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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笛子是吹的，可中国的笛子文化，绝不是吹的。
上海音乐学院昨天透露，由其制作的大型原创器乐
剧《笛韵天籁》将重现八千多年前的骨笛天籁之音，
作为今年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重头戏，于 !月 "

日在美琪大戏院上演。该剧将主要围绕竹笛这一民
族器乐从骨笛到竹笛的历史演变过程，展现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演 !!!从蒙昧走向文明
“笛子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乐器，从最初的骨笛发

展到后来的竹笛，是人类历史从蒙昧、野蛮走向文明
的一个标志。”中国歌剧舞剧院编剧徐瑛说，“骨笛意
味着对动物的杀戮，而竹笛则承载了一种人文精神
的内涵，我希望借助笛子的演进与演奏，直观地把人
类发展的历史呈现给大家看。”于是，他将这部作品
设置成了四幕，从中国笛子文化的演变，折射出人类
文明的发展。
尽管笛子很小，但这出作品所蕴含的意义非凡，

所以，该剧成了 #$"%年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吸引到
了国内顶尖的演出团队———由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我国著名竹笛演奏家唐俊乔领衔担任主演；由上海
音乐学院教授、著名作曲家许舒亚等多位著名作曲
家联合进行音乐创作；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著名多
媒体音乐制作人代晓蓉等多位音乐制作人进行多媒
体舞台设计和音乐相关制作；上海音乐学院竹笛乐
团、上音民族音乐系师生、上音附中青少年交响乐
团、上音数字媒体学院、上音音教系合唱团等组成联
合演出团队进行演出&堪称笛音界的“银河战队”。
据了解，《笛韵天籁》既有民族音乐，也有交响

乐，甚至还有合唱和电子音乐的融合。此外，该剧在
表演上也有诸多创造性的呈现，唐俊乔特别请来中
央芭蕾舞团一级编导费波，为演员们进行形体训练，
不仅可以“奏”，更能自由地“演”。上海音乐学院党委
书记、院长林在勇说，《笛韵天籁》既有强烈的民族文
化特质，又充满了“国际范儿”。总之，这部作品为我
国民族器乐艺术在现代艺术潮流中的发展，也为民
族艺术走向国际交流舞台，提供新型探索和范本。

造 !!!八千年的骨笛
这部作品，除了在舞台上充满新意，还有一大亮

点。该剧根据我国已有考古发掘的相关研究成果，成
功复制出八千年前的中国先民们制作的骨笛，现场
将真实还原远古的天籁之音。

距今 %'$$年()$$$年的河南贾湖遗址，是同时
期最为丰富的史前聚落遗址。")'*年至 +)'%年及
,$$+年，这里先后出土了 -$多支用丹顶鹤尺骨制
成的骨笛。贾湖骨笛是我国目前出土的年代最早的
乐器实物，被称为“中华第一笛”，还被专家认定为世
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

从 ,$+.年末开始，唐俊乔就找到专业的制笛
师，历时一年，试验六十多次，采用红木、紫檀、杉木、
紫竹、湘妃竹、苦竹、树脂合成材料等进行反复实践
和实验，最终确定用树脂合成材料和苦竹，来复原古
笛为最佳，复原出的仿骨笛音色非常接近河南贾湖
出土的 '$$$年前的骨笛，且在音准上更精准、音质
更丰满。复原成功后，团队以此灵感为激发点，共研
制出 +,个调的仿骨（古）笛。目前，该研发成果正在
申请专利。
“中国有许多历史悠久的民族乐器，二胡、琵琶、

扬琴等都来自异域，笛子算是土生土长的乐器。”唐
俊乔说，“而且，笛子不仅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也能
称得上是世界乐器的鼻祖。首次在舞台上呈现根据
出土文物仿制的骨笛之音，我希望能让观众听见这
件乐器的历史底蕴，也看到这件乐器的创新发展。”
这将是一场中国史前历史的活态呈现，让观众

身临其境地感受来自遥远的中华古老文明的召唤。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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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昨晚，持续全年的 ,$+'“我是
戏迷”长宁戏曲艺术欣赏季在一场
山东省曲艺名家专场演出中拉开
序幕，曾获牡丹奖、群星奖的曲艺
明星们为观众献上了一台叫好又
叫座的表演，观众席里不乏“我是
戏迷”的老粉丝。从 ,$+*年初次举
办邀请各院团来沪演出，到现在延
伸出京沪两地的“南北情”系列文
化交流活动以及更多的戏曲普及
活动，“我是戏迷”挖掘培养出了一
批各个曲种的票友，并且为百姓明
星搭设实现梦想的舞台，也让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其中，成为该戏
曲品牌的受益者。

