看戏剧，
就是为了看世界、看社会、看人生。”

关于戏剧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

有的说来自原始的狩猎丰产巫仪，出
于对神灵的虔诚，原始人热烈投入，陶
醉于这种活动；有的说起源于游戏，就
像法国启蒙思想家、戏剧家狄德罗曾
说：“孩子用竹竿撑起白色的床单，模
仿夜晚墓地的幽灵吓唬路人——这种
游戏和戏剧一样，极富想象力。”

“而中国戏剧，正像王国维所说，
以歌舞演故事，当人们开始综合地运
用诗、歌舞、服装和道具，有了角色扮
演，出现了故事情节，戏剧的种子也就
诞生了。”田沁鑫说，戏剧艺术在今天，
随着时代的发展，一直在前进。

在她看来，戏剧已是一门包罗万
象的艺术，它包括演员和表演艺术、剧
本和戏剧文学、剧场和导演艺术。它的
类型也多种多样，有话剧、歌剧、戏
曲，还有不同的承载媒体，如广场剧、
舞台剧等。像中国的《孙悟空》《哪吒》，
美国的《狮子王》等，都有戏剧元素。

而身为导演，她眼中的戏剧是怎
样的，学生们不禁充满好奇。

“有人说导演是剧场艺术的灵魂，
其实这是一个苦差事。”田沁鑫笑着揭
秘：作为戏剧作品的首要组织者，导演
要有很强的综合能力，在一部戏成型

之前，需要把现阶段的所思所想深入地
整理。想法有了雏形后，还要参与沟通所
有与剧场有关的工作，并维护一场戏的
整体表达。

“例如，在话剧《生死场》的排演中，
我们既要激发演员的表演动能，还要协
调各个演员的行动在剧作整体下的控
制，这项工作很复杂，但这也是戏剧表演
最有趣的地方。”田沁鑫笑着说，舞台美
术也是如此，从布景到灯光、化妆、服装
等多种造型艺术的综合设计，可以营造
剧场的整体气氛，带动观众进入故事中。

在田沁鑫看来，一场戏剧演出在人
们面前诞生和落幕，这个过程不可复制。

“戏剧只存在于此时此地，到剧院就
是为了‘观看’它，参与其中。所以，一场
戏剧的成功既取决于整个剧团的努力，
也离不开欣赏它的观众。去剧院看戏剧，
就好像可以在想象的世界中重活一次，
从这个意义上说，戏剧也是一种与观众
约定的艺术。”此时，田沁鑫想起明代剧
作家汤显祖在《牡丹亭》中的一句唱词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戏剧，就像一个大朋友，温暖的、变
化多端的，每个人都有入场和离场。一个
舞台也像一个世界，上演着不同情形下
多样化的人生，好的戏剧也是人生的缩
影和隐喻。将大大的世界装进小小的戏
剧，希望小朋友们通过演练和感受不同
的人生、理想和追求，来扩宽对世界认
知，思考自己，也思考中国和世界。”田沁
鑫说。

田沁鑫：

走进戏剧 感受别样精彩
本报记者 徐金玉

傍晚5点多，父亲拎着小板
凳坐在过道，等着给放学回家的
她开“小灶”。“来，唱！”随着
父亲的手势，她的声调或高或
低，略显稚嫩的唱腔在廊下悠悠
回荡。这一幕，正是全国政协委
员，国家级非遗项目川剧国家级
代表性传承人沈铁梅的童年
记忆。

“我的父亲是中国著名的京
剧表演艺术家沈福存先生，母亲
是川剧的表演艺术家。我从小在
京剧团长大，3岁时就可以跟着
胡琴有模有样有调地演唱，父亲
发现了这份天赋，就成天地培养
我！”此刻，在《给孩子们的大
师讲堂》上，沈铁梅笑着道出儿
时的趣事，一下子拉近了川剧和
孩子们的距离。

“川剧艺术有 300 年的历
史，在中国戏曲800年的历史长
河中，还算中壮年。这个剧种融
南北文化为一体，既有非常细腻
的清流，又有麻辣极致的表现，
具有综合性、程式性和虚拟性等
特点，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
审美取向。”沈铁梅说。

正因其综合性，要当一名川
剧演员不容易，他需是全能型选
手！“他必须要有演唱、舞蹈、
说白、杂技等表现能力，还要对
诗词歌赋有文学的理解，由头到
脚都要训练。比如，我们每天要
扳手，把手扳成Y形，指兰花手
时才漂亮。我们还要练眼睛，你
在台上才有眼神……”说罢，只
见沈铁梅手指指向眉间，眼睛左
右快速转动，一个仿若正绞尽脑
汁“回想”的鲜活形象瞬间
呈现。

