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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跨年举行
从去年 !" 月 # 日举行的“一个世纪的天

籁———巴黎男童合唱团”音乐会开始，至今年 $

月 "%日的“不容错过的经典———卢森堡爱乐乐
团”音乐会，“汉唐文化国际音乐年”跨度将近一
年。民营公司举办为期如此之长，囊括音乐会、大
师班、艺术课堂等多种形式的公益性古典音乐活
动，汉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第一家。

翻开“音乐年”的节目册，不仅有“聆听肖邦
的夜曲———爱德华·奥尔钢琴演奏会”“帕格尼尼
与中国的对话———黄蒙拉小提琴音乐会”等古典
音乐界的名家音乐会，还有捷克布拉格第一黑光
剧团这样拥有古老技艺的戏剧，以中国水墨为主
题的舞剧《水墨·三点一线》，以及像“当吴语歌谣
遇见城市节奏”这样的中西民族音乐的探索式
“对话”作品。因为“对话”双方，一组来自中
国———“龙的传人”，另一组来自苏格兰———而他
们的地域象征竟然也是“龙”，所以正在考虑把 $

月 &日举行的这场演出改名为《双龙吟》。

推广古典音乐
据该项目负责人葛佳麒介绍，该活动的音乐

会如果按商演市场价来推算的话，平均票价应该
在两三百元左右，但该活动纯粹是为了推广古典
艺术，让更多平日里望着高票价兴叹的爱好者沐
及“艺术春风”。

葛佳麒说，以一场音乐会均价 "%%万元的成
本，在近 !年里举办总共 !'场音乐会和将近 '%

场不收取门票的大师班，就是为了“普及古典音
乐，传播剧院文化”，而
且“没有想过将来，只是

为了投资别人的未来”。
大部分听众和观众，都是通过微博、微信等

方式得知演出日程和购票方式的。这样“点对点”
的渠道，使得进入音乐殿堂的每个人，一定都是
诚挚的艺术爱好者。一些原本定于在大剧院中剧
场举行的演出，因为购票者踊跃而人数翻倍，不
得不挪至大剧院大剧场演出。迄今为止，活动举
办不到三分之一，已经吸引了将近 !(#万名艺术
爱好者参与。

落差需要!托底"

高投入与低票价之间，毫无疑问有落差，大
头先由“汉唐文化”支撑，计划先支撑 '年。

此次公益活动也得到了上海大剧院的支
持———免了场租费。有限的票房收入，则聊以补贴
大剧院的一点电费。而来自海外的艺术家们，乐于
与人分享、互动，所以对大师班、艺术课堂这样的
活动，不计较出场费……还有上师大音乐学院、华
东六省一市音乐类高校联盟等机构的支持。

在海外，这样的“亏空”通常会由企业赞助、
基金会资助或者政府补贴来“填补”。欧美企业赞
助音乐会等艺术演出的经费，可以抵税，而国内
还未出台类似的政策。“汉唐文化”的主业是媒体
服务———制作纪录片《问鼎世界》和资讯报道类
节目《极致》，并集策划、制作、发行为一体，传播
渠道覆盖电视、机场候机楼等载体。他们是以主
业的赢利，来支持公益古典音乐活动。
你们凭什么支撑？你们能支撑多久？回答人

们问得最多的这些问题时，葛佳麒讲了一个故
事。第一场巴黎男童合唱团演出结束时，他们发
现观众席里有一位盲童在妈妈的陪伴下从杭州
赶来。盲童的妈妈说，想让孩子感受音乐学唱歌，
但是平常的演出票子实在太贵，进不了剧场。而
这次，低票价让母子都入了场。她的儿子第一次
听到那么美妙的歌声，流泪了。

本报记者 朱光

“汉唐文化国际音乐年”以公益方式推广古典艺术

善我初心 美你未来

! ! ! !!穿 !恤听古典音乐讲座

时间#每月下旬举办 全年

!"讲

地点：大剧院多功能厅
内容!由田艺苗主讲"#月

"$日为#数码时代的贝多芬$%

$月 "%日为 #写意肖邦&%&月

"'日为'巴赫的佛音&

!爵士系列讲座

时间##月 !(日起

地点#文化广场

内容# 沪上首次举办的爵

士系列讲座" 还能以家庭为单

位与孩子进行互动" 激发少儿

对节奏的灵感(

!英语艺教互动工作坊

时间##月 !"日起

地点#大剧院多功能厅

内容# 提供全英语的互动

体验"围绕)大剧院引进音乐剧

回顾*和)每月亮点*两大主题

展开" 由罗伯特+迪尔主讲"工

作坊对应的剧目包括,狮子王&

,悲惨世界&和,音乐之声&(

!亲民音乐会

时间#双周五 !(!))

