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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床与博卡青年世界
“第一德比”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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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
者 赵玥）小到一
个街区，大到一个
城市或城市群，以
往人们只能通过
空间的构造才能
感受到城市的文
化凝聚力，如今在
移动互联网时代，
手指一点，会发现
云端上的文化氛
围也颇为浓郁。昨
天，首届长三角国
际文化产业博览
会之推动文化产
业高质量发展主
题论坛在上海国
际会议中心举行，
众专家学者围绕
“云”的讨论，让人
大开眼界。

近几年公共
文化领域的“云”
备受瞩目，数字
文化馆、智慧博
物馆比比皆是。
虚拟现实、增强
现实等表现方式
重新演绎着文物
背后的知识和故
事，丰富的馆藏
还可以做成网上
世博会这样永不
落幕的展示方
案。!"#$年文化
云从嘉定区试

点，%个月后平台单日访问量达到近 &"万人次，
!"'(年文化云覆盖了全上海，拥有了 %""多万
用户，每个月可以提供的文化活动量也有 !万
多场，'年可服务 %千多万人次。今年文化云已
经在全国进行样本复制，辽宁、云南、贵州等十
几个省都初步上线了文化云。
“云”的核心是数据，有助于形成客观有效

的决策。同时，这些数据可以读懂用户的爱好，
实现智能推荐。在文旅融合的当下，文化云还会
融入非遗文创设计、艺术教育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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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吴旭颖）演艺产业与城市文
化品牌有重要关联，通过戏剧表现则更佳。昨
天，在首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的主题
论坛板块上，多位专家佐证了这一观点。

雅加达艺术节秘书长曾经评价雅加达，“离
世界名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他们“没有
一个专业的交响乐团，也没有一个可以让交响
乐团演奏的音乐厅。”

宋城演艺打造的“千古情”系列演出为世界
观众呈现了杭州、三亚、丽江、张家界等诸多城市
的历史文化故事。今年国庆前亮相的舞台作品《上
海千古情》也钩沉了并不广为人知的历史———黄
浦江，其实是春申君兴修水利的遗产。戏剧作品通
过舞台，可以再现消逝的时光，展望未来的美好。

相较于影视，音乐会、戏剧等舞台艺术可以
不断修改、更新，这与当下文化生活的发展节奏
更为吻合。演艺的发展能动态地记录、传播、推
广城市文化，与城市品牌塑造有着直接的关联。

越来越多新兴舞台技术的加入，也为在舞
台上呈现文化精髓提供了更强有力的支持。从
多媒体屏幕到虚拟现实、全息投影，舞台视觉的
塑造有了更加精妙的选择。

被来自东方的声音迷住了
!!!记两位醉心于中国民乐的外国人

推动长三角
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 塞拉托雷拉二胡 ! 吉萨"贾珍妮学古筝 主办方供图

! ! ! !“当我第一次在国外见到、听到中国
乐器的时候，我就被这来自东方的声音迷
住了。”来自意大利的博士弗朗西斯科·塞
拉托雷在日前举行的上海音乐学院第 !)

届国际传统音乐学会上说。为了学习东方
乐器，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走向田间地
头，向民间艺人学习唢呐，还加入了乐队
为葬礼演奏……

事实上，除了塞拉托雷，还有越来越多
的外国人，像吉萨·贾珍妮这样流连于公园
广场，痴迷于中国民乐的外国人。

追着葬礼学唢呐
在会场上，塞拉托雷已经是一个完全

不需要翻译的意大利博士，和中国学者用
中文交流毫无障碍，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中
国乐器的吸引力。

小时候，塞拉托雷在米兰生活，“那
时候，我和朋友们最喜欢去米兰的中国
城。”塞拉托雷说，在中国城里，大多数人
都在找中国的美味，有的喜欢回锅肉，有
的喜欢火锅；也有的女孩喜欢买一些中
国工艺品……也许是天生和东方音乐的
缘分，“我却在几间店里听到了不同寻常
的声音。”

从那几间装修得古色古香的中餐馆
里，塞拉托雷第一次见到古筝、琵琶、
笛子……仅外观就让塞拉托雷觉得中国
乐器雅致，“我们从小学音乐，见过的乐
器都逃不掉钢琴、小提琴、鼓……这些西
方经典的乐器，东方的乐器无论从造型
还是声音上，都和那些完全不一样。”从
那时起，他就开始把研究中国乐器作为
工作目标。