与之相较，川剧的舞台陈设
则显得极为简单，有时仅有一桌
二椅。在沈铁梅眼里，这恰恰给
演员创造了演山、演水、演室内
室外的空间。

“你想象这里有一道门，我
们用程式动作开门、跳出来，再
关门、锁门，观众既欣赏到了动
作的美感，又能感受到人来到了
室外，这种虚拟性很有创造力，

这也是中国戏曲的魅力所在。”
当然，要呈现川剧的美是要付

出代价的，演员必须要受其筋骨的
磨炼。“当你化上妆，十几斤的头
帽一戴、千金带一捆，你马上就想
呕吐。但同时川剧也有句老话，叫

‘台下风都吹得着，台上狗都撵不
着’，演员上台以后，什么病都没
有了，什么痛苦都会忘掉，要全身
心地投入表演中。一个人认定了发
展方向后，要不畏困难，
要努力坚守，是黄金总会
闪光！”沈铁梅语重心长。

此时，视频镜头恰好转到沈铁
梅少时练功的旧照上，看到这一幕
的宋庆龄和平天使艺术团打击乐团
成员、万泉小学学生何敬骁有些心
疼。“照片中，沈老师的腿绑在木
棍上，脚抬得超过了头顶，我想训
练一定特别辛苦。”何敬骁说，今
年6月，他曾去四川专门看了一场
川剧，现场的喷火、变脸等川剧表
演特别震撼，唱腔非常好听，敲锣
打鼓也很有气势。“这次听沈老师
讲课，我才了解到川剧幕后有这么
多故事和历史文化，我希望川剧的
美可以传扬到全世界。”

“我已经会唱十多段经典唱段
了，比如 《霸王别姬》《贵妃醉
酒》等。”已学习京剧表演5年多
的宋庆龄和平天使艺术团京昆表演
团成员、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学生胡
曦文，对沈铁梅的讲述更为触动，

“沈老师说，无技不戏，故事情节
和表演技巧相辅相成，而我们学戏
曲离不开基本功，要压腿、要练
功，这些苦和累都是值得的。我记
得戏中还有句台词——‘成败兴亡
一刹那’，也让我更明白过程中的
努力有多么重要，我也期盼有更多
的小伙伴了解中国戏曲的美，传承
发扬中华民族的文化。”

沈铁梅寄语孩子们：“作为小
朋友，你们今后不一定会当一名戏
曲演员，但当你看到中国戏曲如何
演绎故事、当你知道如何去欣赏戏
曲时，就会形成自己的美学观。希
望你们多多走进剧场，去观看这种
博大精深的艺术，让神奇的川剧艺
术开启你们的智慧之门。”

沈铁梅：

神奇川剧 开启智慧之门
本报记者 徐金玉 “孩子们好，相信你们都是热爱舞

蹈的，因此特别欢迎你们来观看这节关
于舞蹈的大师讲堂。”孔雀舞是中国舞

蹈家协会副主席、著名
舞蹈家杨丽萍的标志，
当她带妆出镜的一瞬
间，孩子们眼前一亮，善
于肢体表达的杨丽萍在

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舞蹈的魅力。
“艺术，特别是舞蹈，有很强的表

现力。”杨丽萍说，那么表现力从何而
来呢？要观察生活，从大自然学习，看
云是怎么飘的，河水是怎么流的，月亮
的阴晴圆缺……这些自然界的题材，
都可以用舞蹈表现出来。

杨丽萍说起小时候记忆深刻的一
个场景：在她的出生地云南大理，每
到耕种的季节，在清早的晨雾中，牛
叮叮当当地走来了，壮劳力的男性开
始一天的劳作，而妇女们则头顶簸
箕，里面装满了秧苗，她们一边唱着
舞着，一边撒播秧苗……“一方面她
们通过唱歌跳舞表现喜悦的心情，另
一方面这种真实播种的场景本身也很
有舞蹈的画面感。”杨丽萍通过这个实
例告诉孩子们，这就是舞蹈的来源，
它源自生活、表达生活，也因此有很
强的感染力。

“其实，每个孩子出生，在没有学
会语言的时候，就会手舞足蹈了，所以
说舞蹈是情感表达的最好语言。”杨丽
萍说，但如果你想把舞蹈跳好，成为一
名舞蹈家，不断学习是必须的。“舞蹈
不只是训练身体，还要从文学、从绘
画、从自然界去学习，用眼睛观察，用
心感受，才能把不同的元素有机地组
合起来，形成有丰富表达的舞蹈，这也
是我常说的自然界会给我们的艺术创
作以启迪和灵感。”

杨丽萍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美学
与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很重要的一部
分。但就算在城市里的孩子，在课业
的重担下，艺术的培养甚至只是欣赏
都似乎只是纸上谈兵，更何况在偏远
地区的孩子。为了让更多孩子能够接
触到舞蹈的氛围，杨丽萍于2017年在
昆明创办了雀之恋艺术培训中心，目
前在全国已有20多家校区，每年培养
青少年学员3000余名。

