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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特别
报道 天下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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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第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剧目“奏鸣俄
罗斯———王健与陈萨大提琴钢琴音乐会”明晚将在
上海音乐厅献演，全场门票包括加座在一个月前就
售罄，也是当前最热门的演出之一。昨天，王健透露
之所以选择俄罗斯主题，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听众比
较熟悉俄罗斯文化，容易进入具有旋律性的音乐，更
是因为“从古希腊神话到俄罗斯音乐都贯穿着人对
命运的抗争。”这是最感动他的地方，他也希望以此
来感动听众。

蜚声国际乐坛的华人大提琴家王健，挑选的
三首俄罗斯作品分别为肖斯塔科维奇《#小调大提
琴奏鸣曲》$%&'(，阿尔弗莱德·施尼特克《大提琴和
钢琴奏鸣曲》和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小调大提
琴钢琴奏鸣曲》$%&!*。相对钢琴曲，作曲家写大提
琴曲都比较少，“因而大提琴曲写得更精致，可能
他们也知道就写一首，好东西都拿出来了！”他又
分析了俄罗斯作品与德奥系的不同，“德奥作品和
声、节奏更重要，但旋律线短，可能四个小节、八个
小节就结束了，而俄罗斯的旋律线很长，更适合大
提琴表现。”

在选择这三首曲目时，王健建议结合作曲家

各自的个性去理解。这三首曲目都相当“深情，但是
角度各自不同，个性都十分鲜明”。肖斯塔科维奇，
是一个内心丰富充满热情，但是外表冷幽默甚至有
讽刺感的人，“与他打交道的时候，他是那种会说：
‘你真的想我吗？’那样的人———冷刺里面有火花。”
这一首曲目偏浪漫，但依然有着冷刺甚至走向粗犷
和犀利，“这可能与俄罗斯带有征服性的经历有
关。”

施尼特克，则比肖斯塔科维奇更极致，曲目里
充斥着近代俄罗斯历史上的冷酷、绝望与受压迫
感。“我小时候见过他几次，他看起来像是幽灵，他
的眼神是空的，他的身影仿佛能够离开他自己。”王
健听说他命运苦难，但是其音乐在淋漓尽致地表现
受苦的同时，也带有受苦之后的振奋。他分析道，
“古典音乐，就是有着其他音乐没有的悲壮，因为它
是西方文化的具体反映之一。而西方文化的‘宗主’
可以追寻到古希腊神话等。《荷马史诗》就是悲壮。
古希腊悲剧体现的是人生的艰难，即便如此也要成
为英雄。不理解这种悲壮，就演奏不好古典音乐。”

第三首，所谓的“大提琴曲”其实是钢琴协奏曲。
“所以，肯定是火花四射的，大提琴反而在钢琴旁边
飘啊飘啊飘，就像坐过山车。与此同时，还带着淡淡
忧伤的微暖，带着期待、感慨。一般奏鸣曲，每个乐章
给你一个主题、一个副题，而这部作品每个乐章都有
好几个主题，都很好听。” 首席记者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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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昨天，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主办的“世界城
市文化论坛上海论坛”在沪召开。来自纽约、伦敦、巴黎、阿姆
斯特丹、伊斯坦布尔、波哥大、首尔、东京、新加坡等世界上各
主要城市，以及中国香港、台北和大陆其他城市的专家学者、
业界人士和文化官员，麇集申城，共同探寻如何用文化重塑独
特的城市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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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活动塑个性
我们怎么样来避免城市的日趋同质化的倾向？与会专家各

抒己见。有人建议可以从城市的规划、城市的基础建设落手；有
人阐述如何从细微着手尊重、保护城市的历史文脉；但几乎共
同的声音是，“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于信汇说：“世界
城市建设可以跨越经济增长的某一段，但不能跨越文化的培育
和塑造。文化在世界城市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主任、上海国际文化学会会
长陈圣来则以乌镇举办戏剧节和世界互联网大会为例，“虽
然在古镇里乌镇开发起步并不算早，但它真正打造出了‘一
样的古镇，不一样的乌镇’。”他进一步分析说，“具体到每一个
城市，我们可以和这个城市本身的文化特质相结合的，张扬城
市本身所固有的特色文化，然后配合这个城市的特色文化进行
一些特色文化的活动。”成功的案例不胜枚举，通过国际电影
节，法国小镇戛纳名扬四海，于是渐渐有了戛纳广告节、电视节、
音乐节；通过世界经济论坛，仅有一万人口的达沃斯宾馆床位
是 +'(((个。也就充分证明，“大型活动的坦露和开放不可掩饰
会打上一座城市的烙印，在提升城市知名度和附加值的同时，
无疑会催化和推进这座城市某种特质，形成城市空间新的表现
形式和形象特征。”

用乡愁唤认同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何建华说到了上海石库门文化的

保护。尽管上海现代化步伐非常快，但石库门依然是人们认识
上海的一个缩影，成为人们来到这座城市寻觅这座城市文脉
的一个标志性的象征。“但像三湾一弄已经消失了，它是上海
开埠后难民来沪的第一站，但是已经消失了。通过这些案例的
比较我们可以认识到，快速城市化，如果不注重对城市丰富的
文化资源的保护，或者是我们毫不珍惜前人给我们的遗存，那
么城市就会成为我们乡愁的一个痛点。”

另有嘉宾直言，“我们现在还可以残存和挽留的，还可以
聊以自慰的，就是由市民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独特的气质和
气息，是每个曾经生活在这座城市市民的乡愁，历久而弥新，
足以使人陶醉一生，它给城市带来的特色文化是根深蒂固
的，难以被各种城市表象所遮蔽，是真正可以提升市民对城
市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的。” 本报记者 孙佳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