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维丁酉季秋，上音九十

华诞纪念图集草成，编纂诸君

劳瘁逾百日，始毕其功，嘱为

之序。予生也晚，闻见既寡，

德学且谫，乌足置喙焉，坚辞

再三而不获已之，爰作数语，

盖以致敬于先哲时贤也。

夫一机构团体，存立于

世，望之俨然，即之也亲，遐则

谓其丰瞻而可风，迩则知其载

道而益人，此必有故。窃思所

以然：其往无涯者，其来有自

乎；兴之因时焉，成之在人欤？

想我蔡萧二公，立意超迈，

所见非常，遭逢国族数千年未

有之变，思以援西立中，化用为

体，乃创办国立音乐院，非惟欲

精其术而究理致，更欲吾人明

明德而助善化也。时有黄自教

授，翩然来归，擘画之功，至伟

至巨。又有音专诸子，俱一时

之选，人中麟凤，世所罕匹。于

是肇业开基，立规建制，风云际

会，焕然沪上，不十年而蔚为大

观，底定吾国现代专门乐教之

格局，涵养吾国当世唯一音才

之渊薮。如星宿入凡，咸集于

斯，何其盛也！何以哉？是谓

在人也。

大学之大，无称乎广夏。

寇焰骤炽，抗战军兴，江湾校

舍，甫成而弃。颠沛流离于西

南，辗转蛰伏于孤岛，动心忍性

于琴书，奋斗牺牲于军旅。薪

胆生聚有之，慷慨倡义有之。

艰苦备尝而弦歌不辍，危难临

之而精神不坠。迨光复之日，

建国之初，音专菁英，已遍宇

内，开枝散叶，衍脉生根，桃李

芳华，何其丽也！何以哉？是

谓在人也。

及至四九年后，万象一

新，幸哉盛世，宅此都中，幸有

贺老，高明掌院。绍述光前，

兴作裕后，融中西而能汇百

家，立规模而能创新统。一时

多少俊彦，一时南北景从。乐

起蝶飞，繁花如梦。纵有十年

摧折，岂能摇撼根本。初心无

改，风神苍郁，一俟大地春回，

依然葱笼锦绣，何其美也！何

以哉？是谓在人也。

夫在诸人者，和毅庄誠，校

训垂谟矣。和之奥义，异中求

同，五味相济，八音相协，群而

不私，合众而一。毅之于人，非

止果恒之操，孔子曰，士不可不

弘毅，无欲则刚，故毅所从来，

亦无邪也。庄严气象，生于笃

敬，不苟之庄敬，用之于大事自

能恢宏，用之于小节必臻精

微。诚其心，正其意，物无不能

格，知无不能致，以此推而修齐

治平，亦无所不能，遑论优胜乎

一艺乎？何况建树于一校耶？

四字悬箴，旨圭既明，阐扬在

我，履践在我，承嗣吾侪，当敏

行之。

自公元一九二七迄于今，

九十岁矣，昔云三十年为一世，

是为三世。世道有道，如种瓜

豆，何必虚尊传统，托言无稽。

大凡天下之事，成败皆廿卅年

间因果造业，应验分晓。十年

兴树，可传者，自当继业续统，

无可传者，万年亦成虚掷。从

今而迄于二零二七，十年而已，

我上音院，将届期颐之庆。书

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谚云行

百里者，其半九十。当此海晏

河清之世，伟大复兴之际，有国

家厚爱，人民重托，须趁东风

便，启万里航，我上音人，敢不

奋勉？

今之在人者，须有四坚：坚

持办学方向，坚定目标定位，坚

守优秀传统，坚实改革发展。立

定根本，弘师道以育人才；把握

关钥，循教理而力践行。内修其

德，外张其势。布画远猷，三步

方略，孰举孰措，宜事宜时。首

建研究院，分进而一归，攻乎音

乐之理，期以民族特色，中国气

派；善缔海洲缘，交流而摩宕，工

于演艺之巧，期以世界平准，国

