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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勒和丁善德隔空“相遇”，
上海交响乐团上演跨越东西方的音乐对话

当西方多个古典音乐重镇 “时钟停摆”，上

海交响乐团却推出了又一场马勒逝世 110 周年

的重磅纪念活动。 昨晚， 在音乐总监余隆执棒

下， 上海交响乐团携手低男中音歌唱家沈洋和

女高音歌唱家黄英， 在同一场音乐会中演绎奥

地利作曲家马勒和中国作曲家丁善德的声乐作

品，展开跨文化的东西方音乐对话。

“1911 年，马勒去世的那一年，我的外公丁

善德出生了。 ”余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昨晚在

上交音乐厅的这场音乐会 “是一场东西方的音

乐家的隔空‘对话’。 ”不久前，上交录制了今年

全球第一张马勒逝世 110 年的纪念唱片。 来自

多个国家的音乐人远渡重洋、克服种种困难，只

为来沪录制上交与德意志留声机公司 （DG）合

作的新作———马勒的《大地之歌》和中国作曲家

叶小纲的《大地之歌》，中西两位作曲家完成穿

越时空的唐诗对话。 “从丁善德到叶小纲，时代

在改变，而交响乐民族化，是不同代际中国作曲

家的共同使命。 ”余隆说。

一中一西两位音乐大师的
作品，诠释了人性的不同面向

昨晚，这场音乐会的主题是“爱”。如果说马

勒的艺术歌曲里， 写的是较为深邃和复杂的人

性；那么丁善德的声乐作品中，更多的是质朴、

单纯、 炽热的生活气息，“外公的艺术歌曲里充

满了人性的诗意美”，余隆说。

音乐会由马勒的升 c 小调第五交响曲 （第

四乐章：小柔板）开场 ，而声乐套曲 《吕克特之

歌》包含音乐家对生命的慨叹。 下半场，丁善德

改编的《槐花几时开》《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等民

歌旋律响起，颇多段落。余隆说，上世纪 50 年代

初，外公怀揣对中国传统民歌的浓厚兴趣，开始

集中研究和改编民歌，“他对中国大地各民族的

音乐都有浓厚兴趣，他在创作时坚持中西融合，

保留民歌意境和地方风格， 融入西方创作技法

增添民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比如，《槐花几时开》 曲调来源于四川南部

山歌，短短几句歌词生动描绘了槐花待开时节，

姑娘望郎归来又羞于承认的心情。 《玛依拉》则

来源于新疆哈萨克族民歌，曲调优美、节奏明快

且富有舞蹈性，生动描绘出玛依拉开朗活泼、聪

明机智的形象。

创作民族音乐不能“拿来主
义”，而要提炼中国文化的精髓

昨晚音乐会中，丁善德谱曲的艺术歌曲《爱人

送我向日葵》、声乐套曲 《滇西诗钞 》也与听众见

面。 《爱人送我向日葵》完成于 1962 年，词作者为

邹荻帆。 作品表现了一位姑娘收到下乡劳动的青

年赠送的向日葵后，内心的喜悦和思念。余隆告诉

记者， 艺术歌曲需要作曲家对钢琴艺术和声乐艺

术都有深入的了解，“外公曾经跟随苏联著名男低

音歌唱家苏石林等西方专家学习过， 这为他创作

艺术歌曲打下了良好基础”。

丁善德写于 1984 年的《滇西诗钞》则取材于

描绘中国大地秀美风景的诗作， 是作曲家娴熟的

西方技法和中国民族化音乐语汇融合的完美答

卷。 “不同于外公上世纪 50 年代很多作品中的写

实主义手法，当时我在他身边看他写这部作品，发

现他在民歌基础上，用了很多现代的和声手法，还

有变调等等，我现在终于明白，那时候外公在创作

时解放了自己的心灵。 ”余隆充满感触地说。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文学、美术到音乐，

文艺家们都不断学习，进入了崭新的世界、打开了

全新的视野。创作《滇西诗钞》时的丁善德“仿佛找

回了青春，身上充满年轻的气息，每天呼吸的空气

都是最新鲜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真切表达了

中国各地人民精神和思想、 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

风格的作品，都是由丁善德在上海完成的。在家乡

执棒演绎外公的作品，也让上海交响乐团的“掌门

人” 感到责任在肩，“我希望推动更多具有中国文

化意境和精髓的作品走向世界”。

“像是柴可夫斯基、勃拉姆斯、马勒等西方作

曲家的很多作品，也都是从民歌中获得灵感的。 ”

