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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的一曲《大江东去》将以四种语言在欧出版
上音“中国艺术歌曲百年”系列学术活动让中国音乐之美被世界听见

1920年， 作曲家青主创作了中国第

一首艺术歌曲《大江东去》，其歌词来源

于北宋豪放派诗人苏轼的代表作 《念奴

娇·赤壁怀古》， 该曲被认为是中国艺术

歌曲的肇端。 100年后，上海音乐学院与

著名音乐出版商德国大熊出版社合作出

版《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16首》，包括

青主谱写的《大江东去》在内的16首为诗

词名作谱曲的曲集， 将以英德法意四种

语言在欧出版。

在昨天举行的“中国艺术歌曲百年”

系列学术活动启动仪式上， 上海音乐学

院院长廖昌永宣布了这个消息。 记者在

现场看到了另一张已泛黄的珍贵音乐手

稿———作曲家黄自写于1932年6月的中

国艺术歌曲《玫瑰三愿》，手稿上的五线

谱和音符笔触端正、清晰可见。上海音乐

学院是中国艺术歌曲的历史重镇， 在创

作和表演上 ，青主 、萧友梅 、黄自 、谭小

麟、贺绿汀，郎毓秀、周小燕、蔡绍序、斯

义桂等上音校友是推动其传播的重要人

物。 据介绍，上音将在2020-2021年将举

办一系列与中国艺术歌曲百年纪念有关

的人才培养、学术出版、文化交流项目。

其中包括上音将组织专家力量编撰 《中

国艺术歌曲研究大系》《中外艺术歌曲大

辞典》，编辑《中国艺术歌曲百年曲谱》，

以及一批艺术歌曲研究的译著、论文等。

作曲家陆在易认为， 中国艺术歌曲

起点很高，比如百年前的《大江东去》从

思想内涵、意境到声乐与钢琴的结合，至

今都无愧为经典中的杰作。 百年来中国

创作者结合西方技法和中华民族的语言

与精气神， 形成了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

传统。陆在易说：“今天，中国艺术歌曲已

形成数量比较可观的曲目库， 音乐工作

者们需要在传承和传播的基础上， 进行

更多新的创作。 ”

除了整理挖掘中国艺术歌曲宝库以

填补学术上的空白， 上音还希望让这些

中国声音更好地屹立于世界舞台。 今年

上音将推出 《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16

首》，以高中低音三个版本，英德法意四

种文字对照、 国际标准注音并配合中文

标准朗读音频方式出版。这部包括《枫桥

夜泊》《钗头凤》等名作谱曲的曲集，将由

大熊出版社在德国正式出版并全球发

行。廖昌永本人将用中文朗读《中国古典

诗词艺术歌曲16首》中的歌词。 “中文虽

然是一个个的方块字，但组成词、句时有

其独特的韵律和节奏， 中文朗读音频可以

方便外国学习者在歌唱时， 原汁原味地把

握中国艺术歌曲的精髓。 ”廖昌永还介绍，

今年上音将举办第二届中国艺术歌曲国际

声乐比赛， 尽可能吸引海内外人士共同参

与其中。“希望未来的国际声乐比赛中能有

更多中国作品， 国际艺术家的独唱音乐会

中也能更多地听见中国声音。 ”

“两年前，当我第一次在上海听到廖昌

永中国艺术歌曲独奏音乐会时， 我立刻被

迷住了。 虽然我不懂千古名句、唐诗宋词，

但我仍被深深打动。”德国卡尔斯鲁厄音

乐学院院长哈特穆特·赫尔坦言，从强烈

的戏剧性到忧郁、温柔、惆怅等等，所有

这些真挚的感情都能在中国艺术歌曲中

感受到。 “中国学生充沛的精力、专注力

和创造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有可能

在今年11月再次来到上海音乐学院进行

教育、文化交流活动，能在上海工作使我

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 ”赫尔在为“中国

艺术歌曲百年” 系列活动送出的视频寄

语中这样表示。

仅晒三天的五百岁古画，
晒出多维导赏新思路

文徵明《五瑞图》限时亮相刘海粟美术馆

时值国际博物馆日， 刘海粟美术馆以

“晒宝节” 的名义晒出了一件罕见的 500 岁

古画———文徵明《五瑞图》，就在馆内一楼大

厅，仅晒三天，从 5 月 17 日至 19 日。由此晒

出的， 更是针对艺术作品的多维导赏新思

路。这样的尝试，或为美术馆向公众的敞开，

探索出一条值得借鉴的路径。

文徵明 《五瑞图 》 曾为刘海粟收藏 ，

后捐献给国家， 作为刘海粟美术馆建馆的

馆藏精品之一。 2020 年， 恰逢 “明四家 ”

