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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听一听年轻时的马勒
当晚的演出，曲目编排极富

学术特色，受到了不少乐迷的称
道——上半场艺术歌曲套曲《青
年旅人之歌》（男中音与管弦乐
队版）与下半场《第一交响曲》
（“巨人”），两部作品之间有着相
互缠绕的乐思和千丝万缕的关
系。

“马勒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
作曲家，他的作品交响性、歌唱
性以及作品里对生命的探索、探
求等哲思的东西，挺有意思，”廖
昌永说，“我今天唱的《青年旅人
之歌》，是我第一次演唱，我以前
一直很喜欢但一直不太有勇气
来唱，因为德文作品我唱得不太
多，尽管我唱过马勒的《大地之
歌》等4部作品。为此，我也尽量
去感受了这首歌的意境，这是马
勒的第一个套曲，是年轻时候写
的那种不成功的恋爱的无奈和
孤独。”

正如廖昌永所说，为了契合
上音的学院特色，这次的选曲属
于“年轻的马勒”——下半场的
《第一交响曲》也是这样的感
觉。“大家都知道，马勒的一生
是传奇的一生，他的大多数作
品悲剧色彩非常浓烈，昨晚我
去上交听了他的第四交响曲，
那是一个生命的绝唱，悲得简
直不行了，”指挥家张国勇告诉
记者，“但他也像其他作曲家一

样，从第一部作品到最后一部
作品，都真实地反映了他一生
的状态，所以比较下来，第一交
响曲就有太多的‘阳光’在里
面，所以这部作品特别适合我
们年轻人，适合上海音乐学院
的青年学子，里面有青年人的
那份淳朴和激情。”

为学生搭建实践平台
今年是“马勒年”。上音将

和大熊的年度活动敲定为这场
音乐会，也有深意在。大熊出版
社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音乐出版
社，历史底蕴深厚，双方的合作，

是不折不扣的国际级交流平台，
受到多方瞩目。在这个平台上，
上音力推的中国艺术歌曲，已经
取得了不少的成绩，而用这个平
台来锻炼青年师生队伍，更是上
音所期待的。“演的是马勒的大
部头作品，用的是大熊300周年
社庆特别版乐谱，舞台是上音歌
剧院这样专业的场馆，”廖昌永
说，这次乐团里合作了不少上海
交响乐团的职业演奏员，都在感
叹“现在学生阶段就可以有这么
好的条件，可以演这样的大作
品”。

张国勇也说，马勒的作品不
是能够随便驾驭的，“因为它无
论是从音乐的内涵，还是从作品
的技术程度，各方面来讲对指挥
对乐队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但这次的排练，他颇为欣慰，上
音的学生们让他在演奏中感受
到了“自己的特色”，“给人感觉
有更多的春风和阳光”。

记者了解到，上音近年来一
直致力于给学生搭建实践平台，
而这次无疑是一个极高水准的
艺术实践课。“我们的学生在学
习阶段就能够检验学到的东
西，并在舞台上转化，那他毕
业之后，就会有更多的积累，
职业乐团也不需要再花费大量
的时间来指导他们，”廖昌永
说，“我们学校也期待接下来能
向社会推出更多高水准的艺术
实践活动。”

上音上演纪念马勒重磅音乐会 廖昌永：

用大部头作品
给年轻人舞台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2019年，胡歌在拍
摄“上海出品”的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大片《攀登者》时，详细
了解到了自己所饰演角色原型
人物夏伯渝的故事，被深深感动
——这位凭借一双假肢，硬是靠
着自己的坚持不懈和热爱，5次
冲击珠穆朗玛峰并终于在69岁
高龄登顶。

在《攀登者》另一主演吴京
和郭帆等人担任出品人，开始拍
摄讲述夏伯渝故事的纪录片《无
尽攀登》时，胡歌欣然答应邀请，
倾情献声。近日，夏伯渝本人随
12 月 3 日即将公映的《无尽攀
登》来到上海路演，他的精神，在
感动胡歌之后，也感动了无数观
众。

为梦想拼搏每一天
对珠峰的攀登者们来说，夏

伯渝是个“传奇”。这部刘开珞
监制，柯庆峰担任制片人，叶俊
策执导，叶濡畅剪辑的纪录片，
正是冲着“传奇”而来。

年轻的时候，他凭借过人的
身体素质，入选了中国登山队，
开始准备冲击珠峰，而这一段故
事，也正是电影《攀登者》中讲述
的中国初代登山者为国登山、丈
量世界屋脊的动人故事。1975
年，他首次冲击珠峰时，因为帮
助队友，导致自己因冻伤而双小
腿被截肢。

