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沪上老牌的“星期
广播音乐会”，近日在
上海音乐厅宣布将打
造青年音乐家的扶持
计划，青年报记者采访
中获悉，由于本身就是
知名的演出平台，它的
支持也颇有特色：既能
支持原创，还能提供演
出平台！

青年报记者 陈宏

15文体2018年3月12日星期一
责任编辑蔡报望 美术编辑陆轶

联系我们 qnbtyb@163.com

大修一年
“天蟾逸夫”暂别观众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昨晚，天蟾
逸夫舞台2018谢幕演出季的最后一
场演出结束之后，这家百年剧场进入
到为期一年的大修之中，暂时与上海
观众告别。据了解，修缮后的上海天
蟾逸夫舞台将大幅提升观众的观演
体验与演出院团的表演体验，并以全
新的面貌迎接2019年中国艺术节在
上海的召开。

作为谢幕演出季的压轴演出，昨
晚上演的是上海京剧院的《艳阳楼》
和《打严嵩》。前者汇集了奚中路等
名家，而后者则是由陈少云、金喜全、
严庆谷等挑梁。将此作为压轴剧目，
也显示出天蟾逸夫舞台的一番用心：
梅兰芳与周信芳是中国京剧艺术的
两座丰碑，选择梅、周两位大师的代
表剧目作为谢幕大轴，对于这座记载
了一个世纪京剧舞台兴衰荣辱的天
蟾来说，可谓意义深长。

自春节起，天蟾逸夫舞台的谢幕
演出季进行了将近一个月，本来剧
目、演员就精彩，又加上有暂别的意
味，观众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谢
幕演出季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昨天的演出结束后，天蟾逸夫舞台还
举行了一个谢幕仪式，观众、演员和
剧院的领导都上台说了话，氛围中有
不舍更有展望。观众久久不愿离
去，有观众对记者说，在天蟾逸夫舞
台看了几十年的戏，这次暂别的时
间有点长，但想到未来天蟾逸夫舞
台会以全新的面貌更好地为观众服
务，也就宽慰了一些。为了大修期
间依然能够给观众提供服务，天蟾逸
夫舞台提出了“停场不停业”和“13
分钟步行圈”的概念。上海京剧院的
大部分演出将以位于徐汇区天钥桥
路上的周信芳戏剧空间为主要阵地，
同时还会辅以周边的其他专业剧场
来为戏迷服务。

于1982年创办的“星期广播音乐会”是中国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普及型系列音乐会。

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1982年创
办的“星期广播音乐会”，是中国历时
最长、影响最大的普及型系列音乐
会，也是上海广播电视台公益媒体群
之一的经典947频率旗下的品牌广
播节目，始终坚持“高质量、低票价、
普及型、服务性”的定位。上世纪
八十年代曾被评为“十大精神文明
产品”之一，也是“上海媒体优秀品
牌”。每期音乐会除现场演出外，还
通过网络向全国乃至海外进行同步
音视频直播，为大众提供高质量的艺
术享受，也为经典艺术的传播做出了
杰出的贡献。近日，这个老品牌得到
了赞助。

艺术机构和赞助商一起做艺术
普及推广工作，并不罕见，星广会选
择了做“科勒·青年音乐家扶持计
划”。“因为此前，星广会就一直是致
力于打造青年艺术家的成长的平台，
黄英、黄蒙拉、王之炅、孙颖迪等许多
活跃在国际、国内舞台的音乐家都在
初出茅庐时登上星期广播音乐会的

舞台，为他们今后在艺术道路上发展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星广会负责人
告诉记者，“星广会还支持原创音乐
的首演，委约青年音乐家金承志、朱
林蕾创作新作登上舞台。”

这次发起的扶持计划，可以更加
系统地为具备出众才华的青年作曲
家、演奏家提供创作支持和展示舞
台，让艺术基因持续传递。2019年

“星期广播音乐会”的揭幕音乐会“对
话梁祝——纪念中国小提琴协奏曲
《梁祝》首演60周年”便是这个扶持
计划中的代表项目。在国际乐坛上
颇受瞩目的中国青年小提琴家王之
炅不仅会在音乐会上演奏《梁祝》，还
会全球首演青年作曲家沈叶为她度
身定作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与
《梁祝》作一次时代的对话。

青年作曲家沈叶是上海音乐学
院作曲系副教授，曾与王之炅一样留
学德国。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梁
祝》最初创作的时候，就是一部写给
广大人民群众的作品，真挚，动人。

所以60年过去了，它依然深受人们
的喜爱。王之炅是《梁祝》首演者
——俞丽拿老师的嫡传弟子，也在
西方接受过音乐教育。她继承了俞
丽拿老师的精髓，也有着属于这个
时代的艺术家的表达。我们俩想为
这个时代的人民留下一部小提琴协
奏曲，它和《梁祝》一样是真挚动人
的、有亲和力的，同时还具有这个时
代的气质与脉搏。”这场音乐会也将
通过欧洲广播联盟向全欧洲播出，
用超越国界的音乐语言向世界讲中
国的故事。

除了扶持中国优秀音乐作品创
作之外，这项扶持计划还会在2018-
2019年中邀请到中国钢琴家陈萨、
男高音歌唱家刘捷、指挥家张艺、女
高音歌唱家孙秀苇以及德国巴伐利
亚交响乐团室内团等海内外优秀音
乐家和团体登台“星期广播音乐
会”，为大众带去高质量的艺术享
受，尊享有高品质音乐相伴的雅致
生活。

■文化动态

“星期广播音乐会”持续扶持青年音乐家

让原创与活力成为舞台上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