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音乐厅新乐季亮点扫描

2017 上海音乐厅新乐季分为 “钢
琴系列 ” “古乐系列 ” “声乐 系 列 ”
“节庆系列” “跨界系列” 等 7 个系列

内容， 共计 301 场音乐会、 24 场公益

普及讲座与活动。 其中， 两部 “非典

型古典音乐作品” ———曾获 2012 年爱

丁堡国际艺穗节最高赞誉的 “山羊之

歌剧社———李尔之歌”、 苏格兰合奏团

11 位音乐家及安德森舞团带来的 “哥

德堡变奏曲———失眠的三种模式”， 将

以耳目一新的演绎方式， 呈现全球范

围内音乐与其他艺术相融合的新形态。
同时， 本乐季 “乐无穷 ”、 MINI 音乐

节、 大师公益、 玲珑国乐等品牌项目

将继续与观众见面。
年头年尾， 分别由四场重磅音乐

会压阵。 包括 “巴赫最佳诠释者” 德

国钢琴家马丁·史岱菲尔德的音乐会，
俄罗斯小提琴家谢尔盖·克里洛夫献演

巴赫 、 贝多芬 、 弗朗克等人的 作 品 ；
年末， 英国启蒙时代管弦乐团将带来

“理查德·施特劳斯 《玫瑰骑士》 默片

电影音乐与艺术歌曲”， 指挥雅恩-艾

克·图卢维将携首度到访上海的 “哭泣

之声” 合唱团唱响自然之声。
本演出季一大亮点， 是 7 月鲁特

琴大师克丽斯蒂娜·佩卢尔率法国琶音

古乐团， 演绎选自蒙特威尔第与同时

期作曲家歌剧片段。 琶音古乐团是世

界最为知名的古乐团之一， 乐团成员

都是当今著名的独奏家， 主要进行器

乐即兴创作， 他们独特的演唱方式反

映了古乐影响之下声乐诠释的发展。
除了 “永恒古乐” 外， 不得不提

的还有 “变奏之美”。 两部 “非典型古

典音乐作品” 在新乐季以音乐为内核，
融合多种艺术， 将幻化出新鲜且有生

命力的风格。 9 月 ， 曾在爱丁堡国际

艺穗节获得最高赞誉的 “山羊之歌剧

社———李尔之歌” 将来到上海。 这部

非线性叙事的音乐戏剧作品， 把莎士

比亚悲剧 《李尔王》 中微妙的能量及

节奏表现出来， 用诗歌解构戏剧， 并

用歌曲与肢体表达戏剧所传递的精髓。
10 月， 世界知名小提琴大师梅纽因的

弟子、 苏格兰合奏团音乐总监乔纳森·
莫顿， 与安德森舞团编舞欧力安·安德

森联合创作， 携手苏格兰合奏团 11 位

音乐家及安德森舞团 5 位舞蹈家， 带

来 “哥德堡变奏曲———失眠的三种模

式 ”， 在舞台上 ， 乐手和舞者 共 同 起

舞， 观众则将在音符和演员创造的空

间中， 感触一种新的艺术融合。
此外， 已连续举办 4 届的 “MINI

音乐节”， 将聚焦 “浪漫主义时期的室

内乐作品”， 由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的常

驻艺术团体———林肯中心室内乐协会

作为驻节乐团， 在 3 天时间内， 集中

呈现贝多芬、 勃拉姆斯、 德沃夏克等

室内乐作品。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上 座 率 100%的

“大师公益系列 ” 迈入第三年 。 新 乐

季， “大师公益系列” 将继续以公益

场的形式， 推出四场大师级的音乐会，
吉他、 长笛、 萨克斯风、 小提琴， 类

型多样化的同时进一步促进国际大师

与本土青年艺术家的深度合作与联结。
3 月 19 日， 吉他演奏家伊丽娜·卡索

莉呈现从古典作品到实验性质的吉他

“新音乐”。 5 月 20 日， 长笛演奏家麦

克·马汀·考弗勒长笛独奏， 仙乐飘飘。
10 月 7 日， 法国萨克斯风演奏大师克

劳德·德朗格勒萨克斯， 将献上独奏音

乐会。 压轴 “大师公益” 场演出的是

小提琴演奏家伊恩·斯文森， 12 月 16
日他的独奏音乐会将上演拉威尔、 福

雷等作品。 重要的是全部演出仍然维

持全场 80 元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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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洛克式失误”几时休