南北剧目!走亲"

,$+.年，长宁文化艺术中心
和北京市西城区第一文化馆签订
了公共文化的交流协议，当年即
邀请了西城区第一文化馆的团队
来到长宁参加群众舞蹈的交流演
出以及研讨会。去年，受西城区第
一文化馆的邀约，长宁文化艺术
中心带着馆办团队中国 /012女
子合唱团到北京参加了北京市合
唱节和西城区合唱交流展演，一
南一北的情谊也在慢慢发酵。
今年，南北两个文化场馆的

交流进一步升级，静态的“绘聚南
北情”的美术展览、动态的“曲韵
南北情”曲艺戏曲交流演出，以及
有关群众戏曲团队发展定位的研
讨会等都将在长宁举行。长宁艺
术中心主任叶笑樱表示：“我们和
西城区第一文化馆作为两个区级

文化场馆，在戏曲、舞蹈、合唱、美
术方面各有优势，交流的过程也
是我们取长补短的过程。”
在今年 .月的曲艺、戏曲展

演专场中，来自北京团队的单弦、
京韵大鼓、评剧、快板和来自上海
团队的黄梅戏、沪剧、京剧、豫剧
等节目将同台亮相，其中还包括
上海原创京剧《社区仁医》片段和
北京曲剧《3超神探———送站》两
部剧作的交流，这两部剧是京沪
两地近年歌颂医德的戏曲作品。

南北名家同台
除了南北剧种的集中展示，

南北曲艺名家同台演出也将是今
年“我是戏迷”的活动亮点。上海
评弹团团长高博文表示，近些年
这类南北曲艺抱团演出在全国各
地并不少见，但是携手走入区级
文化馆还是挺新鲜的。他说：“有
时候不是老百姓不喜欢曲艺，而
是没有机会接触。所以，推广曲艺
应该把门开得更大一些，不仅仅
局限于剧场，我们得更主动地把
好作品送到他们的家门口。”
按照计划，著名单弦表演艺术

家张蕴华将带来北京单弦《避雨
亭》，高博文将选择一个传统的评
弹曲目作为应和。单弦牌子曲是用
三弦伴奏，八角鼓击节并串连各曲
牌演唱一段故事的说唱艺术，和评
弹一样都使用乐器三弦，都曾互相
借鉴、彼此启发。#年前张蕴华曾
在兰心大戏院上演过同一片段，对
于观众热烈的反响记忆犹新。这次
通过“我是戏迷”的平台，她也希望
能吸引更多的南方戏迷，让更多上
海观众可以了解并爱上这一北方

曲艺。而高博文则希望和市民有近
距离的交流，“在居民‘家门口’的
表演让我们的形式更加自由，氛围
也更加轻松。”

年轻戏迷亮相
“我是戏迷”的舞台并不只属

于戏曲名家和专业院团，同样属于
热爱戏曲并且渴望展示自我的爱
好者们。去年刚刚落户长宁的佳艺
越剧团今年 !月将首次参加“我是
戏迷”演出季，以 '$后、)$后为主
的团员们将带来以“爱她明月好”
为主题的折子戏专场。而从 #$+.

年就开始参加“我是戏迷”演出季
的“清越坊”是一个完全由年轻人
自发成立的越剧团队，发起人之一
阿甜介绍，团队成员平均年龄在
-$岁以下，有企业职员、公务员、
创业者、在校学生等。相比戏曲团
队，阿甜更愿意称它为兴趣小组，
通过一起学习、排练和交流，让成
员真实感受到越剧艺术的魅力。
年轻的戏迷们也在不遗余力

地推广着古老的戏曲，每次演出
前，“清越坊”都会开放后台探班，
让普通观众也能了解台前幕后，
提高戏曲的欣赏能力和水平，不
少观众正是因为在“我是戏迷”演
出季观看了清越坊的专场演出而
加入团队，直呼长宁文化艺术中
心让她“找到了组织”。阿甜说：
“‘我是戏迷’平台给予我们的支
持和帮助，是我们团队发展的重
要助力，也让我们感到戏曲这门
传统艺术的旺盛生命力，让我们
喜欢得更加有底气，坚持得更快
乐。” 见习记者 赵玥

本报记者 肖茜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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