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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年上海之春的看点除一些外

国的优秀经典作品外! 中国新创作

的作品仍然是个亮点" 其中原创音

乐剧#楼兰$在文化广场低调公演!

反响却十分强烈!颇有%跃出黑马&

的惊喜' (楼兰$不仅为这次音乐盛

典增添光彩! 也意味着中国音乐剧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近年来!国外优秀音乐剧强烈

地冲击着中国演艺市场! 因此!如

何走出中国自己的音乐剧之路!成

为了创作界的一大困惑' (楼兰$

依托百老汇式的音乐剧形式!却试

图真正尝试运用国际化的音乐语

言!讲述一段充满神秘幻想色彩的

中国爱情故事'该剧打破了中国题

材的音乐剧必须采用中国民间音

乐! 甚至民歌旋律为主干的窠臼!

以耳目一新的现代城市剧形式展示

于众'

楼兰为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的必

经之地!在(汉书$(大唐西域记$等文

献中留下了富有想象的记载!却在距

今一千六百年前消声匿迹"这样的题

材为创作提供了自由的空间"故事以

美丽)聪明的公主阿绮丝与制剑庶民

纳吉的爱情为基线!展开了楼兰与西

域诸国间争斗与护国的情节!最终为

抵御外族的入侵!这对恋人以引天池

之水淹没楼兰国的壮举!表现了荡气

回肠)凄婉浪漫的爱情悲剧" 全剧两

幕十场二十四个唱段! 其中独唱)重

唱)合唱等随着情节层层展开交相辉

映" 音乐创作不拘一格!以现代音乐

语汇结合西域音乐的元素! 加入摇

滚)视觉等时尚元素!伴以异域风情

的舞蹈一展楼兰古国的艺术情调"而

恢弘的舞台造型与现场交响乐队!为

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的情节发展大

增光彩"

(楼兰$的上演呈现出本土音乐

剧创作的一缕新光! 自有耐人回味

的可贵! 但其中也有值得完善的不

足之处"首先!演员都是上海音乐学

院的本科生! 舞台综合表演经验有

待进一步丰富和成熟*再者!全剧存

在强调情节细枝末节的问题! 淡化

了音乐剧自身特有艺术规律的充分

体现' 正如作曲家赵光所言+%中国

的音乐剧创作方兴未艾! 仍处于起

步阶段!可以进行各种方向的尝试!

探索和追求真正属于自己的! 但同

时又具有国际化音乐剧语言的作

品' &我们期待着'

上海原创迈出重要一步
———音乐剧《楼兰》透出一缕新光 ! 赵维平

! ! ! ! 作为第 !" 届

%上海之春& 唯一一

场包括多个专业院

校学生的音乐会 !

%群英荟萃& 专场向

观众们充分展现了

中国专业音乐教育

的辉煌成果'

中央音乐学院

的谢昊明演奏的柴

可夫斯基(#大调小

提琴协奏曲$第三乐

章!始终洋溢着浓郁

的俄罗斯风情!主部

主题民间舞曲式的

节奏具有强有力的

冲击感!副部主题则

优美感人' 来自西安

音乐学院的王恪居

为观众献上的布鲁

赫($大调浪漫曲$很

少被上演!独奏声部

多变的主题性格赋

予演奏者充分展现

演奏技巧及理解力

的空间!他的演奏确

切地展现了德国浪漫主义后期风格!

同时!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部源自声

乐的浪漫曲体裁作品的歌唱性'

沈阳音乐学院的王一凤演唱普

契尼歌剧 (图兰朵$ 中著名咏叹调

%你这颗冰冷的心&! 较好地控制了

气息与音色的关系! 充分表现了女

主角柳儿自刎前压抑)无奈)激动的

情绪' 星海音乐学院的张学樑则为观

众们成功演绎了多尼采蒂歌剧 (军中

女郎$中的唱段%多么快乐的一天&!这

首被称为%男高音禁区&的咏叹调!要

求歌手在一分半钟内连唱九个高音

%!他不负众望' 天津音乐学院的女高

音李沛哲)男中音张岩合作演唱罗西

尼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中的二重

唱!与许多名家相比也毫不逊色'

中国音乐学院的马可演奏刘文

金的二胡协奏曲(雪山魂塑$!是全

场唯一民乐类节目' 她在表演这首

带有音画性质的单乐章协奏曲时!

