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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歌曲勾起了现场中年观众们的青春记忆，也
让人重温了那个属于电影音乐、电影歌曲的辉煌
年代。“现在已经没有哪首电影歌曲，你只要听到
前奏，就马上能联想那部电影，想到这首歌曲所带
出的电影画面。而在过去，几乎每个成功电影都有
这样一两首让人记得住、唱得出的歌。”赞助及承
办此次音乐会的“上海航新”总裁陈青淮也是影
迷，“彩排时听到这些旋律，就让我激动。”
现场，这样的影迷有许多。自称是上海电影第

一代“忠粉”的廖阿姨，冒雨从浦东周浦赶来，她指
着节目单说：“这上面每首歌我都会唱，这些音乐
我一听旋律，就知道是哪部电影，我都还记得，这
些音乐响起来的时候电影放到哪个情节画面。”

拥有这种“特异功能”的并非廖阿姨一人，和她
同来的小姊妹在一旁说：“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对这
些歌都熟得不能再熟，电影翻来覆去都要看上几十
遍，音乐一响，歌词旋律自然就到嘴边，张口就来。”
指挥汤沐海出身于电影之家，他的父亲是曾

执导《红日》、《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等电影，
被尊为“中国战争片之父”的汤晓丹。几乎是泡在
片场长大的汤沐海，最初接受的音乐就是电影音
乐：“很多人都惊叹，我父亲从没打过仗，却能在影
片中拍出千军万马的恢弘气势。当然，这是导演场
面塑造的功力，同时也是电影音乐的烘托作用。”
对此感同身受的，还有著名歌唱家方琼，她演

唱的《啊，故乡》就是电影《庐山恋》插曲，旋律一
起，台下不少观众就反应过来：“是《庐山恋》！”方
琼说：“上海经典电影在六七十年前，可以说是一
代人所有的娱乐生活，电影音乐、歌曲都特别讲究
要贴合电影本身情节、画面，旋律、歌词也很优美，
精雕细琢，所以传唱至今。”和如今为了“插曲”而
插曲不同，那时候的歌更走心。方琼说：“没有无病
呻吟的歌词，每首经典都耗费了创作者的无数心
血。如今再唱这些歌、重奏这些音乐，也是呼唤正
能量。”
“成功的电影音乐，是你一听就会联想起那部

电影，这就是好的电影音乐的辨识度，也是规律，”
指挥家王永吉说：“我们不应该丢失这种规律。”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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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曲"奏响#$光阴的故事%经

典上海电影交响音乐会&日前在

上海文化广场拉开帷幕' !渔光

曲"!秋水伊人"!弹起我心爱的

土琵琶"!谁不说俺家乡好"等影

响了几代人(流传半个多世纪的

经典歌曲一一被唱响'

! ! ! !本报讯（首席记者 朱光）汇聚百名世界
各大交响乐团首席音乐家的“世界首席乐团
!"#$音乐会”，将分别于第 #%届中国上海国
际艺术节期间的 #&月 !!日、!'日在上交音
乐厅、杭州大剧院举行。
首席乐团，是一种在欧美由来已久的交响

乐形式，通常由世界各大交响乐团的首席或各
声部首席演奏家组成。然而，由于各知名乐团
及顶级演奏家档期很难同步，组织此类音乐会
的难度极大。嘉实基金携手中国交响乐发展
基金会联合发起的“世界首席乐团”，属中国首

创。此次随团前来中国的百名首席音乐家中，
最为耀眼的明星当属当今世界最杰出的指挥
家、钢琴家之一克里斯托夫·艾森巴赫。他将统
领包括当今最著名戏剧女高音艾琳娜·赛欧
林、旅德青年钢琴演奏家万捷旎等成员在内的
一支精英队伍。据悉，首席乐团的成员分别来
自柏林爱乐、巴黎管弦乐团、芝加哥交响、旧金
山交响等世界著名交响乐团，以及中国交响乐
团、上海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等国内知名
乐团。而《施特劳斯：(小调戏谑曲》等多支中
外经典曲目，也被列入演奏曲目。

十重唱大赋格嗨翻全场
喜歌剧!法尔斯塔夫"中秋夜揭幕上海歌剧院新演出季

世界首席乐团音乐会将举行
全球顶尖音乐家$梦之队&首次齐聚中国

! ! ! !由上海歌剧院邀请英国主创团队联
合制作、中意美等多国歌唱家联袂献演的
喜歌剧《法尔斯塔夫》)见图*，昨晚中秋夜
在上海大剧院揭幕了上海歌剧院 !&#$+

!",-演出季。
虽然受到双台风影响，昨晚风雨交加，

但是依然不能阻挡威尔第歌剧的乐迷。这
是威尔第生前最后一部作品，且因为难度
大，所以很少在国内上演，而此次中外合作
的强大阵容，使得观众踊跃前来。

演出当晚，两块区域同时表演的舞台
呈现让观众对剧情的理解更直观，也为演
员的舞台调度和表演提供了更多的空间。
头戴兽角、大腹便便的法尔斯塔夫与近
%&位“温莎民众”一字排开，一同高唱“世
间万事皆玩笑，你我都是玩笑的对象。人
人无不将对方取笑，但只有笑到最后的才
笑得最好……”这段最著名的十重唱大赋
格，最终嗨翻全场。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朱光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