际声誉。高原而高峰，一流而双

百。人尽其材，心通其情，广拓

事业以致祥气，完美区宇以惠民

生。起华堂，增设置，以为新人

辈出之资，佳作迭现之途。服务

于时代，贡献于文明，今之时今

之人不亦大有可为乎！

噫兮，辟路设轨，已然九

十春秋艺界之型范学府，端赖

先人之德也；开新弄潮，造成

下一世代寰宇之引领地位，此

诚我辈之愿也。寿登九秩，方

兴 未 至 ，日 新 又 新 ，生 无 涯

涘。积步为梯，理想为翼，高

蹈鸿举，云巅可期。美哉善哉!

睹物思人，千百帧焉，旧

影新颜，挂漏夥矣。览册骋

怀，言不尽意。是为序。

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林在勇

二零一七年十月廿三日

《上海音乐学院九十华诞纪念画册》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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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18日，我院学

生理论社团“上海音乐学院大学

生理论讲习社”举办十九大精神

学习交流活动。院党委书记、院

长林在勇参加活动，并为讲习社

授旗。上午九点，讲习社骨干成

员与学校部分同学、党员同学及

各系部骨干一同收看了十九大开

幕会。下午三点，讲习社在第一

时间举办了学习交流活动。院党

委书记、院长林在勇向讲习社正

式授旗，并向讲习社的同学们致

敬。他希望同学们认真学习十九

大精神，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并转化为自身实际

行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

大事业中找准自己位置，贡献青

春和才智。他祝愿理论讲习社越

办越好，成为全校最有思想、最有

智慧、最有活力的社团。学生党

员代表许首秋、社团成员代表岳

美辰等同学交流了观看十九大开

幕会后的体会和感言，同学们一

致认为收获颇多。 （撰稿 周婷）

我院师生第一时间收看十九大开幕会，反响热烈

本报讯 10月18日，党的十

九大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

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

大会。为方便师生第一时间收

看十九大开幕会，我院精心组

织，安排在会议室、教室、校园电

子屏进行直播。

聆听总书记的报告之后，广

大师生备受鼓舞、心情激动，纷

纷说体会、谈感想，“十九大”迅

速成为师生们热议的话题——

林在勇（院党委书记、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报告提出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等极其重要的科学论断，

明确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使命，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以及

