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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说法】
于丹上台不合时宜

18日，网名“饭团子要给力法号小明”的
微博上传了一段17日晚演出后于丹上台的
视频。画面中，台上的老艺术家们正手捧鲜
花向台下热烈鼓掌的观众致意，此时主持人
介绍于丹出场，台下应声发出喝倒彩的声
音。于丹上台后首先给老艺术家们鞠了一
躬，接着有观众喊“下去吧”。于丹在台上简
单说了两句就转身下台。

在现场观演的网友“天地古今惟一啸”
这样理解观众情绪激动的原因：“七十岁开
外的老艺术家台上谢幕（这样的聚会还有
没有下回都不一定），大家的兴奋点被调动
到最高，巴望着老先生们返场的时候，她
（于丹）上来了。热爱昆曲的朋友，特别是
热爱昆曲老艺术家的朋友都爱美懂美，不
是无理取闹之人。大家对艺术的热情，对
老艺术家的爱戴，主持人多次赞叹。昆曲
是有分寸的艺术，于丹在这个场合出现是
最大的没有分寸。”另外，也有观众认为，于
丹当晚黑丝袜、细高跟鞋的装束，与昆曲演
出的高雅氛围不相称。

【北大声音】
断定“北大学生喝倒彩”不妥

由于于丹被“呛”下台的演出在北大百
年讲堂，网上很多人认为“呛”于丹下台系
北大学子所为，从而有声音批评北大学子

“素质不高”，另一种声音则认为北大学生
“有态度”“有独立精神”。北大相关负责人
士18日向记者表示，通过此事直接评判北
大学生并不合适。

该人士说，北大百年讲堂除部分专门
面向校内学生举办的文化活动外，其他演
出均面向社会售票，17日晚的演出即为此
类社会观众皆可购票观看的商业演出。北
大既不是主办方，也未组织学生观演，“呛”
于丹下台的观众并不能确定是社会观众还
是北大学子。

【于丹回应】
“一切可以理解”

18日中午，于丹在微博上就17日晚
的演出发出三条微博。她首先在微博中
盛赞演出是“一场无与伦比的昆曲盛宴”，
然后就自己登台的环节进行了简单的说
明，并对老艺术家们表达敬意。她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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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我也很过意不去！其实我只想鞠一躬，
说一句话：中国昆曲600多年，老艺术家
们年纪加在一起也是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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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上午，于丹再次发
表微博，还原当日现场的真实情况。她提
到，该演出是面向社会的，呼吁大家不要
误会北大学生，且证实现场并无“不雅或
过激的语言”。对于当日主办方的安排
和观众的嘘声，她也大度地表示，我们都
是爱昆曲的人，因为有爱，所以一切可以
理解。

【对话主办方】
王翔：“于丹未收出场费”

针对17日晚演出的不和谐之音，主办
方普罗艺术的创意总监、厅堂版《牡丹亭》
制作人王翔18日晚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触痛
观众“怒点”的几个细节作了说明。

问：有很多网友认为，当观众巴望着老
先生们返场的时候，于丹上台很不合时
宜。您怎么看？

王翔：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只能用“错
愕和不知所措”来形容当时的情形。于丹
从小就跟随父亲听昆曲，她对昆曲的点评，
不仅专业，而且能说到点上。多年来她一
直是以昆曲义工的姿态在帮助这门艺术
的，我们都知道，她参加的一些活动都是有
出场费的，但对于昆曲，她从来是分文不
取。于丹与昆曲的关联和她的昆曲情结，
是完全有资格参与推动和普及的。

问：一些舆论认为当晚于丹穿黑丝
袜、细高跟鞋的装束，与昆曲演出的高雅
氛围不合？

王翔：她当晚可以说是盛装出席，裙子
也是过膝的，她其实是以自己的装束倡导
了一种欣赏艺术的姿态。

问：作为主办方，当时您是怎么请到
于丹来参加这场活动的？

王翔：在2007年创排厅堂版《牡丹亭》
之初，我们就一直邀她前来协助推广，而她
也不遗余力。前段时间我打电话给她，希
望她能来参加600场的纪念活动，于丹的
回答是“有没有时间我都要来”。

17日晚由于演出时长超过了3个小
时，于丹在演出中曾发短信给我表示不想
耽误大家时间上台讲话了，但我回了个“必
上”。于是在谢幕时，主持人赵宝乐按照预
定流程将她请上了台，没想到出现了让她
极为尴尬的一幕。

于丹微博还原北大被“呛”细节：

并无不雅或过激语言

□据《北京晨报》

●演讲是公共或政治人物正面民
众的主要方式。他们是被砸臭鸡蛋还
是被掌声与鲜花包围，都是再寻常不过
的事情。这既无关私德，也无关素养。
举例而言，那些在讲台下起哄的观众，
真面对于丹的时候，果真会如此虚浮轻
狂？弄懂这个道理，自然不会进行简单
的道德谴责。

——邓海建

●从来没喜欢过于丹，觉得她特装。
——黄毛毛

●这事实上在提醒各类名人，不
管你的成就有多高、名气有多大，也要
正确认识自己。术业有专攻，术业也
会有盲区，不分场合地对任何主题都
试图推销自己的观点，把价值判断范
畴的东西强加于人，只能自毁形象。

——刘化喜

●于丹被“呛”，或许也是一剂清
醒剂，让其知道自己并非真的是“万人
迷”，也不是永远的“万人迷”，更不是
谁都欢迎的“大人物”。当然对于那些
盲目追捧名人的“主办方”也是一个警
告，请名人也有风险，需谨慎。

——王军荣

●听众对于丹发出嘘声，抑或对
于丹鼓掌欢迎，本质并无不同，都是听
众表达对演讲者的态度，只不过嘘声
不太礼貌罢了。尊重归尊重，如果听
众实在不愿听这些无趣甚至令人反感
的演讲者发言，那么放下这些礼貌有
何不可呢？

——余燕明

●于丹被轰的深层次原因是不是
得归咎于她长期以“学术超女”的形象
示人却淡化了一个学者应有的学术气
息而引发了大家的不满？

——温国鹏

●一个于丹被轰下台去，才有更
多的人走上台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
当然是好事。

——王朋

本月16日至18日，“2012中国昆
曲名家年度雅集暨厅堂版《牡丹亭》
600场纪念”系列活动，一连3天在京举
行。堪称中国昆曲半壁江山的国宝阵

容：侯少奎、计镇华、梁谷音、石小梅、王
芳、汪世瑜、岳美缇、张继青、张静娴、张
洵澎十位大家分别于皇家粮仓和北大
百年讲堂出演，堪称顶级昆曲盛宴。

没有永远的“万人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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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青年报》中新网

17日晚，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举行的一场昆曲名家的演出
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作为主办方邀请的嘉宾，在堪称“国
宝”的多位昆曲老艺术家谢幕后上台致辞，结果却被观众“呛”下
台。（见本报昨日B10版报道）

18日，于丹发微博委婉回应此事，表示是经主办方一再邀请
才上台的，当时只想向老艺术家“深深致敬”。19 日，于丹再次
发表微博，还原当日现场的真实情况，证实现场并无“不雅或过
激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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