最后，杨丽萍真诚地告诉孩子们，

如果大家热爱舞蹈，并且想用舞蹈这种
方式在成长过程中表达自我，那么希望
你们沉浸下来，感受舞蹈是来自心灵和
生命的感知，只有心有所想，舞蹈的肢体
才会有传递，这样跳舞才有意义。“当然
学习舞蹈的道路是漫长而艰辛的，所以
要加油！生命不息，舞蹈不止！”

“学习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不能逃
避。”杨丽萍老师的一句话深深触动了北
京育英学校西翠路校区的王玉欣。作为
阿卡贝拉合唱团的成员，她说，“我目前
还在学习基本功，只有把基本功练扎实
了，才能把更美好的歌声展现给别人。”

北京第五十七中学学生李佳怡学习
舞蹈近8年，她是杨丽萍老师的粉丝，更
认真看过杨丽萍老师《孔雀》这部作品。

“在这部作品中，我感受到了喜悦和忧伤，
各种情绪也随着舞蹈释放。”李佳怡说，

“孔雀舞就是杨丽萍老师通过细心的观察
而创作出来的舞蹈，所以我也要多走多
看，细心领悟，从自然和文学中汲取养分，
让自己的舞蹈有更丰富的表达。”

杨丽萍：

在大自然中激发舞蹈的创造力
本报记者 刘圆圆

“音乐可以给我带来快乐。”首都
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学生杨雨墨的
一句话，仿佛自带着她手中小提琴悠
扬的音符。在《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
活动中，聆听了著名指挥家、国家大剧
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魔法指挥棒
感知音乐的调色板”一课后，杨雨墨更
坚定了自己的音乐志趣。

以往，表演时杨雨墨多有与指挥老
师合作过，而通过这样一堂课，她才知
道，原来“指挥”是为了适应音乐艺术
的发展，不仅仅是为了把乐团成员的
节奏统领在一起，而是将不同乐器声
部发挥最大的协同，指挥最终成为“艺
术的引领者”“作品的重新创作者”。

与杨雨墨一样，听完这样的一堂
课，北京市第五十七中学学生王鸿儒
也收获满满。他是一位学生民乐团成
员，对于吕嘉老师的教授，他也有更深
的体会。“指挥在统领乐团的同时，发
挥了每位音乐人在团队的最大可能

性，相互配合使乐曲更丰富、更美妙。”
孩子们的反馈，正是主办方和主

讲老师所期待的。在《给孩子们的大师
讲堂》活动中，吕嘉为孩子们生动地讲
解了音乐知识，引导大家走进音乐世
界，并和大家共同探索音乐奥秘，希望
以此鼓励更多孩子接触、了解并热爱
音乐。

打开音乐世界的大门和名家近距
离接触，不仅使孩子们对“指挥”这一
职业有所了解，也使孩子们对艺术大
家们对艺术的热爱和坚持有更深的体
会。“指挥需要技术积累、生活积累，需
要艺术上的作品的积累，需要演出的
积累，还需要思想的沉淀、精神的升

华，点点滴滴都对指挥产生很大的影
响。”与积累同样重要的，同时也是吕
嘉鼓励孩子们的——好好学习，因为
思想高度决定艺术高度，“最终考验指
挥的是思想和精神。我们要在自我修
养上下功夫，自我的精神境界达到高
度，才能创造新的东西。而扩展到整个
音乐，也是异曲同工。音乐的精神高度
永不过时。”

对于这样的活动，身为指挥家，吕
嘉高度认可。他认为，从小学习音乐对
孩子们的心智身体大有裨益。“有益于
启发思维，更锻炼对节奏、音符的敏锐
性。”而艺术家能以这样的公益活动来
带动孩子们对艺术的热情，应该发挥

出积极的作用。“所有的伟大艺术家都
执着地热爱自己的艺术。而艺术之所
以被别人尊敬，原因之一是它不求回
报。我觉得音乐需要付出、需要奉献，
这也是艺术家最可贵最珍贵的精神。”

为了能够更好地帮助孩子们畅游
音乐世界，他热情地向孩子们推荐了
几部歌剧和交响乐：既有故事又有情
景的莫扎特的《魔笛》，巴赫平均律的
佳作——贝多芬的交响乐《命运》第一
乐章，描绘春夏秋冬的维瓦尔第的《四
季》。

下了课，王鸿儒便对《魔笛》表示
出强烈的好奇，“我一定去看看！还有
更多的交响乐、古典音乐我都去了解
一下！”

“吕嘉老师提到的学习乐器该如
何坚持并从中得到乐趣，令我印象深
刻。老师鼓励我们要享受音乐、热爱
音乐、坚持到底，我一定会的！”杨雨
墨说。

吕嘉：

享受音乐 坚持到底
本报实习生 齐原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