在余隆看来， 民族音乐能为优秀的音乐创作提供

无数灵感，“不过， 民族音乐的创作必须要往专业

化去做，不能是拿来主义，而是要在提炼出属于中

华民族的语境和精神之后，登上世界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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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日峰值近6万只，临港为何成鸟儿过冬“度假胜地”
今年南汇东滩越冬鸟类数量创20年来新高，2019年至今已发现14种“新面孔”

“今年来南汇东滩过冬的野生鸟禽特别多，

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达到了本世纪以来的峰

值。”据浦东新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站临港工作

人员张永新透露， 近日南汇东滩单日监测到的

雁鸭类峰值接近 6 万只， 其中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小天鹅超过 500 只，还首次记录到长尾鸭、翘

鼻麻鸭、赤麻鸭等 14 种鸭科鸟类。

临港为何成为鸟儿热门的“度假地”和“中

转站”？ 专家表示，地处长江口和杭州湾交汇处

的临港， 处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径

上，本来就是候鸟集结南迁北往的必经场所。近

年来，随着上海不断“加码”环境保护和生态建

设，以及野生动物保护政策法规的相继出台，鸟

类栖息环境逐渐向好，出现“禽鸟翩跹水云间”

的冬日美景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片“魔术林”，吸引水鸟、
林鸟、候鸟

临港的观鸟圣地主要集中在南汇东滩，它

北起机场围合区，南至南汇新城镇芦潮港码头，

西至九四塘，东至海边滩涂。自 2014 年起，上海

自然博物馆自然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何鑫就加

入到上海鸟类监测团队，每月一到两次，他都会

雷打不动地跑到南汇东滩进行鸟类调查。

何鑫表示， 此次鸟类比较集中的地方在大

治河以北地带的一片“魔术林”。所谓“魔术林”，

实际上就是南汇嘴海堤旁的几片防护林， 由繁

茂的刺槐和成排杉树组成， 海堤内还有一些湿

地。就是这样一片看似荒凉的地方，近年来却成

了禽鸟栖息的“乐土”，“新鸟”“好鸟”迭出。每年

候鸟迁徙期， 这里都会吸引众多漂亮的过境林

鸟前来停歇， 比如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仙八色鸫

等，令鸟类爱好者兴奋不已。

近年来， 另一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天鹅

也频频造访南汇东滩。据透露，上海历史上曾经

有过 3000 多只小天鹅在沪过冬的记录 ，但

2000 年?右已经难觅它们的踪影。 2010 年后，

南汇东滩开始零星出现小天鹅身影，2015 年后

数量迅速攀升， 去年仅南汇东滩就汇聚了 900

多只小天鹅， 昨天浦东新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

站监测到的数据则有 500 多只。

“不同生态环境能够吸引到的鸟类也不尽相

同，自然生长的树林能吸引大量林鸟，浅滩能吸

引鸻鹬类候鸟，较深的水域则容易吸引雁鸭类禽

鸟，‘魔术林’周边汇聚了丰富的生态环境，这也

是它让鸟儿翩翩而至的‘魔力’所在。 ”何鑫说。

鸟类“新物种”发现者，大
多为业余爱好者

张永新从事南汇东滩鸟类监测与保护已 20

多年，但说到近年来上海频频发现的鸟类“新面

孔”，他谦虚地说：“主要是观鸟爱好者的功劳。 ”