不过，餐厅毕竟不是音乐厅，表演者
只有那固定的几个人，会的乐器也就只有

那几样。渐渐地，塞拉托雷开始不满足，争
取在意大利和中国人交流。“你们知道，
在意大利做生意的温州人很多。”塞拉托
雷说，“但是他们很忙，要挣钱要生活，所
以他们的社区里对中国乐器非常精通的
人也有限，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在他们中
间听到了他们思念家乡的声音。”另一
边，塞拉托雷在图书馆里也查阅了大量
的书籍，研究中国乐器。在书里，他看到
了唢呐———这支神奇的乐器，可以从婚
礼吹到葬礼，竟然在意大利的华人圈里
遍寻不见。
于是，塞拉托雷经过意大利的华人朋

友牵线搭桥，买了机票到了温州，开始了
寻觅唢呐的旅程。“即使在中国的农村，也
只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结婚时才吹唢
呐。”经过一番寻觅，塞拉托雷在村里遇到
了一次有唢呐的葬礼。他跟了葬礼乐队差
不多一天。在悲怆的场合，他懂得中国人
的礼节，只是远远地看着，听着。等到葬礼
结束，乐队师傅们酒足饭饱，他才上前向
乐队师傅表明来意。六十多岁的唢呐师
傅，被这突如其来的拜师吓了一跳，“别说
是外国人，家里的娃娃都懒得跟我学，嫌
弃它太吵了，又不挣钱。”当师傅知道塞拉
托雷专程从意大利赶来学唢呐后，他收下
了这个洋学生。
“学唢呐，没有那么多规则，师傅怎么

吹，我就学着怎么吹。”塞拉托雷说这和学
西洋乐器完全是不同的。经过几个月的刻
苦练习，塞拉托雷已经能像模像样地完成
几段葬礼常用曲调了。“我就让师傅休息
了，跟着乐队在葬礼上表演。”塞拉托雷
说，“因为我是外国人，大家都会觉得有
趣，每次去演奏就会有人来和我合影。”那
段田野调查的经历，也帮助他完成了罗马
大学的博士论文。
今年，塞拉托雷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博

士后流动基金站，他又对上海这座城市的
音乐产生了兴趣，“我最喜欢去天蟾逸夫

舞台听戏，不只是京剧，我现在比较迷恋
的是越剧，我已经能跟着哼唱了，不过戏
剧的名字有点难记，我记不住。当然，我在
意大利也记不住意大利歌剧的名字，好听
就行。”塞拉托雷说为了越剧，他还在上海
拜师学会了二胡。

每天去复兴公园
“对我来说，中国的乐器都是我的最

爱，手心手背，不能说哪一个是最爱。”上
海音乐学院全职引进教授，国际传统音乐
学会民间乐器研究小组主席吉萨·贾珍妮
说。一样的是，吉萨第一次见到中国乐器，
就被深深迷住了，“'*&!年，我去捷克旅
行，布拉格有一些展览馆陈列着中国乐
器，我觉得古老而神秘的东方乐器一定是
能与西洋乐器比肩的。”吉萨说，“遗憾的
是，那时候只能看，并没有机会听到它们
发出声音。”

第一次听到东方乐器奏出的声响，是
在越南，“据说越南的很多乐器大都是明
朝从中国传过去的。在胡志明市，我听到
了琵琶、笛子……中国民乐队演奏的宫廷
音乐。”瞬间，吉萨就被震撼，“所以，我喜
欢中国乐器合奏出来的效果，互相之间，
它们是有交流，有故事的。”

在上海的这段时间，吉萨也在这座国
际化大都市里，寻觅来自民间的声音。“我
几乎每天都要去复兴公园，广场舞播放的
旋律让大家舞动。”吉萨说，“不仅有人跳
舞，还有很多人在那里演奏乐器，从萨克
斯风到笛子，这些都是这座城市的声音，
我喜欢听。”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吉萨不
仅自己欣赏，她还请了一批又一批的国外
学者，专门来到复兴公园倾听和研究上海
的声音，还用纪录片的形式把这些旋律和
故事都记录下来，“我现在正打算写一篇
论文，研究的方向大约是城市的声音对城
市人们生活的影响。”

本报记者 吴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