五位一体的大政方针。作为在

艺术类高校工作的一名教育工

作者，对总书记报告中关于文化

和高等教育的论述感到分外亲

切。上音作为一流学科建设高

校，将按照党中央总体部署，承

担起光荣的国家使命，建设世界

一流音乐学院。总书记在报告

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

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

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作为

音乐文化作品的创作孵化基地，

上音将坚持扎根人民群众，坚守

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

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积极产

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

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优

秀文化作品，讲好中国故事。

亢爽（院团委书记）：喜迎十

九大胜利召开，学习聆听习总书

记的工作报告。作为中国人我

很骄傲。目前我院正处在一流

学科建设的新时期，机遇和挑战

同时存在，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孟莉（音乐学系党支部副书

记、辅导员）：当代大学生是中国

的未来和希望，作为辅导员老

师，身处学生工作第一线，深感

责任重大。我们要坚持政治立

场和政治原则，不断提升自己的

理论修养和思想水平，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汝艺（民乐系教师）：习近平

总书记的报告从各方面回顾过

去、阐述现状，并提出了重要的

方略，为党和国家建设勾勒出了

远景，听完之后我感到十分振

奋。十八大至今的五年来上音

的发展有目共睹。身为民乐教

师，我将努力传承创新反映时代

自信、民族力量、传统文化自信

的作品。

苏彬（钢琴系教师、民进上

音支部主委）：习总书记的报告

很全面也很亲切。报告中充分

肯定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

监督的重要作用。上音民主党

派将在学院党委的领导下，紧密

团结在党的周围。

闵振奇（现代器乐与打击乐

系教师）：总书记报告提出要加

强文艺建设，繁荣文艺创作，造

就一大批德艺双馨的名家大

师。从国外留学归国回到母校，

深刻感受到学院近年来在教师

和人才培养方面日益加大的培

养力度。现在我还是一名青年

预备党员，我将不忘初心，恪守

誓言，勇于担当教书育人这一神

圣的职责和使命。

黄娴瑾（音乐戏剧系教师）：

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质朴、务

实。作为普通教师，我感受到了

责任与使命。时值上音九十周

年校庆之际，我希望秉持和传扬

学校的光荣传统，修身、修性、立

德树人；同时我也会注重创新创

造、引领学生适应时代需求、走

向未来。

许首秋（音乐美学方向博士

三年级）：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

年来，我深刻感受到祖国的发展

强大。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极

为关键的历史时期。

“上音大学生理论讲习社”举办
十九大精神学习交流活动

留学生们用刚刚学会的篆书将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内容写下

来，并郑重盖上亲手刻的印章。

图为马来西亚留学生方琬雯、

哥斯达黎加留学生伊丽莎白在展示

自己的作品。

我院一流学科建设
步步登高

我院留学生积极
收看十九大新闻

正值重阳佳节之际，我院退休教职工敬老月书画展日前举行，此次展览共展出了10幅作品，包括三幅绘画和九幅书法，

展现了我院退休教职工深厚的人文素养，同时活动也增进了老人们的交流，丰富了他们的退休生活。

喜迎十九大——庆祝上海音乐学院建校90周年暨敬老月书画展

王万涛老师书法（五绝诗一首）

李中元老师绘画（凝香）

王万涛老师书法（七绝诗二首）

李中元老师绘画（晚秋） 施珏老师书法 施珏老师绘画（欣欣向荣）

陆春龄老师书法（龙）

陈龙章老师书法（胡琴六合谣） 忻静忠老师书法（篆字） 忻静忠老师书法（篆字）

（详见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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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十九大
砥砺奋进的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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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应德国汉堡音乐与

