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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11汇文 体

! ! ! !昨晚，在修葺一新的上海交响
乐团音乐厅，上交音乐总监余隆执
棒拉开了周年庆典音乐会序幕。音
乐会以本乐季驻团艺术家、华裔作
曲家周天新作《礼献》的世界首演开
篇，并携手大提琴家王健上演了周
天的大提琴协奏曲《水袖》和老一辈
作曲家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

薪火相传
音乐会现场最令人动容一幕，

莫过于 !" 位“老上交”逐一登台，
他们是上交历任首席，如今大多都
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其中有为上
交工作、奋斗了近半个世纪的低音
提琴演奏家郑德仁、乐团老首席柳
和埙，也有开创中国人在国外大团
担任首席先河的潘寅林，更有已经
退休却依然奋斗在工作岗位上的
乐队长宋国强。

这些曾与上交并肩前行的老
首席们，为共和国的音乐事业、上
海城市的音乐文化、上海交响乐团
的发展做出了巨大奉献。他们不仅
是乐团的骄傲，也是上海的骄傲。

现场，在音乐总监余隆的号召
下，观众点亮手机，表达对老一辈
艺术家的敬意和祝福。亮起的屏幕
如点点星光闪烁在音乐厅内，场面
无比温馨。余隆表示：“我们与这些
老艺术家们血脉相连，正是这一代
代上交人的薪火相传，让上海交响
乐团像常青树一样繁荣下去。”

不忘初心
多年来，上交创作演出了大量

中国作品，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以
后，上交有了更长足的发展。据不
完全统计，仅 !#$%年至今，上交就
委约创作了 &'余部作品，催生出
了包括朱践耳的十部交响曲、瞿维
的《五指山随想曲》、陈其钢的《京
剧瞬间》、赵麟的《度》、周龙的《山

海经》等一大批的中国原创作品，
推动了中国交响乐的发展。

昨晚世界首演的《礼献》，是曾
获得格莱美提名的华人作曲家周
天受上海交响乐团委约创作的，该
作因沈约的乐府诗有感而发，旋律
从壮阔到婉约，技巧从中国民族音
调的应用，到现代和声与强烈节拍
的结合，用五音繁会的音乐语言展
现了上海交响乐团 !(' 年积淀的
无穷张力。

重磅云集
据悉，在开幕音乐会后的一

个月内，上交音乐季将接连上演 $

场重磅演出。西蒙·拉特尔爵士执
掌伦敦交响帅印后首次带团来到
上海，年过古稀的传奇女高音格
鲁贝罗娃首次来华，里卡尔多·夏
伊率琉森音乐节节日管弦乐团再
度来沪连演三场，迪图瓦演绎音
乐会版歌剧《浮士德的沉沦》，抒
情女高音弗莱明于上交音乐厅放

声高歌。
这些可以进入任何一个国际一

流乐团音乐季的豪华演出如此集中
亮相，既证明了上交的吸引力，也展
现了“上海文化”品牌的影响力。而
新乐季开票不到一小时即售出两万
张的票务佳绩，及网络上随处可见
的“上交必听场次推荐”，也表明了
“上海交响乐团”六个字已成为乐迷
心中的品质保证和“金字招牌”。

音乐会前，上交音乐厅内还举
行了上海交响乐团建团 !(' 周年
庆典活动，"'' 多个大小不一的白
球悬挂于售票大厅上空，丹尼尔·巴
伦博伊姆、祖宾·梅塔、丹尼尔·哈
丁、郑明勋、乌特·兰帕……印在白
球上的一个个曾在过往音乐季中
亮相的闪亮名字，如耀眼之星点亮
了上交每个音乐季浩瀚星空。!('

年前，上海交响乐团用音乐点亮这
座城市，!('年后，现场嘉宾共同点
亮名为“灯”的艺术装置，意味着上
交斗志昂扬再出发。本报记者 朱渊

崭新上交音乐厅里奏响!礼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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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本报讯

（记者 朱渊）
昨晚，“十三
五”国家重点
音像出版物
出版规划项
目《中国交响
$' 年》典藏
版在上海交
响乐团音乐
厅举行首发
式。这套记录
了中国交响
$' 年伟大历
程的音像制
品吸引了不
少资深交响
乐迷和爱好
者。

由上海
音乐出版社、
上海交响乐
团共同组织
策划的“中国
交响七十年”
大型工程，系
统梳理了中
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来
中国交响乐
创作的发展
历程。其中
《中国交响
$' 年》典藏
版是中国首
套采用编年
体形式编辑
出版的交响
乐音像制品，以图文音像多媒体
方式精心打造。全套产品共 "'张
)*，!本中英文对照图书，!个 +

盘，全面展现了新中国交响乐事
业绵延不断的发展成果。

项目自 ,'!$ 年启动以来，
历经两年精心制作，$& 位作曲
家，,, 位指挥家，"" 位歌唱家、
演奏家加盟录制，总时长超过
!''小时，最终集结了 $'部极具
艺术价值的交响乐精品。首发式
上，音乐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费
维耀表示，新中国成立 $'年来，
中国交响乐从稚嫩趋于成熟，走
过了一条不断探索、不懈追求的
发展道路。入选《中国交响 $'

年》的精品是几代中国音乐家呕
心沥血的艺术经典，生动反映了
神州大地绚丽多彩的民俗风情，
体现了中华民族对追求美好生
活的精神向往。
据悉，现《中国交响 $'年》典

藏版已全面上架。此后，上海音乐
出版社将继续和上交合作，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在
,',!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 周
年之际，推出《中国交响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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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作为本乐季上海交响乐团的驻
团艺术家，昨晚，作曲家周天（见右
图 记者 郭新洋 摄）为上交 !('周
年而委约创作的《礼献》在上海交响
乐团音乐厅世界首演。演出前，周天
接受采访时表示：“用交响乐凸显‘中
国文化标识’是当代作曲家的责任。”
“不论是创作什么类型的音乐，

首先要好听，才能获得认可和喜
爱。”总被问及会否在音乐中加入中
国元素的周天这样说：“我有过很多
受邀创作的经历，从未被刻意要求
做出‘中国特色’。”但生于杭州、长
于上海的周天，创作的音乐，自然会

带有中国文化的印记，在周天看来：
“这是刻在血液中的文化基因，无需
刻意也能自然流露。”

就作曲，周天并非科班出身，在
他看来很多人把交响乐创作看得过
分“严肃”，“任何音乐都是‘玩’出来
的，这个‘玩’更多意味着实验和探
索。”

,'!%年 !月，周天凭借《乐队协
奏曲》获第 -' 届格莱美奖“最佳当
代古典音乐作曲家奖”提名，成为获
格莱美提名的第一位华人。周天直
言，和格莱美的“交集”给予他很多
音乐上的启发。就以参加颁奖礼的

感受而言：“格莱美的奖项包含所有
音乐类型，它的颁奖礼现场各音乐
领域的提名或获奖者交叉而坐，我
左手边坐着阿黛尔的混音师，右手
边是电影音乐制作人，说唱或是爵
士乐手也都汇聚一堂。这种‘交融’
带来了全新的交流。”

问周天为什么在他的音乐作品
中几乎不会用到中国民族乐器，周
天直言：“交响乐中的中国文化标
识，并不需要用中国民族乐器来提
醒，那是一种风格和特色。我觉得用
纯交响也能凸显‘中国文化标识’。”

本报记者 朱渊

周天!用纯交响凸显中国文化标识

! 上交历任首席在舞台相聚 记者 郭新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