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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往年，只有在春季“上海之春国
际音乐节”上才能一睹“茉香国风”
系列专场音乐会的风采，因反响热
烈，今年，上海茉莉花民族乐团打破
惯例，于前晚在市工人文化宫茉莉
花剧场加演“茉香国风 !"”秋季民
乐专场音乐会（见图），让茉莉的芬
芳在金秋飘香。
茉香，取自乐团名称“茉莉花”；

国风，寓意民乐是国之精粹、民族之
风，而 !"这个数字，则代表着这朵

“茉莉花”已经绽放了 !"年。

老一辈提携关爱
演出以乐曲《茉莉花》呼应团名

开场，多种声部各司其职，南北方三
首不同风格的《茉莉花》巧妙地结合
在一起，展现了不同地区的人文风
貌。民族管弦乐《印象国乐》与《丝绸
之路》取材于敦煌古谱和古丝绸之
路，既有怀古之情，也显示了展望未
来的宽广胸怀。

现场，团长李志放坐在高胡声部
的第二张席位上，在他身边，是声部
首席陈麟。团长“三让”，可谓“茉莉
花”的一段佳话。李志放曾是二胡声
部的首席，青年才俊吴佳音加入以
后，他主动让贤，坐到了第二席。时隔
两年，黄淑卿加入，李团长再度让贤，
由二胡声部“搬”至高胡声部。去年
“茉香国风!!”民乐专场音乐会举办
时，他三度让贤，把年轻的陈麟请到
了高胡首席。李志放称，自己年轻时，

也受到了老一辈的提携与关爱，“他
们把最好的位置让给了我，如今，我
也要把更多机会留给年轻人”。
全市职工中的优秀民乐人才汇

聚于此，让茉莉花民乐团成为了沪
上规模最大、水准较高的成人非职
业民乐爱好者团队。每周二晚 "时，
市宫一楼的排练厅总是热火朝天，
乐手们从四面八方赶来，雷打不动。
平时从事乐器教学的瞿雯艳是茉莉
花乐团的中阮声部长，以往中阮总

是作为伴奏乐器出现的，是中阮协
奏曲《山韵》让瞿雯艳成了亮眼的独
奏，她说：“我很幸运能进入‘茉莉
花’这个和谐、快乐的大家庭，它给
了我更多的展示机会，也让我的琴
艺得到了提升。”

新作品应运而生
为保护非遗、传承文化，茉莉花

江南丝竹社应运而生，在传承的基
础上，他们积极排演当代新编作品，
当晚演出的曲目《浦江韵》就是一
例。作品由李志放和常任指挥吴坚
共同编曲，融合了丝竹音乐、沪剧秀
腔、田头山歌、民谣说唱等艺术内
容，既有上海本土特色，又充满着现
代气息。此外，江南丝竹社还致力于
积累演奏曲目，近 #年的时间里挖
掘整理了 $%多套丝竹曲谱，置入茉
莉花乐谱阁，与爱乐者共享。
在市总工会、市工人文化宫等

各方的扶持下，茉莉花民乐团在公
益的民乐普及道路上越走越欢畅。
据介绍，作为纯公益团队，“茉莉花”
的所有乐手都不拿排练费，政府的
经费补贴则用于场地租赁、曲谱协
议等花销。除了品牌项目“茉香国
风”以外，茉莉花民乐团还常年活跃
在厂矿、工地、部队、企事业单位。明
年，茉莉花民乐团将登台上海交响
乐团音乐厅，在更大的舞台上为弘
扬民乐发光发热。

见习记者 赵玥

这朵“上海茉莉”飘香67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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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日，维也纳爱乐乐团在东方
艺术中心的演出，一票难求。然而，
昨天下午在上海科技馆，&%% 余名
听众免费聆听了这个乐团美妙的弦
乐六重奏。先于乐团登台的，是我国
土木工程界泰斗级人物、身兼上海
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和中国音乐家协
会会员的刘西拉，他幽默、诙谐、深
刻地诠释了音乐与科学和技术的耦
合，让听众收获不小。这是上海科技
馆今年推出的“科学与艺术”系列讲
座之一。