二胡的音色与乐队相互辉映! 刻画

了红军长征的坚韧) 思乡等多种情

绪! 尾声处连续快速的叠句更是形

成了巨大的冲击力' 武汉音乐学院

附中的雷博文演奏肖邦协奏曲 (平

静的行板与华丽的大波兰舞曲$!四

川音乐学院古静丹演奏钢琴协奏曲

(黄河$第一)第三乐章&上海音乐学

院的朱昊演奏拉赫玛尼诺夫钢琴协

奏曲(%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一

乐章! 均展现了钢琴演奏的高超技

巧!表现得十分到位'

来自中国九大音乐专业学府的

学生! 对于音乐的深入理解与真切

演绎!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从他们的

成长可以看到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

成功! 看到园丁们的追求在下一代

身上的体现,,,不是为了技术而技

术!对于音乐的理解)诠释才是真正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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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每年%上海之春&的主要宗旨!

就是力推新作品!其品牌专场%海上

新梦&!今年又上演了五部管弦乐新

作!作者老)中)青齐集!作品表现手

法各异' 由张国勇指挥上海歌剧院

管弦乐团演出'

现为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赵

姝博的(山舞幻想$!抒发了作者对

家乡风光美景的感受!略带山歌风

味的旋律! 绵延起伏的原野风情!

颇有些英国作曲家戴留斯的韵味'

正在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攻读博

士的沈逸文!以(第一管弦乐随笔$

成为唯一海外入选者!该作以%微

乐队协奏曲&的创作理念!注重发

挥弦乐)木管)铜管)打击乐等各组

乐器的特性! 音乐灵动而富于变

化!洋溢着青春朝气' 乐器之间机

智幽默的表现!令人想起匈牙利作

曲家巴托克 (乐队协奏曲$' 听得

出!这两位年轻作者正在学习借鉴

中成长'

陆建华创作的管弦乐组曲(申

城随笔$之一%步履&!明快洗练!

浮光掠影! 更像是电影配乐' 以

(红旗颂$ 闻名的老作曲家吕其明

宝刀不老!他在管弦乐序曲第 '号

(雷雨$中!以遒劲有力的灰暗色

调!描绘主人公在人间地狱中的呻

吟)呐喊)绝望)挣扎)直至灭亡'

难能可贵的是!年逾八旬的吕其明

依然坚持锐意创新寻求突破!在

此作中融入了当代音乐语汇!使乐

曲内涵的表达更为惊心动魄!催人

深思'

这场音乐会最令我感兴趣的

是陆培的(相和歌$' 他的(相和歌$

取材于汉代的%相和大曲&和%相和

歌&!%相和大曲& 在当时为街头艺

人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是老百姓

喜闻乐见的歌舞曲' 陆培%古为今

用&!以二胡)琵琶)钢琴三重奏与

乐队协奏曲的形式!先是生动表现

热闹熙攘的民间世俗画面!并用乐

手的人声!营造颇具中原古韵的呼

喊氛围! 然后乐曲进入了舒缓起

伏)百感交集的大抒情!仿佛雨过

天晴!鸟语花香!天地一片澄明!由

此升华为人间和谐)世界大同的至

高境界' 此曲将民俗音乐)西洋新

音乐及人声有机结合! 构思独特!