地点#徐家汇社区活动中心

内容# 作曲家沈传薪担任

艺术指导"自 "))*年起举行以

来" 已举办近 "))场"$+$万余

人次观看( 曾邀请上交团长陈

光宪- 上音钢琴系常务副主任

杨韵林%歌唱家杨小勇%上师大

音乐学院教授杨清% 俄裔美籍

小提琴家马克西曼% 中国台湾

苹果花皇后杨燕% 歌唱家刘美

燕以及邓小妮% 倪文震% 董荣

璨% 郁天恩等一大批美籍华裔

艺术家到社区演出(

!森林音乐节

时间#$月

地点#共青森林公园

内容# 殷行街道与上海轻

音乐团共同打造" 人数逐年增

长( "))(年 !$))人参与"")!%

年增长至 &)))余人"以加拿大

)莫测*乐队爵士音乐会%上海

轻音乐团专场演出和社区群文

团队展演为表演形式" 将绿色

森林%社区文化与音乐欣赏%旅

游休闲融为一体( 今年将于 $

月举办( 朱光 整理

星广会
既是!三无"又是!三有"

星期广播音乐会是中国历时最
长、影响最大的普及型系列音乐会。
该音乐会统筹何红柳谈及这一品牌
时幽默地表示，我们主办的音乐会是
“三无”产品，但具备“三有”责任感。

创办于 !$)"年的星期广播音乐
会，是东方广播公司的经典品牌，说
其“三无”，是因“无场地，无艺术家，
无资金”。演出场地———上海音乐厅，
是租的；艺术家要一个一个去谈，没
有驻场的，当然更没有义务演出的。
至于资金———几乎都是电台贴的，虽
然有一家银行赞助，但赞助的钱首先
要用于广播广告，折价之后，真正能
用于举办音乐会的就少之又少了。
能长期举办“三无”音乐会的“动

力”，是“三有”———有媒体平台，有传
统和传承，有社会责任感。星广会的
基本班底是做传统电台节目的，对于
传播和推广有一定的经验，做古典音
乐的普及相对比较容易上手，这也是

一般意义上的演出机构所不具备的
条件。星广会创办之初，资源非常匮
乏，但媒体工作者凭着责任感在尽
力。有时候，看到台下又有一拨拿着
塑料袋的观众在交头接耳也会感到
安慰：“至少，我们又吸引一批新听众
入场了。”当然，当听到国外艺术家赞
叹星广会有那么多年轻观众时，“我
们就觉得更值了。”

以最近一期星广会为例，女性观
众居多，比例为 ')(#*；"%+,$岁的观
众比例最高，达 -%(!*。大学本科以
上学历占了 ),*，月收入 ,%%%+#%%%

元的占到一半，另外也有 !"*的观众
月收入在 !!%%%元以上。有 '#(!*的
观众表示，星广会是他们观看的首场
音乐会。可见，星广会对它的观众确
实起到了音乐会“入门第一课”的作
用。

剧艺堂
!多元艺术体验"的课堂
曾经在大剧院开创艺术教育部

的费元洪，现任文化广场节目总监，

对“剧艺堂”这一注重“多元艺术体
验”的课堂，他颇有心得。他很坦白地
说：“剧场举办这类活动的首要目的
是品牌经营，其次是吸引潜在的观
众。但是做这一切都不能忘记初心。
初心，就是最初推广艺术的最为单纯
的目的———与人共享艺术带来的精
神愉悦。”
“我们希望剧院不仅是欣赏演出

的场所，更是生活中的文化教室”。在
保有剧院开放日，王老师歌唱教室、
戏剧教育工作坊等经典栏目的同时，
今年起还将增加读书品鉴会、针对女
性观众的“美丽人生”女艺术家见面
会、音乐剧体验工作坊和“亲子宝贝”
“艺”起来……合作单位包括上音、上
戏、译文出版社、则人女性基金会、法
领馆文化教育处、香港教育剧场论坛
./01等机构。

剧艺堂成立 "年多来，已拥有近
&%%%名会员观众。去年剧艺堂共举
行了 )) 场艺教活动，参与人数达
!###"名，其中会员参与人数达 "!!-

名。 ! ! ! ! ! !本报记者 朱光

———沪上演艺公益经典品牌介绍
星广会“闪亮”剧艺堂“敞亮” 近期公益音乐活动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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