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助力宁夏发展
从9月 6日起至昨天，上海

音乐学院组团赴宁夏，特地为当
地带来“贺兰山葡萄酒之夜”系
列音乐会的高水平艺术演出。

开幕音乐会由上海音乐学
院交响乐团常任指挥周珂副教
授指挥，上海音乐学院交响乐团
倾情演出，音乐会的选曲也是精
心策划。其中，包括了“上音人
红色三部曲”——由上音杰出校
友、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
作曲家、“七一勋章”的获得者吕
其明先生创作的《红旗颂》，由上
音知名校友、钢琴家殷承宗、储
望华等根据曾就读国立音乐院
（今上海音乐学院）的人民音乐
家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改编
创作的《黄河》钢琴协奏曲（钢琴
独奏：解静娴），由何占豪、陈钢
主创，上音人“联合大作业”推出
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
台》（小提琴独奏：王之炅）等经
典音乐作品，充分体现出上音持
续深耕红色音乐文化传承事业
的服务担当。

本场亦有展现宁夏本土风
情文化的《美酒飘香贺兰山》（演
唱：陈阳）,同时，还有管弦乐《炎
黄风情》选段，特别挑选了既有
北方地区风格曲调的对花，又有
江南缠绵吴语的紫竹调，脍炙人
口、深受人们喜爱的中国民歌旋
律用西洋管弦器乐表现，受到了
观众们的热烈欢迎——最后一
首曲目结束后，乐团又带来了特
地为这场音乐会安排的返场曲
目《火车头托卡塔》，更是把音乐
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希望上海
宁夏和着火车的滚滚车轮声，奔

向明天美好的生活。

“行走的音乐思政”
在宁夏演出期间，上音学子

一行还特意前往“闽宁镇脱贫攻
坚教育基地”——闽宁镇镇史馆
（又称为闽宁镇扶贫协作展示
馆）进行参观学习，开展“行走的
音乐思政”课程。去年大热的电
视剧《山海情》，让很多师生都了
解到了闽宁红色文化和区域合
作、结对帮扶发展的“闽宁模
式”，了解了我国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的奋斗史，而这次演出和

“行走的音乐思政”，更让新时代
上音青年了解到自己所肩负的
责任与使命。

“去年，上音与宁夏就已经
成功牵手，在上音歌剧院为参会
的海内外嘉宾们献上了一场精

彩的云上音乐会。为响应国家
文化润边的建设号召，进一步增
进上音与宁夏人民的情义。在
上音党委的领导下，今年8月，我
们赴宁夏银川学习考察，传承闽
宁红色文化、助力‘一带一路’倡
议，签订了5年的战略协议，开启
了上音践行人才培养宗旨、承担
社会服务责任、拓展对外合作范
围的新一轮发展举措。”上海音
乐学院院长廖昌永说。

他表示，打造顶级文化标识
是一个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的
重要路径。宁夏音乐文化源远
流长，从祭祀用的乐器到著名胡
旋舞，再到琵琶、胡笳、芦管、羌
笛等乐器盛行……浓郁的民族
特色和厚重的历史积淀，都令宁
夏音乐文化魅力无限，可以作为
代表中国的音乐文化标识之
一。而作为中国现代专业音乐
教育的奠基者和孵化器，成立于
1927年的上音，本次合作包括建
立上海音乐学院艺术创作采风
基地，根据相关政策为宁夏少数
民族音乐人才提供培训和学习
深造机会等。

近年来，上海对口支援新疆
喀什、西藏日喀则、青海果洛、贵
州遵义等地，上音在其中承担着

“双一流”高校的使命担当，以文
化助力产业转型，开展各类校地
合作，助力少数民族音乐教育，
传承和保护传统音乐文化，开展
人才培养工程，助力各地产业转
型。上音党委书记徐旭指出，上
音充分认识到加强少数民族音
乐教育，既是对中国传统音乐文
化的传承和保护，也能为民族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鲜活的历
史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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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虽然离2023年还有
3个多月，但是各大出版社的日
历书大战已经打响。青年报记者
注意到，今年的日历书还是以传
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选题
更为精准，印制也更为精美。