戏剧大学邀请，2017年10月18日

至 21日，上海音乐学院党委副书

记刘艳一行赴德国访问，就乐队

人才培养计划、研究生海外基地

合作协议等事宜与对方进行了磋

商，并成功举办了上音专场室内

乐音乐会。

我院研究生部主任张巍教

授、教务处副处长唐哲教授、研究

生部孙宁宁、音乐艺术发展中心

耿文彬、朱宛晨和六位研究生、两

位附中学生随同出访。

通过此次访问，我院与汉堡

音乐与戏剧大学的交流得到了更

深层次推进，同时在我院研究生

海外实践基地的建设上迈出了重

要一步。 （撰稿 孙宁宁）

刘艳一行赴德国汉堡音乐与戏剧大学访问

上海音乐学院入选国家一

流学科建设高校，消息传来，全

院师生群情振奋！这意味着，上

音“三步走”建设世界一流音乐

院校的发展战略，纳入到了中国

高等教育的整体战略。上音将

担负起光荣的国家使命，在世界

音乐的中心舞台上展示中国形

象，唱响中国声音。

回顾最近五年，我院学科建

设步履坚实——

2014 年，获上海市教委本

科院校中期绩效“A级”评价；

在第三轮教育部学科评估

中，学校“音乐与舞蹈学”“艺术

学理论”成绩优异；

学校三个一级学科点全部

被评为上海高校一流学科，其中

“音乐与舞蹈学”入选A类计划，

“艺术学理论”和“戏剧与影视

学”入选B类计划；

2015 年，学校整体被纳入

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范畴，其

中音乐与舞蹈学入选为Ⅰ类高

峰学科，艺术学理论、戏剧影视

学入选为 I类高原学科。

2017 年，教育部发布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

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

单，上海音乐学院入选一流学科

建设高校，“音乐与舞蹈学”名列

一流学科建设名单。

——这一切，源自于我院领

导班子和全院师生强烈的机遇

意识、清晰的发展战略和扎实的

发展举措。

原创作品创排

成为学科建设强大动力

2011 年，我院抓住国务院

学位办将“艺术学”升格为学科

门类的机遇，成功申报了“音乐

舞蹈学”“艺术学理论”和“戏剧

影视学”三个一级学科点的博士

（硕士）授予权，成为全国唯一拥

有三个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

位授权点的专业音乐学院。

在三个一级学科齐全的情

况下，我院确定了以“音乐与舞

蹈学”形成对其他两个一级学科

的辐射带动，实现三个一级学科

互为补益、协同联动的学科格局

的大目标。

对于我院传统强势学科“音
乐与舞蹈学”的发展，确定以创

作为引领，形成音乐创作、音乐

表演、音乐理论、音乐科技“四轮

驱动”。在新型学科专业(课程)
团队中，直接与音乐创作及中国

原创音乐作品研究、推广的学科

团队数量占 21.8%。通过原创

作品及演出极大地促进了表演

专业学生的艺术实践课程建设、

丰富了具有上音知识产权的表

演专业原创教材（曲目）体系。

经过多年来的持续努力，学

校开始进入真正打造原创音乐

作品的新时代和新阶段。这些

上音打造的原创作品，以源源不

断的文化生产力推动学科建设。

原创音乐剧《海上音》为纪

念中国人民抗战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创排，所有

角色均由我院音乐戏剧系在校

学生担当，全系超过30%的学生

参与剧目演出，另有 13 名乐队

成员来自管弦系和现打系。作

为学院高峰高原戏剧与影视学

学科建设的重要成果，音乐戏剧

系主任赵光坦言：“音乐戏剧系

的第一要务是培养人才，第二是

出原创作品，出原创作品的目的，

也是为了培养人才。”培养优秀人

才是衡量学科建设水平的一项

重要指标，出人才给予原创作品

持久不竭的生命力，也成为推进

学科建设的内在动力。《海上音》

2016年10月获第10届大邱国际

音乐节职业组“最佳外语剧目金

奖”，2017年 6月获 2017年度国

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项目，

2017年9月获批国家艺术基金项

目，同时作为2017年上海市舞台

艺术作品评选展演项目。