何鑫告诉记者，2019 年底上海有记录的鸟

类是 494 种，到 2020 年底增加到 507 种，今年

又新增一种———长尾鸭。14种“新面孔”中，大部

分是先被观鸟者发现， 进而引起网上热烈讨论，

然后由科学家跟进，继续观察研究。 “日益增多的

观鸟爱好者是我们的另一双眼睛。 ”何鑫说。

目前， 南汇东滩已发展成上海观鸟的一大

“网红地标”。在鸟类迁徙的高峰时节，有 500 多

人在“魔术林”附近观鸟，有些地方甚至有了响

亮的名字， 如南汇嘴观海公园新城沙滩被称为

“天空之境”，“魔术林” 里的刺槐林依次被编号

为 1 号林至 8 号林等。

事实上， 观鸟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适合大众

参与的科学活动， 人类对鸟类的认识有不少都

是由观鸟者推动的。 张永新表示，南汇东滩是上

海第一个野生动物禁猎区，经过长期的教育和习

惯培养，大多数观鸟者养成了良好的观鸟习惯。

中外科学家联合发布巨幅宇宙二维天图
覆盖一半天球，容纳10万亿数码像素，包含20亿天体

本报讯 （首席记者许琦敏）国家天文台北

京—亚利桑那巡天 （BASS）团队和暗能量光谱

巡天 （DESI）国际合作项目团队近日联合发布

了最新巨幅宇宙二维天图。 该天图覆盖了两万

平方度的天空，约为全天球面积的一半，容纳10

万亿数码像素，包含了20亿天体。这幅天图的制

作完成， 为即将开始的新一代宇宙学红移巡天

铺平了道路。

近代天文观测研究发现， 宇宙一直处于加

速膨胀状态。 天文学家将驱动宇宙膨胀的力量

称为暗能量。 至今仍是一个谜团的暗能量占据

了宇宙组成物质的68%?右， 其他则为暗物质

和普通重子物质。

通过对宇宙中大量星系的光谱观测， 人们

能够准确获得星系的退行速度，也就是红移。大

规模星系的红移测量， 能够准确刻画出宇宙物

质的三维分布， 精确勾勒出暗能量对宇宙膨胀

的影响。

DESI是继斯隆光谱巡天之后的第四代宇

宙学巡天项目，它计划用五年时间，获取数千万

星系的红移， 在此基础上构建当今最大的三维

宇宙图谱，从而尝试揭开暗能量的神秘面纱。然

而，在开展DESI光谱红移巡天之前 ，研究人员

需要获得比以往面积更大、 更深的宇宙二维图

像，来满足大规模光谱观测的需求。

在国家天文台和DESI国际合作团队近200

名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下， 经过历时六年的联

合观测和数据分析，科研人员终于“绘制”出了

巨幅宇宙二维地图。 在巨幅宇宙二维地图的构

建中， 国家天文台联合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开展

的北京—亚利桑那巡天项目贡献了天图中的北半

球星空。

DESI项目成员、国家天文台副台长赵公博介

绍， 此次公布的天图数据是项目合作团队用了一

年半时间精心处理而获得的。作为最终DESI光谱

选源输入数据产品， 它包括了最大面积的观测图

像和最准确的天体测量信息。该巡天数据是DESI

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 也将成为全球天文界的数

据遗产，发挥更广泛的科研应用价值。

2015年至2019年3月 ，BASS巡天联合国内高

校和国外合作单位， 组建专门观测队伍前往美国

亚利桑那州基特峰进行巡天观测， 总共获得亚利

桑那大学Bok望远镜387天观测时间，创下国内天

文学家使用国外望远镜观测时间最长的纪录。此

外，中国天文学家也因BASS巡天的贡献，成为了

DESI项目创始成员。

据BASS巡天项目执行负责人、国家天文台副

研究员邹虎介绍，针对图像巡天的数据获取，研究

人员开发了自动化观测和质量控制软件， 能够实

时获取最优观测的图像，并自动制定观测计划。

同时，BASS数据团队还独立开发了数据处理

软件， 利用阿里云的云计算资源进行大规模的数

据处理和分析，发布了三个国内版本的数据产品。

荨今年首次在沪发现的鸟类物种长尾鸭。

茛南汇东滩越冬鸟类数量创 20 年来新高。

■ 临港是候鸟南迁北往的必经场所，随着上
海不断“加码”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以及野生动
物保护政策法规的相继出台，出现“禽鸟翩跹水
云间”的冬日美景也就不足为奇了