中信出版集团就推出了《敦
煌日历2023》，把日历书瞄准了
敦煌文化。这部作品选取来自敦
煌的365个艺术切片，包括43幅
尊像、24例纹样、41款乐器、34
种建筑和 25 个民俗生活场景。
有绿水青山气韵生动，也有一花
一叶蕴藏禅意；有尊像的安然端
庄，也有飞天的飘逸轻盈。每页
均配以专家解读，将历史背景与
绘画技法融入其中。

《敦煌日历 2023》突出了时
令与节气，编排随四时流转。古
人的市井烟火跃然纸上，春日树
下弹筝，夏日听雨赏荷，秋日山中
观叶，冬日饮茶弈棋。此外还特
别选取了表现耕作、纺织、出行等
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作品。在庄严
宏大的人文艺术中，也不乏古今
隔空互动的“彩蛋”等待读者发
掘。例如农历正月十五对应的壁
画是展现当年勾栏百戏的场景，
让读者瞬间穿越时空，成为1100
年前杂技表演的观众；6月1日

的国际儿童节选择的壁画则是
“群童采花”，高还原度的色彩尽
现孩童嬉戏间的岁月可亲。

据悉，该书的编著者是敦煌
美术研究所，由多年探索敦煌艺
术的画家、工艺美术师和学者组
成，包括高山、杜永卫等人。他们
数十载潜心研究、修复、临摹敦煌
艺术作品，只为再现千年文化精
粹。全书由“中国最美的书”获奖
设计师操刀设计。

除了《敦煌日历》，往年最引
人注目的《故宫日历》最近也已
上市。首先与读者见面的是《故
宫日历：书画版·2023年》。在编
排上，《故宫日历：书画版·2023
年》以“千秋佳人”“林下风雅”

“众生百态”“庙堂仪范”作为四
季的主题，通过一幅幅珍贵的画
作，讲述了闺阁佳丽、逸士高隐、
市井生活、明君贤臣的典故或故
事，为人们了解古人思想情趣、
生活状态提供了生动鲜活的形
象和史料。

记者注意到，目前上市的
2023年日历书已经有十几款之
多，而真正铺天盖地应该在十月
上旬。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今年
各大出版社将更注重日历书的品
质，而且希望能够从传统文化中
汲取能量。这也让今年的日历书
市场充满看点。

《敦煌日历2023》。 受访者供图

用音乐丰富
新时代“山海情”

由上海音乐学院打造的大型交响音乐会在宁夏大剧院上演。 受访者供图

奔腾激扬的《红旗颂》、大气磅礴的《黄河》、婉转迤逦的《梁山伯
与祝英台》……连日来，由上海音乐学院打造的大型交响音乐会在贺
兰山下的宁夏大剧院圆满上演。这是上音用音乐服务社会、文化润
边的又一大动作，是新时代“山海情”的丰富和延续。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深耕传统文化

2023年日历书来了！

青年报记者 冷梅

本报讯 中秋之夜，由鼓楼西
戏剧出品制作，根据刘震云同名
小说改编，丁一滕执导，张歆艺领
衔主演的话剧《我不是潘金莲》，
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歌剧厅重磅
开演。演出中，观众们时而被男
团们的“怪”逗笑，时而为李雪莲
的“苦”流泪，让这部戏真正地成
为了一出“荒诞现实主义话剧”。

首演当晚，该剧的原著作家
刘震云现身东艺，为90后导演丁
一滕首部执导的这部大剧场作品
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希望来看演
出的观众不要单单把这部作品当
成一个“笑话”来看，而丁一滕结

合“新程式“戏剧的另类解读方
式，再加上张歆艺、金广发等演员
们精湛的表演也让这部作品充满
了戏剧张力。昨晚，该剧完成了
最后一场演出后，在上海收官。

小说《我不是潘金莲》是茅盾
文学奖获得者刘震云首部以女性
为主角的作品。而话剧《我不是
潘金莲》是被称为“当今中国新一
代青年戏剧导演领军人物”的丁
一滕，出道以来执导的首部大剧
场话剧。他将自己多年来丰富的
东西方艺术积累和独特的舞台美
学与思考表达，在这部戏中淋漓
尽致地展现，为这部作品赋予了
更加青春、大胆、先锋、探索的气
质。

刘震云现身东艺
为大剧场作品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