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5文体2018年8月2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刘剑峰 美术编辑施伟杰

联系我们 qnbtyb@163.com

■文化动态

什么是“电影交响音乐会”？这
是一种正在全球流行的娱乐新风尚，
能给观众前所未有的沉浸式视听体
验，让他们重新定义对音乐会和电影
认知的全新观影、观演方式。这种观
演方式在国外已颇为盛行，从英国伦
敦的皇家阿尔伯特大厅，到美国拉维
尼亚音乐节的户外草坪，再到纽约、
香港、东京、悉尼、慕尼黑、圣彼得堡
……在全球最著名的音乐厅、艺术节
中，阵容强大的交响乐团和艺术家
们，都正与千万观众，一同亲历“电影
交响音乐会”对传统观影、观演体验

的颠覆与革新。
正在追求多元化、年轻化、品牌

化的东艺，也在新演出季中，选择了
这种方式来呈现多部奥斯卡获奖大
片。9月13日，斩获第69届奥斯卡
最佳影片、最佳电影配乐和最佳音乐
等奖项的经典史诗级爱情电影——
《英国病人》将率先登场。这部由安
东尼·明格拉执导，拉尔夫·费因斯、
克里斯汀·斯科特·托马斯、朱丽叶·
比诺什等主演的爱情电影，于1996
年11月6日在美国上映。这部影片
号称记录了几位主演的颜值巅峰，当

年横扫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
最佳女配角（朱丽叶·比诺什）、最佳
摄影、最佳剪辑、最佳电影配乐、最佳
音乐、最佳美术指导、最佳服装设9
项大奖，又获英国演艺学院最佳影
片、最佳女配角、最佳剧本、最佳电影
配乐、最佳摄影等 6 项大奖，同时
还是金球奖最佳影片和最佳电影配
乐 2 项大奖的得主。“作品长达近3
个小时，届时音乐厅将安排高清大
幕，播放电影的同时，由顶级指挥家
恩斯特·范蒂尔执棒，上海爱乐乐团
现场演绎原声大碟。”东艺方面透露。

经典电影交响音乐会越来越多

流行古典跨界更易于被观众接受

慢慢揭开“龟甲”，其内侧的一处
黄褐色渍痕引起了毛小东的关注。
唐鎏金银龟盒出土自陕西省扶风县
法门寺地宫，一直被学界普遍认为是
一种茶具。经过研究考证和反复实
验，法门寺博物馆文博馆员毛小东认
为，这件国家一级文物真实功用应该
是一件香炉。

唐鎏金银龟盒1987年从法门寺
地宫出土，盒长 28.3 厘米，宽 15 厘
米，高13厘米，重820.5克。器物外
形为仿生龟形，鼻部、嘴部中间及两
端镂孔。以甲背作盖面，龟身内空，
昂首引颈，四足有力，如行似走。

毛小东说：“这件唐鎏金银龟盒
不完全封闭、盒内底部四足凹陷不
平，这些特征都不利于取茶叶末，加
上多处镂孔的设计，用来倒取茶末和
热水很不方便，更不符合常理。”经过
反复研究和实验，他提出关于唐鎏金
银龟盒功能的观点：这件文物并不是
一件茶具，其真实功用是香具，名称
改为“唐鎏金银龟香炉”更为准确。

毛小东认为，如果用来作为贮茶
器具，由于茶的香气就会从龟的头部
镂孔处散发，因此不完全封闭的鎏金
银龟盒难以作为贮茶器具。针对学
界认为是茶具并用来贮茶末和贮热水
的观点，毛小东使用唐鎏金银龟盒的
复制品进行相关实验，倒茶末时，龟盒
头部前端的小孔会被堵住，只能从龟
嘴的两侧倒出；倒热水时，龟鼻部及口
部等五处镂孔同时出水，并且水量大
小以及方向不一致。

而唐鎏金银龟盒头部这五处大
小不同的镂孔，根据龟的鼻、口部生
理特征设计，既独具匠心，又能达到
熏香器出香散气的功能。此外，龟盒
嘴部内侧和颈部遗留的黑褐色痕迹，
也是燃香后留下的烟熏之痕。可以
说是：金龟千年误作茶盒，吞香吐烟
终显身世。 据新华社电

艺术融合，经常能迸发特别的魅力。当听惯了交响音乐会的乐迷，面前突然出现一部经典电
影，或者阅片无数的影迷，突然置身音乐厅见到影片中的配乐都被现场演奏出来，这样的感觉无疑
是新奇的。而这样新奇的体验，近年来在上海文艺演出中，也变得越来越多——东艺、上交等文化
机构，都在安排“电影交响音乐会”。曾斩获奥斯卡多项大奖的经典电影《英国病人》，就将在东艺
进行这样的尝试，完成全球首演，近日，记者也专访了为这部经典作品配乐的电影配乐大师盖布
尔·雅德，了解了背后的众多故事。 青年报记者 陈宏

选择这部电影，是因为音乐在这
部影片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28
个乐段，75分钟的长度让影片充满音
乐的律动。为《英国病人》担任配乐
的是法国著名电影配乐大师盖布尔·
雅德告诉记者说：“音乐可以帮助电
影，也可以扮演另一个角色。尽管音
乐没有台词或对话，但它创造了一种
氛围，将人物、情感、色彩和形象结合
在一起。我相信电影音乐应该（抛开
电影依然）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作
曲家不应该创作只有陪衬功能的乐
曲，而要努力写出能带着观众领略世
界的音乐。”

他透露，当时创作这个作品，他
视导演安东尼·明格拉为灵魂伴侣，

“这是我们完美合作的结果，电影开

拍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就在一起工
作，与这位才华横溢的导演和音效师
沃尔特·默奇合作，我们尽可能地匹
配图像和情感，同时也保证音乐的优
美性。”

当时，作曲家住在法国西岸附
近的一个名叫“和尚岛”的地方，安
东尼和沃尔特则在旧金山定居，因
为当时还没有互联网，双方交流起
来非常困难，只能通过传真和电话
进行沟通，双方在剧本沟通的基础
上，确定一些作曲的主题，然后创
作出与画面相符合的音乐。这样
的创作，颇具挑战性。他透露，这
部电影作品中最具挑战性的部分，
是“为了替代原先计划某一场景中
使用钢琴家古尔德弹奏巴赫的《歌

德堡变奏曲》中咏叹调的录音，因
为场景太长了，我们不能用这一段
音乐，所以我开始尝试模仿巴赫，
写一段更长的音乐来为这个部分
配乐，这花了我很多时间。我很快
意识到写出像巴赫的音乐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

这也意味着，电影配乐并不只是
“配角”，它独立作为艺术的价值，依
然很高，“电影音乐作曲和传统作曲
没有很大的区别——作曲家应该是
懂得如何创作歌剧或轻歌剧的人，因
而也应具有戏剧感觉，有了这些，从
传统作曲到为电影配乐作曲的转变
就容易多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批
为电影配乐的作曲家都是来自古典
音乐背景的。”

经典电影配乐有很高艺术价值

风靡全球的新形式

法门寺“小金龟”
经考证原是香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