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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此前，青年报曾持续关
注报道了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余
隆携乐团与“古典第一厂牌”DG唱片
签约后的首张专辑话题，如今这张专
辑终于将正式面世了！28日也就是
明天，这张英文名为《Gateways》中文
名为《门道》的专辑，将完成全球同步
发行，中国和海外会零时差发售。昨
天，余隆本人也在上交接受了记者的
专访，他说：“推动中国作品走向世
界，是要身体力行的。”

这张名为《门道》的专辑，拥有中
国古典乐坛执牛耳者余隆、百年老团
上交、小提琴家马克西姆·文格洛夫、
乐迷心中的古典第一厂牌这样堪称

“硬核”的配置。其中选择的曲目，包
括了陈其钢的《悲喜同源》《五行》，拉
赫玛尼诺夫的《交响舞曲》，克莱斯勒
的《中国花鼓》等四部东西交融，古典
与当代并行的“混搭”曲目。

去年，上交和DG牵手的消息，成
为当年古典乐界的大事件。今年4
月，上交音乐总监余隆手扶自行车，
眺望远方的黄标封面和专辑曲目率
先公布。同时，为古典音乐发展做出
的贡献，也使余隆成为英文版权威古
典音乐杂志《留声机》今年4月刊的

封面人物。
据悉，上交与DG在后续合作发

行的每一张唱片中，将依旧包括中国
作曲家的作品与西方经典曲目。上
交也将在8月份开启的上交140周
年团庆全球巡演中演绎此张专辑中
的曲目，带到欧美各大音乐节，让中
国声音多渠道高效度走入西方主流
观众心中。

【对话】
青年报：这张专辑的封面很有意

思，您靠着一辆自行车，这是要传达
什么？

余隆：这张照片是 DG 来拍的，

当时拍了很多照片，他们挑选了这张

在外滩骑自行车的，我自己也觉得有

意思。我是上海人，我们那个年代，

是骑自行车长大的，而且上海堪称是

中国最大的“自行车城市”。他们觉

得用这个做封面，代表了中西方、新

老上海的一种连接吧。这跟我们专

辑的名字也有关联，名字是《Gate-

ways》，取了中文名字叫《门道》，这个

专辑名本来就有交通、联系的含义在

里面。

青年报：首张专辑的四首作品，
都是中国作品和俄罗斯作品，这么选
择有什么考虑？

余隆：在上交发展的早期，当年

上海有很多俄罗斯音乐家，他们在这

边演奏、教学、居住、培养人才，都是

当时最有名的音乐家。比如，最早的

钢琴比赛，也是俄罗斯人办的。所

以，上海的古典乐，是有根源可循

的。现在在专辑里，我们让文格洛夫

来演奏我们的小提琴协奏曲，克莱斯

勒写的中国花鼓，也是多种文化元素

的融合。《门道》是文化的门道，我们

和DG录制的所有唱片，都会是记录

中西文化对接、交往的痕迹的。我们

一直认为，文化的交流，是人类最重

要的交流形式，所有文化交流的误

解，是最大误解的开始。

青年报：后面的几张专辑也会是
这个思路吗？

余隆：对，明年的第二张专辑里，

有我 2005 年委约叶小纲的作品，第

三张里有周天的作品。近年来，我们

对青年作曲家的委约和推动、培养，

是花了大力气的，不是喊喊口号的。

像我委约的周龙的《白蛇传》，拿了普

利策音乐奖，后来杜韵也拿了普利策

奖，杜韵也是我们合作的作曲家——

可以说，我和我领导的机构，参与委

约了大量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因为我

觉得，对青年人的推动和支持，比什

么都重要。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几年前，宝山沪剧团一
部《挑山女人》拿下了国内几乎所有
的重要戏曲艺术大奖，还拍成了戏曲
电影。经过多年的打磨，宝山沪剧团
即将于7月推出他们的新编沪剧《苔
花》，还是一部现实主义大戏，这次他
们聚焦教育领域。

《苔花》由宝山区文化和旅游局、
宝山区教育局联合主办，宝山区沪剧
艺术传承中心共同打造。宝山沪剧
团团长华雯这次参与了《苔花》的编
导工作。华雯告诉青年报记者，推出
《苔花》是因为他们有感于现在很多
家庭教育越来越“鸡血”，社会教育出
现了偏差，不少孩子在重压之下出现
了各种问题。华雯说，之所以将作品
取为《苔花》，就是想提醒每一位“望
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牡丹固
然艳压群芳，但世间百花齐放不可能
都是牡丹，即便是平凡如苔花也有其
存在的价值和骄傲，理应得到呵护和
尊重。

在《挑山女人》中饰演女主角的
华雯，此次并没有在《苔花》中出演角
色，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编剧和导
演工作上。华雯对青年报记者透露，
为了让剧本能够反映社会现实，他们
进驻学校，听取老师和学生的意见，
前后写了十几个剧本，耗费了大量时