之一的文徵明诞辰 550 周年， 因而美术馆

特地挑选了他的这件作品作为 “晒宝” 主

角。 这三天里， 围绕文徵明 《五瑞图》， 名

为 “存天雅集·博物赏识” 系列的线上直播

与线下雅集同步开启。 美术馆里， 人们有

眼福近距离赏析这件珍稀原作； 一连三场

专家对谈分别从当代视角、 艺术史视角以

及生活美学视角展开， 聊聊画里一不小心

就会错过的细节 ， 以及种种隐藏的门道 ，

也聊聊画外明代文人的社交生活， 以及他

们雅好的奇石与菖蒲， 观众不仅能由此体

味艺术作品的更多 “打开方式 ” 与趣味 ，

还能与专家开启轻松、 直接的交流与互动；

幽雅的民乐演出不时于现场穿插， 仿若将

观众带到了五百年前的明代江南……即便

没有亲临现场， 观众也可通过多个直播平

台深度 “云赏析” 这件作品。

《五瑞图》是标准的文徵明风格，是一种

青绿山水。 “五瑞”指的究竟是什么？ 中国历

史上存在着多种说法。 在文徵明的这幅画

里，专家倾向于认为“五瑞”指的是古柏、萱

草、灵芝、祥云、奇石。总而言之，“五瑞”其实

都代表着中国人对国泰民安、幸福祥瑞的祈

求和希望。 这在经历了疫情的当下，显得意

味深长。

“文徵明《五瑞图》已经不是一幅单纯的

山水画了。”艺术评论家王南溟指出，山水画

原来有一个最大的功能，就是卧游———让人

躺在床上，也像在游山玩水。 人们以往讲中

国画写意，西方画是现实主义的，其实最早

中国的山水画也带有现实主义的情结，有透

视关系。 而到文徵明所在的明代，山水画已

经不依现实山水之面貌而画了，往往采用自

己喜好的题材赋予画中图象象征性的意义。

“这个象征性的意义直接导致后面文人画中

的梅兰竹菊、岁寒三友图等，诸如此类完全

按照一套题材来构成自己的画面。文徵明这

幅画的重要性其实是在这里。 ”

“‘晒宝’ 是我们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我们以刘海粟先生之名命名， 但藏品不局

限于刘海粟先生本体， 也有海老当年他自

己收藏的， 包括像文徵明 《五瑞图》 这样

的古画藏品 ， 从唐代到清代的 287 件古

画。” 刘海粟美术馆馆长阮竣说， “其实对

于古画的研究解析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可

能要花很多时间去告诉观众其中的门道 。

通过这样 ‘晒宝’ 的短期活动方式， 希望

能够让我们的藏品活起来， 动起来。”

据悉，“存天雅集·博物赏识” 系列未来

将形成常态化， 以雅集的方式试图从形式、

语言、 内容等多角度激活一件艺术作品、一

个艺术故事。 “存天雅集”之名，来源于刘海

粟的书斋名“存天阁”，也是当年上海美专的

图书馆。

文徵明 《五瑞图》 代表着中国人对国泰民安、 幸福祥瑞的祈求和希望。 图为 《五瑞

图》 局部。 （展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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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博物馆文创产品不断创新，