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逝世

400周年，我院推出原创音乐剧

《汤显祖》，持续引发各界高度关

注。剧目的演员几乎都是上音

的在读学生，为了使学生得到更

好的锻炼，也为了适应火爆的市

场需求，该剧的学生主演由AB
两组增加到三组。演出成为了

学生的第二课堂，“校外课堂”的
溢出效应显著。“一个戏滚下来，

（学生）变化非常大。演一部戏比

上一年课都管用。”赵光如是说。

多媒体《丝路追梦》是上海音

乐学院创作团队响应“一带一路”
国家战略的一次艺术创新。作品

的成功首演引发各大媒体及业内

人士的高度关注和评价。《丝路追

梦》作为文化部“中华优秀传统艺

术传承发展计划”民族音乐舞蹈

专项扶持项目、上海高校高峰高

原学科建设项目在学科建设上起

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音乐创作的水平带动起音乐

表演、理论研究、音乐评论等其他方

面。五年来，我院开展了很多具有

较高学术水平的表演、理论项目。

“中国钢琴音乐经典百年回

顾”2016 年在上海之春国际音

乐节上连演两场。两场长达

200多分钟的音乐会，囊括了 29
位重量级的中国作曲家，搜罗了

38首历久弥新的经典中国钢琴

作品，集结了“老、中、青、少”四

代共 27 位演奏家，完全由中国

人弹中国的钢琴曲。业界人士

普遍评价对中国钢琴音乐的发

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已经举办了多届的上海音乐

学院室内乐艺术周以促进室内乐

教学和演奏艺术的发展为根本宗

旨。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由我院

承办，我院凭借人才培养、学科建

设的实力和成果，每次都带给受

众高质量的听觉感受。上海国

际当代音乐周通过多年的积累，

其国际性的艺术水准对区域内

的创作、教育、理论三方面起到了

积极的引导与示范作用。

新型学科团队建设

激发巨大活力

2015 年，学校整体被纳入

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后，根据

新形势下的学科建设要求，锐意

创新、大胆改革，实施了新型学

科专业(课程)团队建设。

新型学科专业 (课程)团队

建设打破原来以系部为单位的学

科架构，以学科专业及核心课程

为整体，建立若干新型高水平学

科专业团队、核心课程教学团队

及跨学科学术实体，实行目标管

理和首席教授（研究院）负责制，

充分发挥教授治学的主观能动性

和创造性，实现学科建设、经费资

源投入、师资人才建设和课程教

学四个方面的机制创新。

2016年的首批 32个学科专

业（课程）团队建设（音乐与舞蹈

学27个、艺术学理论4个、戏剧与

影视学 1 个），投入建设经费

3099.5万元。在原有14个学科系

部基础上，增加了一倍学科专业

团队。通过两年的建设，现已形

成了一批学科特色项目与成果，

完成共计55项学科团队建设。

一方面，学科专业（课程）团

队建设积极扶持院内专业与团

队的发展，原在职教师进入项目

范 围 152 人 ，占 整 个 团 队 的

73%；另一方面，以创新人事机

制引进高端人才，外聘 51人（国

外引进 14人，国内引进 37人），

占团队 25%，其中，全职 5人（国

外3人，国内2人），占团队2%。

我院以“高峰高原学科”所

建设的各个团队为平台，引入高

层次国际化师资，创造性地开展

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的革新，使

教学方式立体化、多元化。

长笛高峰学科团队在新型

教学模式和体系的探索方面，借

鉴国际先进经验，糅合中国特有

优势，立足培养国际级专门人才，

树立上音独特的长笛学科理念

（即“社会专业化、专业国际化”）
和学科精神（即“高度、密度、强

度”）。该教学团队课程设置新颖

科学，将创作和演奏植入教学全

过程，课程评价方式更加注重客

观性和多元化，全方位提高学生

专业技术水准和理论修养，开创

高精尖艺术人才培养模式，提升

我院长笛学科的国际影响力。

在研究生教育方面，以实践

性课程的学分体系建构和科学