均何鑫摄 制图：冯晓瑜

▲余隆接受专访。

荩马勒和丁善德的作品在

同一场音乐会中演绎， 展开东

西方音乐对话。

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全力推进重大工程民心工程和实事项目建设
（上接第一版）

龚正指出， 去年全市重大工程完成

投资 1708 亿元， 再创历史新高， 有力

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 推动了民生福祉

改善， 也让城市面貌更加靓丽怡人。 今

年要再接再厉， 进一步发挥重大工程在

扩大有效投资中的压舱石 、 稳定器作

用， 力争取得更好成绩。

龚正强调， 要狠抓项目开工和在建

推进， 为做好 “六稳” “六保” 工作提

供有力支撑。 要大力支持重点领域和重

点区域发展， 强化 “四大功能”， 做优

“五型经济”， 落实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三大 “上海方案”； 深入落实浦

东高水平改革开放、 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

区建设、 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等国

家战略， 建设好 “五个新城”。 要把握城

市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 守住安全质量的

生命线， 下足文明施工的绣花功夫， 促进

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要聚焦办

好民心工程、 实事项目， 努力提高人民生

活品质。

市领导陈寅 、 凌希 、 肖贵玉 、 汤志

平、 李逸平出席。

上海是跨国企业产业链布局首选地之一
（上接第一版）

今年是 “十四五” 开局之年， 本市

将进一步扩大开放， 全力抓好 《上海市

外商投资条例》 实施， 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 坚持把服务企业作为重中之重， 进一

步强化全面赋能、 精准服务和法治保障，

为外商在沪投资兴业提供更持久、 更有力

的支持。

增强改革对发展带动力 提高推进改革创造力
（上接第一版）

会议还研究了围绕高效办成 “一件

事” 深化推进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 改

革探索有关工作。

会议强调 ， 抓好今年改革工作 ，

要把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

重要讲话和在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庆

祝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鲜明主题

和突出主线 。 加强党对全面深化改革

的集中统一领导 ， 坚持以全局观念和

系统思维谋划推进改革 。 始终突出

制度建设 ， 提升整体治理效能 。 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改革 ， 使改革

更好对接发展所需 、 基层所盼 、 民

心所向。

会议指出 ， 要把落实国家战略

作为主攻方向 ， 聚焦重点抓突破 ，

掀起改革新热潮 。 加快推进浦东高水

平改革开放 ， 持续做好上海自贸试验

区临港新片区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的改革大文章 。 以改革

攻关不断强化 “四大功能”， 以政策创

新加快建设五个新城 ， 以推动区域性

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充分激发国资

国企活力 。 要及时复制推广改革突破

成果 ， 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任务 。 要

压实工作责任 ， 勇当改革的促进派 、

实干家 ， 在不断创造中破解难题 ， 推

动各项改革落实见效。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郑钢

淼、 刘学新、 陈寅、 吴清、 翁祖亮、 诸

葛宇杰、 胡文容、 徐泽洲、 舒庆、 彭沉

雷、 宗明、 汤志平、 陈通、 方惠萍出席

会议。

不断提高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政治能力战略眼光专业水平

（上接第一版） 深刻认识、 牢牢把握进

入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意义和核心要义， 不

断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 政治

执行力， 在新的时代征程上， 努力担当

新的更大使命、 实现新的更大作为。 加

快打造体现高质量发展、 高品质生活、

高效能治理的城市样本， 为全国改革发

展积累经验。 勇当开路先锋， 为实现高

水平自立自强攻坚突围， 为推进高水平

制度型开放率先探路， 更好代表国家参

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会议指出， 要聚焦党中央部署的

重大战略， 加快推动重大任务举措落

实， 全力抓好重大项目落地、 核心功

能提升、 改革创新突破。 围绕推进三

项新的重大任务、 建设五个新城、 发

展 “五型经济” 等， 加快启动一批重大

工程 、 推出一批重大政策 。 聚焦强化

“四大功能”、 建设 “五个中心”， 加快

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 国内国际

双循环的战略链接。 紧扣推进浦东高水

平改革开放、 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 提

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等， 更好发挥全

国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

会议强调， 要不断提高把握新发展

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能力和水平。 要善于根据新的形势

任务谋划创新之举， 增强识变之智、 应

变之方、 求变之勇。 坚持系统观念， 加

强前瞻性思考、 全局性谋划、 战略性布

局、 整体性推进。 增强风险意识和底线

思维，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牢牢把握发

展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