设计越来越有趣，跨界也越跨越远。不久

前，上海博物馆推出一款“脑洞大开”的

文创产品———啤酒。 在上博官方旗舰店

上通过直播销售的这款啤酒， 一款罐身

有上博馆藏 “清代乾隆景德镇窑青花缠

枝莲纹双耳瓶”的缠枝图案，另一款罐身

上有上博馆藏 “南宋朱克柔缂丝莲塘乳

鸭图”。 上博的粉丝们高呼“买买买”，可

谓“酒不醉人人自醉”。

昨日是国际博物馆日， 最新调查数

据显示 ： 我国新增文创相关企业 6113

家，较 3 月环比增长了 30.09%。 越来越

多文创产品在推进我国博物馆文化走进

寻常百姓家的路上， 逐渐发挥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 为什么各大博物馆的新鲜文

创产品让艺术爱好者们追捧？ 这些让人

脑洞大开的跨界文创产品都有着哪些亮

点？ 为何能深受喜爱？

米老鼠遇见大克鼎 ，

不同文化的融合与交流激
发出全新魅力和活力

近年来， 我国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趣

味性、创新性、实用性与审美价值都在不

断提高。

上海博物馆有多款跨界文创的明星

产品。 该馆的镇馆之宝大克鼎是西周时

期极为重要的青铜器， 其主人是负责管

理天子饮食和祭祀礼仪的膳夫———克，

鼎内铭文诉说着克祖父的不朽功绩和周

王对于克的赏赐。难以想象，这一青铜器

元素居然和迪士尼经典动画角色米老鼠

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具创意的文创。两

种跨越了时空的文化符号牵线在一起，

体现了文创设计的创新性， 以及不同文

化的融合的可能性和多样性。

除了这一产品， 上海博物馆另一跨

界文创———手绘彩瓷 “孔雀牡丹纹洗漱

套装” 去年亮相比利时， 惊艳了欧洲观

众， 该文创产品不但吸收了外销瓷器的

彩绘技艺，还结合了西洋画的表现手法，富丽华贵的图案、精

美的纹饰和制作技艺吸引了一大批观众。

不论是大克鼎和迪士尼元素的融合， 还是吸收油画元素

的彩瓷文创，在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副院长陈金明看来，都

属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不同国家、 民族的文化的本质内

核是相通的，设计者将多种文化经过重新演绎、组合，展现出

另一种‘不一样的文化’，激发出全新的魅力和活力”。

越王勾践会是滑板少年吗？ 艺术和使
用场景结合，馆藏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很多人眼里， 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的博物馆馆藏过

于“曲高和寡”，跨界文创的出现，让这些馆藏变得接地气。 华

东师范大学中外博物馆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庄瑜表示， 博物馆

本身有育人的功能， 这一类跨界文创将博物馆馆藏以当代审

美的眼光和思考角度呈现出来， 将高冷的古代文化激发出全

新的魅力。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 励精图治， 终成一代霸主， 书写了

春秋晚期的华章， 他的身边一直离不开一把宝剑。 如今， 这

把有着 2500 年历史的 “越王勾践剑” 被珍藏于湖北省博物

馆， 成为其镇馆之宝。 这把宝剑中脊起棱、 外观有着黑色菱

形花纹、 正面近格处有 “越王勾践， 自作用剑” 的鸟篆铭

文， 被誉为 “天下第一剑”， 迄今为止没有丝毫腐蚀和生锈。

数千年前的春秋历史尤为遥远， 这一博物馆文化珍宝如何走

进人们的生活？ 目前， 透着浓厚历史底蕴的 “越王勾践剑”

造型的纯铜书签已经问世。 另有设计者构思出了 “越王勾践

剑” 造型的领带和滑板。 美观大方的领带显示了当代男士出

入职场犹如古代人出征佩带剑一样不可或缺； 踩着滑板飞起

则借鉴了古装剧中御剑飞行的场景。 一把历史宝剑即将经过

文创产品 “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些“脑洞大开”的文创，其实是“我们向古代文化发出一

次次隔空致意”。 陈金明也提醒，博物馆文创设计要优先考虑

文化符号自身的特定含义， 必须在尊重馆藏文化语义和蕴涵

的情况之下进行设计； 这也要求设计者不仅要对于馆藏有着

全方位、多角度的理解，并且还要梳理馆藏文化与当下生活方

式和语境之间的关联性。 “找到恰当的载体和形式语言去设

计，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恰到好处地去表达，巧妙地将艺术

和当下使用者的使用场景相结合，才是成功的优秀设计。 ”