化课程体系建设为目标，依托高

峰高原项目稳步开展，并积极对

接我院“十三五”规划，实施《上海

音乐学院教学（研究生阶段）激励

计划（课程类）》，开发“一深——

研究生精品课程”和“一广——

国际化课程”外延型课程，以两年

为周期，构建我院研究生课程体

系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超市”；
创立艺术实践学分化管理机制，

2015年10月研究生部出台了《上

海音乐学院研究生艺术实践学

分制实施细则》，实现艺术实践学

分制与课程化管理的有机结合，

2016年3月正式实施。

“九个一”新举措

增强核心竞争力

入选一流学科建设名单是

我院继续推进学科建设的新起

点。我院一直以来，并将继续通

过重大学科建设举措与学科机

制创新，以点带面、重点突破，形

成新的学科制高点，提升整体水

平与核心竞争力。具体措施体

现在“九个一”中。

创建全球唯一以音乐为主

题的大学高等研究院——贺绿

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

撑起一个国际文化都市的音

乐艺术新高度——以上音-英皇

联合学院为基地，以中国第一支

专业学生交响乐团创建 80周年

为契机，通过欧洲古典音乐的精

英培养模式和现代音乐人才的丰

富内涵呈现，撑起上海作为国际

化大都市的音乐艺术新高度。

创立一个以与世界最成功

的当代音乐创制“航母”美国伯

克利音乐院深度合作的产物

——上音-伯克利现代音乐院。

构筑一个经典音乐国际交

流平台——中-欧三校（上音-
李斯特-肖邦音乐学院）联盟。

形成一个舞台艺术创新实

验新中心——上音歌剧院。

形成一个“世界音乐”的概

念：以丝绸之路沿线音乐院校长

论坛暨亚欧同盟常设机构的运

行，强化“音乐小上合”组织的业

界美誉，使上海成为“世界音乐”
新概念和新格局的关键点，以中

国音乐在世界音乐新领域的话

语权与影响力，对接国家“走出

去”战略，同时建立丝路音乐非

遗研究和保护中心。

创建一个全球音乐艺术人

才硅谷：以实现“双一流”建设的

增量资源和创新机制，打造国际

音乐教育示范园区，大力全球各

音乐专业领域的顶级人才汇聚

上海，建立一批世界顶尖音乐家

的“上海工作坊”，使上海成为全

球音乐文化、音乐生活、音乐产

业和音乐生态的中心。

制定一个国际同行评估指

标体系。现已完成国内首个《“音
乐与舞蹈学”国际同行评估指标

体系》，为我国专业音乐院校提供

参照指标。在 90周年校庆期间

举办的“国际音乐院校长论坛”
上，我院将积极推进以“面向 21
世纪音乐专业教育学科标准与

评价”为主题的《上海音乐共识》。

塑造一个上海城市文化新

坐标：以上海音乐艺术发展中新

的资源优势与协同创新机制，聚

焦上海城市文化定位，参照维也

纳、巴黎、纽约等世界著名城市的

人文繁荣参数以及对世界的影

响指标，打造上海音乐文化有机

产业链，构建孵化重量级原创精

品的长效机制，使音乐深刻地影

响上海城市文化精神与国际大

都会的文化品格。（撰稿 蔡琰）

本报讯 林在勇对托特教授

一行的来访表示欢迎。他提到，

中匈两国历来保持着积极良好

的友好关系，从民间交流、文化

艺术合作到政府间高层对话合

作都硕果累累。

上音与匈牙利以及其他东

欧音乐艺术院校的合作交流也

具有悠久历史，惠及师生和学科

发展。

林在勇希望能与赛格德大

学音乐学院增进了解、开展交

流，在双方院校的学科、系部结

构中找到契合点，例如在歌剧、

作曲、管弦乐等领域进行由点及

面的合作规划，探索创新性的合

作模式，取得务实和高度专业化

的合作成果。上音将热忱欢迎、

支持两校师生开展短期或长期

的互派交流项目。

（撰稿 朱丹丹）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

实《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

作细则》精神，提高新党员的

思想认识水平，加强党性修

养，进一步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上海音乐学院党校于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22 日举办第

