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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上海民营院团
首次组团赴京展演

上海市文广局和上海市演出行
业协会主办的“上海民营院团优秀剧
目首次赴京展演活动周”昨日开幕。
5家民营剧团将带来话剧《汇贤坊》、
沪剧《绿岛情歌》、话剧《永远的尹雪
艳》、儿童剧《新葫芦兄弟》、音乐剧
《致命咖啡》5部新作。

主办方介绍，2014年至2017年
是上海民营院团走向演出市场和自
身良性循环的关键3年，院团注册数
量已达 253 家，演出场次、剧目、样
式、收入都大幅增长，另一方面上海
市设立了每年800万元的专项资金
对民营院团优秀作品予以重点扶
持；本次展演剧目既体现了主旋律
和正能量，又富有上海地方特色风
格样式。

上海现代人剧社的《汇贤坊》以
旧房动迁题材反映了上海的市民生
活状态，折射了上海对石库门建筑的
保护和城市文化之根建设；上海文慧
沪剧团的沪剧《绿岛情歌》描写了崇
明生态岛建设中一位“捕鸟人”转变
为“护鸟使者”的故事，已入选文化部
优秀戏曲剧本创作扶持项目。

上海恒源祥戏剧发展公司的话
剧《永远的尹雪艳》改编自白先勇同
名小说，几轮公演获得了戏剧界好
评。该剧团成立3年，已发展成为企
业办剧团的样板，其出品的音乐剧
《犹太人在上海》曾为第 17 届中国
艺术节开幕演出。上海锦辉艺术传
播有限公司的儿童剧《新葫芦兄弟》
根据上海美影厂的知名动画片改编；
上海安可艺术团的禁毒题材音乐剧
《致命咖啡》讲述了一个为爱救赎的
故事。 据新华社电

“长安画派”惊艳上海
110余幅作品亮相

本报讯 记者 郦亮“回望云峰
——中国美术馆藏赵望云作品巡展”
日前在中华艺术宫举行。本次展览
展出赵望云作品共计110余件，展出
的作品均为中国美术馆藏品。该展
览将展至2018年1月30日。

赵望云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长
安画派”崛起的奠基者和创始人，他
一生以“为人生而艺术”为宗旨，以表
现时代精神为追求，自始至终与时代
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赵望云平生
致力于中国画创作，面向生活，画风
质朴浑厚，骨高气雄，以人物、山水著
称。作品的创作内容十分广泛：农村
的田园风光、塞外的辽阔草原、终年
积雪的祁连山、风沙弥漫的弋壁滩
……他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绘画
中的山水与人物相结合的优良传统，
他认为，“一切快乐都是劳苦换得，风
景的优美，亦多因为人的活动。”所以
他能根据不同的题材、环境，运用娴
熟和多变的表现方法来描绘丰富多
彩的自然物象。

除了在现代山水、人物画方面取
得成就之外，赵望云对于家畜动物的
描绘也有新的创造。特别是他画的
毛驴，造型准确、笔简墨润、形象生
动、活泼可爱，所以解放前人们送给
他一个雅号“赵望驴”。

琴棋书画是传统文化必备元素
乐团方面近日透露，他们将在新

的系列中首先推出《空山》、《月影》
两场民族室内音乐会，将分别于11
月18日、26日，首演于上海交响乐
团音乐厅演艺厅和东方艺术中心演
奏厅。

自古以来，音乐、诗词、书法、绘
画等，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
殊气质，展现的是东方艺术的境界之
美。乐团期望通过该系列音乐会，用
当代的民族音乐语言，将这种体现中
华民族精神和气质的独特美感唤回
我们身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
园。希望能有更多的观众在民族音
乐新作的创作和演出中，汲取民族文
化的养分、涵养心灵，在感受悠远的

文人情怀同时，寻找到属于当代的诗
意，获得精神的涵养。

据了解，这两场音乐会都是原创
首演，乐团特别邀请一批对中国传统
文化有着丰富感受的80后、90后青
年作曲家担任创作。作品的音乐风
格不拘泥于古风古韵，用的也是现代
表达，像《空山》就是“山”的主题，而
《月影》则是“月”的主题，《月影》的开
场作品是《江畔》，用一把琵琶、一把
吉他，代表着一古一今源自江畔两岸
的月下思考，延续着唐人张若虚对宇
宙、生命的发问。

要走出去也要沉下来
此前，上海民族乐团委约德国著

名作曲家克里斯蒂安·佑斯特写了一
整台《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作为
艺术节参演剧目在上海大剧院上
演。外国艺术家一一了解了众多民