线下+云上，体验多维文博之旅

92家博物馆免费或半价开放，近200场线上活动浏览量
达近千万人次，今年博物馆日———

“第一场微综艺展览直播 ， 没想到就

有超过 56 万人次在线观看， 点赞数接近 4

万。” 昨天， 上海博物馆工作人员复盘了该

馆的 “江南文化艺术展抢先看 ” 直播后 ，

略带惊喜地告诉记者。

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如约而至 。

今年的博物馆日首次采取线下、 云上 “双

管齐下” 的模式： 线下， 全市 88 家博物馆

向公众免费开放， 4 家博物馆半价迎客； 线

上， 近 40 场直播活动、 100 余个精品大展

和实景展厅、 150 余场云上活动齐登场。

记者从市文旅局获悉， 由于目前尚处于

疫情防控期间， 线下开放采取了限流和全预

约制， 包括上海自然博物馆、 上海玻璃博物

馆、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在内的多家场馆

参观人数满额。 截至 18 时， 线上的直播 、

云展览、 云活动等点击浏览量达近千万人

次。 在真实与虚拟之间， 市民游客体验多维

度博物馆之旅。

微综艺直播、 无剧场话
剧，花式解锁博物馆打开方式

在现有技术条件下， 云游博物馆不是

难事， 但如何游出新意， 沪上博物馆此番

作了多样化的探索。

以上海博物馆的 “江南文化艺术展抢

先看” 为例， 该直播融合专家导览、 电视

综艺和学术对话等多种节目形式， 很是新

颖。 节目中，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上海社

科院研究员熊月之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专职副主席任小文展开深度对话 ， 共

同解析江南文化研究以及展览背后隐藏的

学术话题， 对话内容既有趣味性， 也富有

学术深度和广度。 熊月之认为： “上海是

江南的一部分 ， 上海和江南的关系就是

局部和整体的关系 。 江南文化当中 ， 有

各种各样的 ， 就是浸润着江南文化的特

点 ， 但是上海文化又有自己地区的特殊

性 ， 有自己的地方特点 ， 这就是局部和

整体的关系 。”

“这张画非常精巧， 一条河流把整个

画面分成左右两个部分， 有挑着担子赶路

的人， 亭中也有几个非常闲适的人， 想必

是一些文人。 河对岸是林木葱茏、 屋舍俨

然。 整幅画显示出了江南的这种温润 、 秀

美和闲适。” 当天， 观众熟悉的电视节目主

持人曹可凡也在现场 ， 分享了对文徵明

《江南春词意图》 的理解。 不少观众表示，

虽然是线上提前剧透， 但更激发了去实地

观展的浓厚兴趣。

革命故事发生时间久了 ， 怎么让当下

的观众更好理解？ 昨晚， 上海龙华烈士纪

念馆变身 “大型剧场”， 上演了话剧 《那年

桃花》。 这是全国首个无剧场话剧， 讲述了

共产党人罗忠阳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 、

慷慨就义的故事。 据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

馆长薛峰介绍， 该剧的诞生与龙华革命烈

士纪念地息息相关 ， 剧情中出现的地方 ，

就是当年革命烈士们的牺牲地。 “要讲活

历史故事、 用活红色资源并不容易， 我们

努力尝试， 今后还将针对 ‘四史’ 学习教

育推出更多的沉浸式党课。” 薛峰说。

无独有偶， 中国共产党驻沪办事处旧

址纪念馆 （周公馆） 邀请上海师范大学影

视艺术学院师生共同参与打造了一出原创

情景短剧， 现场进行 “云直播”。 该剧选取

《周公馆的故事》 一书中的精彩片段， 带人

们走近真实的周恩来。

云游、听游，多感官感知
传统文化之美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则联合中共四大

纪念馆等沪上多家红色场馆， 推出了 “云

诵读”， 邀请在上海这片红色热土上的资深

讲解员， 以时空对话的方式， 为观众云上

诵读峥嵘岁月里的家国故事。

“地铁站扫码， 可以直接逛博物馆了。

这样的灯箱广告， 真的很灵。” 细心的市民

发现， 在人民广场站、 虹口足球场站 、 上

海科技馆站、 上海自然博物馆站、 上海体

育馆站 、 黄陂南路站 、 世博会博物馆站 、

大连路站等地铁站站内， 已上线了 20 个博

物馆日主题公益灯箱， 扫描灯箱上的二维

码， 就可以前往这些博物馆 “云逛展”。

这是市文旅局配合博物馆日推出的文

化便民新举措。 与此同时， 《听游博物馆》

系列节目也于昨天上线。 该节目首批推出

了本市地铁沿线 31 家主要博物馆的场馆介

绍音频， 市民游客通过扫描地铁卡上的二

维码或听游路线图中的任一博物馆， 即可

收听相关场馆的详细介绍， 把博物馆 “带”

回家。

业内人士指出， “云上博物馆日 ” 或

许是疫情下的特殊考量， 但是， 利用新媒

体等技术向公众提供 “线上+线下” 的多元

服务， 是博物馆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也和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不谋而合———“致

力于平等的博物馆： 多元和包容”， 它带来

的是当下博物馆对于自身定位和功能的新

思考和新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