七期预备党员培训班，就学

习十九大精神、学习新党章、

提升理想信念和党性修养等

方面开展集中培训。

本期培训班共有36人参

训，我院党校预备党员培训

班坚持集中学习和自主学习

相结合，通过讲党课、观看展

示片、座谈讨论、实践活动、

书面小结等形式，引导学员

在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中深

化对党的认识，坚定理想信

念，提高党性修养，做到“四

个合格”。
（撰稿 周菲）

本报讯 10 月 15-18 日，上

海音乐学院研究生部主任、上

音-英皇联合学院理事、院务会

主任张巍教授，教务处副处长、

联合学院院务会委员唐哲教授

带领三名教师、五名研究生和两

名联合学院学生赴英国皇家音

乐学院开展学术交流。访问期

间，共举办音乐会一场、讲座及

大师班四场，并与联合学院英皇

方面理事及院务委员进行了友

好磋商。

16日下午，联合学院院务会

在英皇钢琴系主任瓦内莎教授的

工作室召开，双方就目前取得的

进展、11月的面试事宜及来年的

活动计划等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一

致意见。

16日晚上七点半，上音专场

室内乐音乐会于英国皇家音乐学

院布里顿音乐厅（Britten The⁃

atre）顺利举行。

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演出首

曲是由我院研究生张小笛带来的

古筝名曲《铁马吟》，而担当主奏

乐器的这架古筝是查尔斯王子受

赠于习近平总书记、并寄存于英

皇的私人收藏乐器。

10月17日进入了讲座和大师

班版块。张巍教授的讲座以《序

列音乐在中国》为题，向英皇师生

介绍了中国当代音乐创作情况。

钢琴大师课上，唐哲教授为

每一位参与学习的学生都提出了

有针对性的点拨，细致投入的钢

琴演奏让英皇学子收获满满。

（撰稿 孙宁宁）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

我院党建研究工作，提高课

题研究质量，10 月 23 日，在

行政楼 408 会议室举行 2017
年度党建课题中期检查会，

我院 2 个党建课题进行了中

期检查汇报交流。分别是：

我院《高校学生党员“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研究》（课题负责人：张卓）、

《艺术类高校青年教师理想

信念培养机制的研究》（课题

负责人：冯磊）。

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党

建研究会秘书长顾继虎，市

教卫党委系统党建研究会高

校专委会副主任、上海师范

大学党委副书记裴小倩，莅

临我院对党建课题研究工作

进行了悉心指导。我院党委

书记、院长林在勇出席会议。

（撰稿 周菲）

本报讯 10 月 25 日晚，由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

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主办的

2017 年上海市舞台艺术作品

评选展演活动在虹桥艺术中

心举行。

文化部艺术司诸迪司长，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于

秀芬局长等出席当晚的优秀作

品专场演出，并为作品获奖单

位颁奖，我院原创交响乐《丝路

追梦》等 6 部作品获得“优秀作

品奖（大型作品）”。
据悉，本次上海市舞台艺

术作品评选展演于 6 月至 9 月

举行，分小型作品组和大型作

品组，参演作品近百部，二十余

种艺术种类。

作为文化部“中华优秀传

统艺术传承发展计划”民族音

乐舞蹈专项扶持项目、上海市

重大文艺创作选题项目、上海

文艺创作精品、优品、新品以及

文艺家配套扶持项目，《丝路追

梦》下一步还将继续开展一系

列的国内外巡演计划，进一步

展示交流和交融的文化内核，

推进中华传统文化、丝路文化

的传承发展。

（撰稿 顾邹）

本报讯 10 月 14 日，从第 20
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传来消息，

在音乐节 20周年之际设立了“青

年音乐家奖-雀巢杯”这一奖项，

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学生、

上音青年交响乐团首席、青年小

提琴家柳鸣获此殊荣。

北京国际音乐节和雀巢联合

创立的“BMF 青年音乐家奖-雀

巢杯”，以激励优秀的青年艺术家

破茧成蝶，开启自己的艺术之

路。柳鸣师从著名小提琴家、教

育家徐惟聆教授，曾获香港国际

小提琴比赛第二名、美国Cooper

国际小提琴比赛第二名、金钟奖

小提琴比赛第二名等多个重要奖

项。2016年，她在全球奖金之最

的首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

提琴比赛中获得第六名，成为唯

一进入决赛的中国人，引起业界

高度关注。 （撰稿 许贝贝）

我院一流学科建设步步登高

我院管弦系学生柳鸣获得北京国际音乐节“青年音乐家奖”