间和精力。而本着培养新人的目的，
此次《苔花》由宝山沪剧团赵隽晴、戈
礼君等一批青年新秀主演，华雯手把
手传授，帮助青年演员克服了很多难
点，使他们在艺术表演上日臻成熟，
更加凸显出宝山沪剧团擅长现实主
义题材的展现，以真实细腻的表演来
刻画人物的艺术风格。

据了解，此次《苔花》将加入更
多时尚元素，包括街舞和现代舞，同
时减少唱段，增加台词的成分，目的

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剧
场，来欣赏沪剧艺术。同时，《苔花》
也已经成为一批孩子学习沪剧的平
台。宝山沪剧团于 2019 年进一步
推进沪剧进校园，组建了“小华雯沪
剧团”，培养了一批热爱沪剧的孩
子。此次有一批孩子参加了《苔花》
的排演，在排演过程中，这群孩子学
习了沪语，了解了沪剧，并且有的孩
子已经表示将来要当一名职业的沪
剧演员。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著名材料科学家严东生
先生的故事被搬上了大银幕。传记
电影《诗与真》首映仪式昨天在上海
科 学 会 堂 举 行 。 该 片 已 被 纳 入

“2019我的电影党课”活动。
本次活动由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

部、中国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市科技

工作党委、市科委、市科协、中科院上海
分院、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上海
电影集团科教电影制片厂共同主办。

据悉，《诗与真》已被纳入“2019
我的电影党课”活动、中科院党员教
育基地教材、上海市科技系统“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必修课
等。主办方还将组织电影进高校、进
科研院所、进科技园区、进科普场馆、

进中小学校园，安排公益播放，并计
划在“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新媒体
平台上推出。此外，主办方将召开主
题座谈会，探讨如何更好继承和发扬
老一代科学家艰苦奋斗、科学报国的
优秀品质，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
召开学术研讨会，研究讨论科学家传
记文本创作，为继续拍摄上海著名科
学家影片提供经验。

青少年艺能选拔
培养青少年审美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我国的青少
年教育，一直在强调素质教育，而其
中也包括了艺能教育。在这方面有
天赋才能的青少年，有成才的可能
吗？近日，一项名为“溉世来袭演唱
会”的活动宣布定档8月24日，它的
表演团体，正是层层选拔的有艺能的
青少年人才，他们也将通过此次演唱
会的再次甄选，组成中国顶尖少年团
体“溉世少年队”。

主办方透露，本次活动自2018
年11月开始筹备，通过上海、深圳、
重庆、成都、武汉等地的知名艺能培
训机构承办分站赛，经由评委审核、
公众投票等环节，层层筛选出歌唱、
舞蹈、歌舞组合三项的优胜者，让这
些才艺潜力新人最终组成这个团
体。据统计，此次活动的覆盖人数高
达500万+人次，参赛人数高达5000+
人次。

中国古典乐的里程碑专辑明天正式全球发行

余隆：推动中国作品走向世界

关注青少年教育 苔花也如牡丹开

大银幕诠释新时代科学家精神

中国影视剧
走俏蒙古国

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中国影视
剧喀尔喀蒙古语译制中心制作室
内，26岁的蒙古国女孩娜木恩达丽
正在加紧翻译中国电视剧《放弃我，
抓紧我》。她一边轻声朗读演员的
中文台词，一边用蒙古语写下台词
内容。

“我参与翻译的中国影视剧已经
达到24部了，很有成就感，”娜木恩
达丽说，“由于我的这份工作，我们很
多同胞才有机会与中国有了更加亲
密的接触，我为此感到自豪。”

从6岁起就学习中文的娜木恩
达丽曾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留
学，毕业后回国在首都乌兰巴托工
作，成为一名影视剧译制中心的专
职翻译。

“近几年来，中国影视剧的翻译
越来越多，观众规模也越来越庞大。”
娜木恩达丽说，她的供职单位做了大
量中国影视剧的译制和推广工作。

2014年以来，广播影视成为中
蒙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点领
域。中方从2014年起的5年内，向蒙
方无偿提供25部中国优秀影视剧作
品，并通过“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等
项目，翻译成蒙古语并在蒙古国多家
电视台播出。

据中国影视剧喀尔喀蒙古语译
制中心负责人阿古拉介绍，中国内蒙
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卫视频道2015
年在乌兰巴托建立译制工作室，2016
年成立译制中心，目前成功译制36
部、1603集中国优秀电视剧和4部电
影，已播出30部、1346集电视剧和2
部电影。

乌兰巴托电视台2016年度收视
数据显示，《大丈夫》《冰与火的青春》
《父母爱情》等中国译制电视剧收看
人数均超过 10 万人次，其中《大丈
夫》收看人数达55万人次，刷新了外
国影视剧在蒙古国的收视纪录。据
统计，中国影视剧在蒙古国的市场份
额从2014年的不到7%，提高到目前
的20%以上。

据新华社电这部作品灵感取材于当下学校和家庭真实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