那段遗憾的经历，也曾让他
迷茫，但在他随后遇到国外的假
肢专家，告诉他装上假肢，通过
锻炼还可以去登山后，他的生命
激情再度被点燃。然而，人生再
度跟他开起了玩笑：1993年，夏
伯渝又罹患癌症，血栓也接踵而
至。

不幸随行，但夏伯渝硬是靠
着强大的意志力，解释了什么叫

“攀登珠峰的精神”。“做放化疗
的时候，身体的所有的指标都很
低下，不想吃饭、恶心、掉头发，
凡是癌症的一切反应我都有，但
是我不能就这么干等，我要等到
癌症控制好了，不复发了，我再
去锻炼，说不定就完了。所以我
一边在等，一边在锻炼，我想着
只要我还活着，一定要为我的梦
想去奋斗一天，拼搏一天。”他告
诉记者。

他战胜了截肢、癌症、血栓，
但多次冲击，他都遗憾失败。《无
尽攀登》中就记录了夏伯渝几次
与珠峰近在咫尺擦肩而过的经
历。最近的一次，他离冲顶仅有
94米。而天气恶劣，身边的5个
年轻人愿意陪着他，给予鼎力支
持。“其实攀登时，耳边经常传来
雪崩、冰崩的声音，你要真的在意
了，珠峰你也就别想登上去了
——我们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
他说，自己对生死看得很淡，但却
不愿年轻的生命为他冒险，所以
最终还是忍痛选择放弃。

2018 年 5 月 14 日 10 点 40
分，在首次冲击珠峰43年后，夏
伯渝成功地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成为了中国第一个依靠双腿假
肢登上珠峰的人，2019年 2月，
他因此荣获2019年劳伦斯世界

体育奖年度最佳体育时刻奖。
荣誉傍身，他成了无数人心目中
的传奇，但只有他自己知道，所
谓的传奇，都是执着。

想弥补对家人的亏欠
《无尽攀登》是朴实无华却

又惊心动魄的，而成就夏伯渝永
不放弃精神的，他在上海告诉记
者说是“来自家庭的支持”。在
影片中，他用正式冲顶前夜的一
场痛哭，来表达一名硬汉对家庭
的愧疚和感激。

“以前我都是一意孤行，除
了登山什么都不想。家庭里因
为有爱人在操持，让我很省心。
我也没有过多去想我应该担负
起哪部分的责任，只要登好山就
行。”头发已经花白的夏伯渝告
诉记者，“到了山顶上以后，我发
现其实并不是这样，每次我登山
对他们来说，这不管从心理身体
方面都造成很大的压力，但过去
就是没有去想这一点，我觉得这
是我非常内疚的地方，我想去弥
补对家人的这种亏欠。”

夏伯渝之子夏登平也分享
了爸爸登峰时，自己的感想——
当时他在父亲不知情的情况下，
在珠峰大本营等待父亲的消
息。“一方面是可以第一时间迎
接父亲的凯旋，另一方面也是出
于对父亲身体的担心，万一有什
么事，我得在，”他说，当晚他几
乎没有睡着，甚至出现幻听以为
夏尔巴向导在叫他，“后面干脆
出了帐篷守在对讲机旁边一直
守到登顶。”

成功登顶珠峰后，夏伯渝的
感受非常奇妙：“我坐在地上都
不想起来，大家都围着关心我，
峰顶这侧的风光我只看到了白
雪茫茫和人。”目标达成，他终于
想到了亲人。所以当他见到儿
子时，他开始感觉到了担心，“他
平时是一个忙得缺乏锻炼的上
班族，突然来到高海拔的大本
营，我倒是担心起了他的身体。”

《无尽攀登》之后，夏伯渝仍
在坚持自己的梦想，他仍然在训
练，并制定了新的攀登计划。但
和以前不同的是，他也开始带着
家人自驾游，弥补这一生的歉
疚。热爱与亲情，他正在努力找
着平衡。

11月22日晚，上海音乐学院-德国大熊出版社国际交流机制2021
年活动——纪念马勒逝世110周年音乐会，在上音歌剧院举行。这场
重磅音乐会，由廖昌永、指挥家张国勇携手由上音管弦系骨干教师、学
生组成的150人上海音乐学院交响乐团登场，如此豪华阵容，让不少资
深乐迷和业界都颇为感叹。廖昌永告诉青年报记者：“我们的学生能在
上音歌剧院这样高水准的舞台，上演马勒的大部头作品，是以前不可想
象的。” 青年报记者 陈宏

冲击珠峰43年终登顶
传奇被拍成了纪录片

纪念马勒逝世110周年音乐会昨晚在上音歌剧院举行。 上音供图

廖昌永

《攀登者》主角原型人物夏伯渝。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