我院《丝路追梦》荣获市舞台艺术作品评选优秀作品奖

我院完成2017年度
党建课题中期检查交流工作

我院师生赴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学术交流

本报讯 在重阳节前夕，

上海音乐学院工会分管领

导、总会计师张佳春向全国

劳动模范俞丽拿教授送去了

节日的问候，并祝愿她身体

健康。

年过七旬的俞丽拿老师

依然奋战在教学的第一线

上，为音乐教育事业，呕心沥

血五十余年，作出了突出的

贡献。今年年初，她又被授

予2016年度上海市三八红旗

手标兵称号。

此外，她所领衔的小提

琴教学与演奏艺术工作室因

成绩突出，曾先后被评为“上

海市级教学团队”、“上海市

教育先锋号”、“上海市工人

先锋号”等荣誉称号。

（撰稿 周业飞）

院领导慰问俞丽拿教授

林在勇会见匈牙利赛格德大学音乐学院院长一行

本报讯 10 月 27 日上午，上

海音乐学院 2017 年无偿献血活

动在排演中心大厅举行，各系部

同学踊跃报名参加。院党委副

书记、纪委书记刘艳一早来到现

场慰问同学。本次共有 203名学

生参与了献血活动。民乐系的

一批同学前一晚刚从澳门理工

大学交流回沪，今天一早积极赶

赴学校参加献血活动，值得一提

的是，不少同学连续几年参加无

偿献血。他们是：

研究生部的蔡奇呈、赵青，连

续五年无偿献血；魏思骏、董念

群，连续四年无偿献血；严寒晓、

王羽飞，连续三年无偿献血；科特

迪瓦留学生安妮、台湾籍学生何

宜玲参加献血。

管弦系的李佳航，连续四年

献血；张元禾，连续三年无偿献

血；赵建昊、董玮枫、黄瑞恒、刘开

拓、刘佳韵、赵巍峰、杨浩诚、张乾

奕，连续两年无偿献血。

指挥系的朱斯珂，连续四年

无偿献血。指挥系一年级倪鹏胜

在他18岁生日当天参加献血。

声歌系的陈卓琳，连续三年

无偿献血；黄雅娴、侯馨怡、贺婉

婷连续两年无偿献血。

音教系的蒋坤城、闫镤文，

连续三年无偿献血；阮璐璐、张

洪源、李斯凡，连续两年无偿献

血。

民乐系的宋晴川，连续三年

无偿献血；黄哲、杜雪妍、楼嘉、王

舒雁，连续两年无偿献血。

音乐学系的钱依依、罗婉芯，

连续两年无偿献血。

数媒学院的徐明瀚、张沁、王

晨欣，连续两年无偿献血。

作曲系的吴世鸿、夏子昕、高

钰哲，连续两年献血；新疆维吾尔

族学生夏普卡迪参加献血。

艺管系的杨韵、姜柯，连续两

年无偿献血。 （撰稿 郑含楚）

我院党校第七期预备党员培训班开班

热血青春 为爱“举手”
我院2017年无偿献血活动圆满举行

本报讯 10 月 21 日，第

17 期上海市领导干部专题

研讨班《音乐艺术与优美人

格》在 北 楼 报 告 厅 正 式 开

班，来自全市近 90 名领导干

部参加了此次培训，上海音

乐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王瑞出席并致欢迎辞，院党

委组织部部长冯磊主持开

班典礼。

此次研讨班第一讲由俞

丽拿教授主讲《梁祝》赏析。

在两个多小时课程中，学员

们沉浸于《梁祝》故事中，课

程结束报以热烈的掌声。

上海音乐学院承办的第

17期上海市领导干部专题研

讨班，继续围绕“音乐艺术与

优美人格”的主题，在充分总

结之前16期办班经验的基础

上，进一步优化了课程设置

和师资选配，由学院相关学

科领域的知名学者和专家与

全体学员进行交流探讨，本

期研讨班为期一个月。

（撰稿 周菲）

上海市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
《音乐艺术与优美人格》在我院开班

本报讯 10月26号中午，

上海音乐学院新闻中心学生

记者聘任仪式在教学大楼贵

宾室举行，院党委宣传部部

长、新闻中心主任吴学霆为

新一批受聘的12位学生记者

颁发了聘书。

这12位学生记者分别是：

蔡岳均、朱则彦、李慧喆、曹逸

佳、孙丽雯、陈景舒、吕伽、陆

畅、李昂、熊至尧、金哲文和杭

小羽。在此前的一年中，他们

积极参加学校的新闻宣传工

作和海上音讯社的活动，写出

一批生动活泼的稿件，同时增

长了自己的才干，提升了能

力，达到了学生记者的标准。

吴学霆肯定了大家的成绩和

付出，鼓励他们继续努力，为

新进的预备记者做好榜样。

接下来的工作例会上，

小记者们围绕上音校庆90周

年的活动进行了讨论。

（撰稿 孙丽雯）

我院新闻中心聘任新一批学生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