可听性强'

“微乐队”洋溢朝气《相和歌》构思独特
———谈本届“上海之春”的“海上新梦”音乐会

! 任海杰

! ! ! ! (月 )日晚在上海音乐厅演出

的上海音乐学院优秀交响乐作品音

乐会!*部作品从开场的序曲到终场

的四乐章交响曲!搭配得当'大部分作

品都是标题性的! 或取材中国传统文

化!或运用中国体裁与曲调'表现方式

也自由灵活! 有在交响乐创作加入人

声!唱词直接表达作品内容*有加入二

胡) 琵琶等中国乐器! 探索新音响效

果* 也有直接通过主题旋律描绘情景

与画面' 可以说均做到了以音乐为基

础! 凭着对音响效果的熟悉和敏锐!

化民族性与哲理性于听觉之中'

民族性作为中国交响作品的

标签性特点! 是作曲家在创作中不

可回避的问题'第一曲(海上序曲$就

带有浓厚的民俗气息!叙事性抒情性

十分鲜明' (本草纲目$题材新颖!作

者把%甘)苦)辛)温)寒&五味感受!通

过听觉效果展现!创意可取' (夕$用

了蒙古%呼麦&与%长调&因素!引发听

众对夕阳的无穷想象'

这台音乐会的作品在运用独

特的乐队音响以及在作品中呈现

出交响性)哲理性来看!已经达到

一定水平'现代技巧的运用即便听

起来有点生疏!却也不显突兀' 把

西方技法与中国传统相结合!是一

个老生长谈的话题'含有西方作曲

技法的交响乐!如果想扎根于中国

土壤!不能只有中国元素或中国情

结' 笔者以为!更应该加入的是中

国式哲理和美学思考!甚至对传统

文化的哲学感悟!把以此为基础形

成的主观感受!融入到对音响的艺

术性想象中'

! ! ! !继去年底推出现代芭蕾舞剧

(简-爱$后!上海芭蕾舞团在现代

芭蕾创作的道路上继续探索! 于 (

月 +日在.上海之春&演出了一台

现代芭蕾作品专场 (乐影-三部

曲$'其中包括今年全新创作的(斯

特拉文斯基的舞者$(霍夫曼的寓

言$和(波莱罗$'!部作品均以经典

音乐为背景! 或追求古典的纯净!

或凸现现代的张力!配以较为纯粹

的现代芭蕾语言'这场演出让我们

看到了上海芭蕾舞团正在褪去古

典的繁复与束缚!展示出舞者优美

的线条和现代的气息'

上海芭蕾舞团近年来逐渐加

强现代舞创排的力度!希望实现古

典向现代的跨越!不失为是弥补自

身不足的有效途径和希冀进一步

接轨国际的积极信号'但是!由于缺

少长期系统的现代舞训练! 尽管演

员们很努力! 较之过往有不小的进

步!但仍有些许不尽如人意之处+在

技术层面! 演员尚未完全掌握现代

舞的表演技巧! 缺乏训练有素的肢

体所能展现出的轻盈自如和准确有

力! 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古典芭

蕾表演风格的烙印*而在艺术层面!

表演情绪尚未能全然融入作品!缺

少与呼吸节奏相配合的动静)张弛)

收放等舞蹈动态的对比与变化!导

致艺术表现不够充分'相信随着时

间的推移和舞台的积累!上芭一定

能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

除了表演上的提高!观众也希

望更多地看到上芭真正原创的现

代舞!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舞作

品'这种特色不只是对中国传统元

素的运用!而是以文化理念为支撑

的肢体语言的革新' 中国的现代

芭蕾!无论创作还是表演!都不能

停留在模仿表象和简单印象的层

次!应该从自己的传统文化)甚至

是传统的身体文化出发! 结合社

会现实和人生状态!创造出属于自

己民族的和具有时代精神的现代

芭蕾作品'

褪去古典束缚 展示现代气息
———上海芭蕾舞团《乐影·三部曲》专场观后

! 张莉

中国交响乐，从形式感向哲理性迈进
! 刘禹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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