刘西拉儿时起学拉小提琴，一
生不辍，在美国留学时曾入选专业
乐队演出。“做土木工程的过程中，
接触到很多有名的工程师，其中不
少人对音乐很感兴趣。”刘西拉时常

思考音乐与工程美学之间的耦合，这
也是他与朋友常探讨的话题。“做工
程的原则和音乐类似，比如工程设计
的几个基本原则是：自然、简明、原
创、协调。”这一点和李政道在《科学
与艺术》一文中的阐述何其相似。
昨天下午到场的还有刘西拉的

妻子、中国著名电机专家陈陈，她的
钢琴水平已臻专业水准。这对清华
大学的校友，同赴海外留学的贤伉
俪携手演出了一首钢琴诗朗诵《啊，
中国的土地》。
随后，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演奏

家们登台落座，精绝美妙的乐声在
大厅内回荡，时而宛转悠扬，时而活
泼灵动，令人陶醉。一曲终了，掌声
不绝。 首席记者 姜燕

! ! ! !伴随着悠扬美妙的古
诗词演唱，昨晚，“经典的
回响———上海市中小学生
合唱音乐会”在上海交响
乐团音乐厅上演，来自沪
上 '% 所中小学的学生们
用嘹亮的歌声唱出了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热爱。除了用歌声，学
生们还用绘画、沪语等喜闻乐见的
方式来演绎古诗词，让传统文化焕
发了新的光彩。
昨天音乐会的第一篇章“学堂

新歌”演唱的是我国当代著名音乐
家谷建芬老师为中华古诗词谱曲的
《新学堂歌》，来自上外附中于欣悦
告诉记者，她以前背古诗词特别头
疼，现在通过演唱的方式，记住了旋
律，背起诗歌来就容易了许多。

本届上海国际艺术节
的学生合唱艺术实践活动
推出了古诗词创意绘画征
集及古诗词沪语朗诵征集
活动两项与古诗词相关的
活动。

() 岁的郑佳皓所画
的《题都城南庄》榜上有名，用水墨
笔法描绘了桃花树下形单影只的人
影，诗歌的古韵以及凄凉之意跃然
纸上。正如古人所言“诗中有画”、
“寄情于景”。

获得古诗词沪语朗诵灵光奖的
毛珺宜为特邀嘉宾用字正腔圆的沪
语朗诵一首《咏鹅》，赋予了古诗词
更多的新韵。中华传统文化，这棵老
树需要更多的人去灌溉和呵护，使
之更加根深叶茂。见习记者 陈慧琴

老树开新枝
歌声咏古诗

以喜闻乐见方式传承传统文化

! ! ! !本报讯 （记者 徐翌晟 ）昨
晚，“庆祝十九大 同筑中国梦”
#%("年上海市舞台艺术作品评选
展演优秀作品专场演出在虹桥艺
术中心举行。

今年，上海市舞台艺术作品评
选展演活动首次把隔年举办的新
剧目展演和小剧目、小节目展演合
并举办，对照“一团一精品”的工作
目标，围绕本市“开天辟地———中
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
工程、“十三五”重大文艺创作选题

工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
党的诞生地文艺创作工程等一系列
重大文化工程，聚焦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周
年、香港回归祖国 #%周年等重要时
间节点，倡导“中国梦”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主题创作，鼓励讲好中
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能够引起人
民群众共鸣的现实题材创作。

另外，今年的评选展演活动还
有一个与往届不同的显著特点，就
是首次走出市中心，把优质的专业

文艺作品输送到远郊。经过初评以
后，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场小型
作品专场、-% 台大型作品进行了
集中展评，共评出新人奖 ()名，(!
部作品获作品奖，(! 部作品获优
秀作品奖。昨晚的专场演出对本市
各级各类文艺院团、艺术院校在此
次活动中表现突出的优秀作品和
优秀创作者、表演者进行了表彰，
同时，在此次活动中涌现出来的部
分优秀作品也在昨晚的舞台上进
行了展示。

共庆十九大 同筑中国梦
!"#$上海舞台艺术优秀作品集中展演

科技馆里听弦乐 科学音乐难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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