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誉为今年上海最重
要古典乐盛事的“交响乐双
雄同登东艺”，将迎来最高
潮——柏林爱乐乐团将在
艺术总监西蒙拉特爵士的
亲自带领下，携手著名钢琴
家王羽佳，于今晚和明晚连
演两场。这次音乐会也是
即将卸任的西蒙拉特访华
最后一站。昨天，他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将会
在上海完成卸任前特别选
定的“愿望清单”，同时他还
动情地说：“我这次来上海，
是追随我父亲的步伐。”

青年报记者 陈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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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今明两晚，西蒙·拉特将携柏林爱乐奏响申城。

告别之旅高度瞩目
柏林爱乐的地位无人会去质疑，

而这次他们的来华巡演，更是因为西
蒙拉特即将卸任而备受瞩目。上海
不仅是唯一连演两晚的内地城市，也
是其访华的最后一站，意义非凡。告
别之旅激发了乐迷的空前热情，正式
开票后仅26小时便被抢购一空，创
造了东艺售票速度的新历史。

2002年9月7日，西蒙拉特在柏
林爱乐大厅以托马斯亚当斯的现代
管弦乐作品《避难所》作为他的“就职
演说”，向世界郑重宣告一个新的音
乐时代的开始。西蒙拉特和柏林爱
乐的上一任音乐总监阿巴多在音乐
口味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后者十分
钟爱的一些作曲家，如舒伯特、门德
尔松、柴科夫斯基、穆索尔斯基，很少
出现在拉特的节目单当中。他似乎
尤为钟爱“两端”的音乐：一边是马
勒、斯特拉文斯基以及更加先锋的作
品，另一边则是海顿、巴赫、拉莫或更
加古老的乐曲。因此，柏林爱乐的演
奏曲目范围在近十几年得到了极大
的扩充，进而使乐团在适应性、可塑
性和丰富性方面获得了质的提升。

这次来上海，第一晚的演出，以

柏林爱乐十分擅长的 19 世纪末至
20世纪初管弦乐名作为主，而第二
晚，他则选了俄罗斯的作品，也就是
他曾说过的“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
交响曲》是我在离开这支乐团以前，
无论如何想要和他们一起演奏的一
部作品”。昨天他也解释了自己的

“卸任选择”：“我觉得《第三交响曲》
是他的重要作品，但过去似乎被低
估了。这是我作为‘老板’的最后一
个季度，我也列了一个愿望清单，上
面都是我的‘必演剧目’，有分成不
同的部分，有些我觉得是绝对能代
表柏林爱乐的，比如我们的勃拉姆
斯，但也有一些小快是我觉得不演
奏很可惜的。”

与上海有特别的情缘
对于率团来上海，西蒙拉特自己

形容为“非常放松”，因为上海和他的
渊源——父亲从小的讲述，就让他已
经对上海“很熟悉”了。“私下说，上海
是我们所有人最喜欢的地方，这里充
满着音乐，有很多很棒的音乐，还有
更多好吃的食物。”他开玩笑说，乐团
在前一晚去和上交踢了一场足球赛，
但他没去看，就是因为“忙着吃美食”。

而作为音乐家，他更是对上海有

感情，当国外的交响乐观众已经白发
苍苍时，在上海他能看到众多的年轻
人来听：“这让我非常高兴，感觉在上
海能看到交响乐和古典乐的未来。”
因此，没事的时候，他就利用自由活
动的时间去上海四处转转，“我就是
简单地在城市里闲逛，去听去感受，
偶尔也会听到上海的音乐。上海让
我觉得是个很有想象力的地方，即便
很多地方我没去。”

上海还让他总觉得“不可思
议”。因为这一场演出，原本的中国
嘉宾音乐家是郎朗，但后者因为伤病
的原因不能参加了。“几周之前我们
碰到了这个比较大的问题，但非常幸
运也非常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我
们又找到了另一位非常好的钢琴家
王羽佳，而他们两位都是在世界上以
技巧著称的中国钢琴家。”

也因为对上海的热爱，他甚至能
原谅多年前曾在音乐会中途起身走
开的观众，虽然他说现在上海的观众
都非常专注，不会再出现走来走去的
情况：“我绝对是赞美的意思——没
有人来到中国是为了想要看到严肃、
安静、毫无波澜的场面，我们来到这
里是因为这就是一个生机勃勃，略显
嘈杂但慷慨温暖的社会。”

柏林爱乐音乐总监的告别之旅

有份“愿望清单”要在上海完成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此前业界就有信息称，
上海音乐厅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在
合作。昨天，双方就正式公布了合作
成果：他们联合制作了音乐剧《繁花
尽落的青春》，并将于12月在东艺上
演。这也让人想起了去年东艺和上
海爱乐两大院团的跨体制合作，难道
又一跨体制合作要诞生了吗？音乐
厅总经理方靓昨天否认了这一点，她
表示，这纯粹是一次“项目制的合
作”，目的是为了“在大的艺术项目
中，团队能够在运营和经营上有能力
的提升”，“一个成熟的剧院不应该只
是个演出的码头，还应该是艺术创作
的源头”。