乐器的音区和演奏技法，然后写了一
台和以往民乐不一样的作品。

对此，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
表示，这样的碰撞，对于民乐来说非
常必要：“中国民族乐器个性非常强，
佑斯特跳出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框
架和束缚，更多地呈现了这些乐器的
共性，让民乐的声音变得更加节制，
更加优雅。中西方音乐思维和音乐
语言的碰撞产生了创造性的火花。
中国民乐应该以更开放的姿态，欢迎
全球的创作者，探索民乐的国际化与
当代化表达，推动中国民乐走出去。”

一方面是走出去，但民乐作为根
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形式，深挖
出内涵而不只是停留于表面，则同样
重要。民乐团表示，这次的系列音乐
会就是“当代民乐对中华优秀文化创
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又一积极
实践。”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德国足球是世界冠军的
实力，德国的柏林爱乐也堪称世界交
响乐的第一天团，那如果让柏林爱乐
的音乐家们走上足球场踢球，会是什
么水平？昨晚的源深体育中心，就上
演了这样一场特别的足球赛：两支来
沪演出的德国名团柏林爱乐乐团和
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和“东道主”
上海交响乐团联队来了一场约战，以
球会友。这场特别的足球赛，在直播
甚至吸引了469.2万人观战，瞬时最
高达41.5万人。

中国队由上海交响乐团领衔，集
结了上海大剧院、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中心两家文艺机构的“金靴”，称得
上是代表上海文艺圈踢球的最强实
力，上交双簧管首席张欣就自信地告
诉记者说：“我们上交足球队曾拿过
上海文化系统的冠军！”而德国的两
支乐团，各自派出一半球员上场，有
趣的是，他们赛前还通过邮件抓阄，
问带哪家的球衣，结果柏林爱乐带上

了全部球衣。
其实在德国，交响乐团之间举行

类似的足球联谊赛是项由来已久的传
统，甚至每年都会定期举行联赛，还曾
有人开玩笑称德国乐手是世界上“交
响乐团里最会踢球的，踢球的人里最
会演奏的”。柏林爱乐团长安德雷娅·
齐茨曼告诉记者说：“柏林爱乐有这样
的传统，去一个地方演出，总会邀请当
地的伙伴乐团来踢踢球。柏林爱乐和
上海交响乐团是老朋友，我们和上交
音乐总监余隆协商后，决定来一场友
谊赛，正好德累斯顿管弦乐团也在上
海演出，所以我们拉上他们一起组了
联队。足球赛的功能，和音乐一样，都
是彼此交流的手段。”

确实，足球是融入了德国人血液
的。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的两位小
号手福克斯·赫尔穆特和斯万·巴恩科
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侃侃而谈他们
喜欢的德国球星，穆勒和诺伊尔人气
最高，而他们都在期待，明年的俄罗斯
世界杯上，德国国家队能够再次夺
冠。“我们踢得还挺多的，平时基本上

每周都有一次训练，甚至会有女乐手
加入，然后一年都会有三四次正式的
比赛，我们和维也纳爱乐也比赛过
——不能完全算传统，但大家都欢迎
这样的方式，因为能增进友谊。你知
道，作为乐手，在排练时大家都很严
肃，有时候为了自己的乐器多争取一
些机会，甚至会出言不逊，但踢球就能
让音乐上的不愉快马上消除。”

上海交响乐团也有亮眼的表现，
昨天的比赛中，除了上半场的意外丢
球，他们甚至一度取得了场面上的优
势。毕竟，除了在文化系统拿过冠
军，上交足球队的领队、上交副团长
周京华，可是当之无愧的专业人士
——当年他担任申花俱乐部的领队
多年，和吴金贵搭档取得了很好的成
绩。但最终德国联队4:0上交。“上交
平时排练和演出任务很密集，训练很
少，几个月才能正经踢一次比赛，但
我们都欢迎这样的形式，场上气氛非
常好。”张欣也告诉记者，这次单上交
报名参赛的就多达36人，占到了乐
团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上海民族乐团为“新民乐”寻路

扩外延 挖内涵 民乐兵分两路走

放下小提琴和双簧管放下小提琴和双簧管

德国交响乐名团来沪先较量起了足球德国交响乐名团来沪先较量起了足球

前不久，上海民族乐团国内
首次委约欧美作曲家创作整台
民乐的尝试，引发了民乐界的震
动，而几天之后，乐团的又一原
创新作——“国乐中的诗书画”
系列音乐会，也将与观众见面。
在扩大民乐影响力的道路上，乐
团正在尝试兵分两路：对外，探
索民乐国际化的各种可能性，对
内，则挖掘民乐原有的文化内涵
和深度。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此前由德国作曲家谱写的《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就让观众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民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