《繁花尽落的青春》是著名编剧
喻荣军创作的音乐剧，他本人还担任
了作词，此外，邀请了导演周小倩执
导、作曲家赵光担当作曲及音乐总
监。这部原创音乐剧将展现从1990
年至2000年，一代人、一座城市、一
个国家的十年“青春”。喻荣军告诉
青年报记者：“这是一个很好看很实
在的故事，也是我本人的一段经历，
我自己创作时并没有区分它是话剧
还是音乐剧的写法。”上话副总经理
田水表示：“看完这部音乐剧的剧本
后，给我的感觉是：怀旧，不仅是一种
情绪，更是一种力量。把‘怀旧’转换
成勇敢的力量，勇敢面对过去的日
子，面对现在的生活和面对未来可能
发生的事。”

作为上海唯一一家国家级话剧表
演艺术剧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一向
致力于推动原创作品的发展，除了原
创话剧，当然也包括原创音乐剧作
品。面对音乐剧市场体系逐步成熟的
今天，上话已培养和储备了一批优秀
的音乐剧专业人才，并不断尝试制作、
运营和演出。这次和音乐厅的合作，
双方透露，其实早在6年前就有意向。

方靓说：“这次双方的合作，投资
上是共同投资。具体分工上，上话主
要负责创作，音乐厅的团队则主要是
营销和宣传以及参与制作——我们
深知，如果剧院没有自己核心的竞争
力，未来肯定不行。其实，我们已经
参与了很多音乐会的制作，这次音乐
剧的规模比较大，也更有挑战性。”

沪上院团合作结新果

成熟的剧院不应只是演出的码头

聚焦70后的青春
情感剧还原旧时记忆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80后的故事
总能掀起怀旧大潮，90后的故事也渐
成气候，那70后的故事呢？经历了社
会大变革的一代人，故事反而没那么
多。下周即将登陆东方卫视的情感
剧《生逢灿烂的日子》，就聚焦在了这
代人身上，用他们的追梦历程，串起
了几个迥然不同的时代。

该剧由果靖霖编剧，周友朝执
导，张嘉译、果靖霖、刘佩琦等领衔主
演，讲述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北京
胡同里出生的一家四兄弟，历经七十
年代到九十年代从青年到不惑之年
的人生历程，以及那个年代中他们关
于人生和情感的理解与思考。

昨天，被记者问及为何会选择
70后的追梦历程这一独特视角，已
经收获过华表奖的编剧果靖霖给出
了自己的解释：“我最想表达的一
点，就是对理想的执着。因为可能
在当下这个社会的大环境里，年轻
人谈恋爱，往往女孩会问男孩是否
有房有车，而我们那个年代，女孩会
问你的理想是什么。我觉得理想很
重要，希望通过这部戏能唤起这一
代人的认知。”

虽然这部剧是以70后为主角，但
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也可以
从中看到父母那一辈的成长经历。
在此前的采访中，导演周友朝说：“我
相信不管是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
他们在时间流失的过程中都会有挣
扎，彼此的心态是相通的。”

“罗密欧”回归
经典音乐剧圆剧迷梦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很多人还记
得前不久在文化广场举行的“法语音
乐剧明星集锦音乐会”，当法语经典
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世界
之王》一唱响时，全场都沸腾了。昨
天，这部将成为2018年文化广场夺
睛演出之一的音乐剧，主创们也来到
了上海，尤其让中国剧迷们兴奋的
是，该剧首演版的“罗密欧”演员达米
安·萨格回归，让他们圆梦了。

由聚橙音乐剧引进的法语音乐
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自莎士比
亚同名名剧，由法国乐坛教父级大师
捷哈·皮斯葛维克耗费两年心血完
成。此后16年间，不仅被翻译成十
多个语言版本，还多次进行世界巡
演，累计观众超过650万人次。该剧
将于2018年4月5日-22日上演于
上汽·上海文化广场。

其实，对于剧迷来说，明年这部剧
最特别的就是，首演版“罗密欧”演员
达米安·萨格回归。2001年《罗密欧与
朱丽叶》在巴黎首演时，年仅19岁的
达米安·萨格在剧中饰演“罗密欧”，并
饰演这一角色长达十年时间，也成为
无数观众心中无可替代的罗密欧。得
知达米安·萨格将出演2018年的“罗
密欧”后，不少观众纷纷表示自己多年
的心愿总算得以满足。昨天，和“朱丽
叶”克雷芒斯·伊利亚盖一起来沪参加
见面会的达米安·萨格也动情地说，自
己“从未离开过，这里就像家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