格莱美试图用典礼的娱乐化迎合大众却无法抛却偏见，
后滞审美选出不能代表当代欧美乐坛的获奖作品———

作为欧美乐 坛 最 为 重 要 的 奖 项 之

一 ， 第 59 届格莱美奖以阿黛尔独揽 5
座金唱机的结果落幕。 国内进行网络直

播的腾讯视频随后公布了一组 “大 数

据”， 格莱美 4 小时直播期间观看人数

超过 600 万。 获奖者实至名归与引发网

络热度的背后， 却有不少不尽如人意：
阿黛尔表演因设备故障而重唱， 获奖名

单无甚亮点， 黑人音乐再一次遭遇评委

的 “选择性失明” ……凡此种种， 不难

理解为何有网友吐槽： “这是 10 年来

最糟糕的一届格莱美！”
试图用典礼的娱乐化迎合大众却无

法抛却评价偏见， 用后滞的审美选出了

不能代表当代欧美乐坛的获奖作品， 被

美国本土乐评人批评为 “巴洛 克 式 失

误”： “美国唱片艺术及科学学会 （格

莱美主办方） 最近才恍然大悟： 这些年

颁发的奖项有损自己的声誉， 那些巴洛

克式失误不忍直视。 就在学会不再坐等

被淘汰， 啃老本， 试图跟上时代之际，
反倒弄巧成拙。”

“格莱美宠儿 ”再成大赢
家，暴露评委的审美惯性

阿黛尔 “一家独大” 的结果无疑是

争议最大焦点。
这个 30 岁不到的英国女歌手一向

是 “格莱美宠儿”。 一共发行 3 张专辑

的她 ， 三战格莱美弹无虚发 。 2009 年

她获 “最佳新人” “最佳流行歌手” 首

战告捷； 2012 年她更是 6 项提名全中，
创下准满贯奇迹。 相比于前作的惊艳，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此次的 《25》 中规中

矩 。 乐 评 人 尹 亮 的 评 价 很 有 代 表 性 ：
“阿黛尔的才华值得所有荣誉 ， 《21》
值得所有喝彩 ， 但 《25》 这 张 专 辑 不

值， 这不是最好的她。”
不在最好状态的一流歌手， 成了欧

美流行乐坛最高奖项的大赢家， 不是最

坏的结果反倒最是尴尬———这个老牌奖

项暴露着评委的审美惯性之余， 也暗示

着过去一年欧美乐坛作品捉襟见肘， 少

了现象级歌手及作品产生。
就目前状况来看， 前者的决定性更

大 。 在流行音乐方面偏好相对 保 守 求

稳， 格莱美遭非议多年。 仅就今年提名

名单来看， 碧昂斯有与阿黛尔相抗衡的

实力， 而其提名专辑 《柠檬汽水》 有着

更深刻的思想性， 为黑人女性发声， 可

以说是其个人音乐事业的里程碑作品。
“给我酸溜溜的柠檬， 我却把它做成好

喝的柠檬汽水。” 碧昂斯提名专辑 《柠

檬汽水》 典出于这句谚语， 寓意世界以

痛吻我， 要我报之以歌。 没想到在这场

颁奖礼上一语成谶———身怀六甲的她虽

不是大赢家， 但还是贡献了颁奖现场最

精彩的演出。 就连阿黛尔也在获奖感言

环节向其致敬： “碧昂斯专辑绝对划时

代， 她是我们的灯塔。”
往年有力竞争者的作品缺席也让乐

迷对这张 “权威 ” 获奖名单提 不 起 兴

趣。 “霉霉” 泰勒·斯威夫特和 “火星

哥” 布鲁诺·马尔斯均未在本届参选期

发行新专辑 ， 就连多年陪跑的 “水 果

姐 ” 凯蒂·派瑞也未有新动向 。 至于 ，
蕾哈娜和 “侃爷” 坎耶·韦斯特， 似乎

也早已习惯评委对黑人音乐的 “选择性

失明”。

准确衡量流行 ， 抛却审
美偏见的问题未得到解决

对时下新兴的音乐元素不甚敏感，
审美日益僵化保守， 并非格莱美近年的

现象 ， 而更像是诞生期就时隐 时 现 的

“胎里病”。 作为当代流行音乐的重要一

支， 摇滚乐更是格莱美学院派评委一度

排斥， 甚至驱逐的对象。
翻开格莱美的黑历史， 已故华丽摇

滚歌手大卫·鲍伊就是长期被拒之门外

的 “遗珠” 之一。 上世纪 60 年代就已

出道， 70 年代迎来创作全盛期 ， 可鲍

伊直到 1984 年才第一次获得格莱美提

名， 之后仅有一次获得格莱美， 还是无

关痛痒的 “最佳音乐录影带奖”。
所以， 今年鲍伊凭借遗作 《黑星》

5 项提名全中， 获得最佳另类专辑、 最

佳摇滚表现 、 最佳摇滚歌曲等 分 类 奖

项 ， 更像是格莱美的一记 “马后炮 ”。
有评论直言不讳： “格莱美向大卫·鲍

伊不朽的灵魂扔去 5 座金唱机 ， 真 是

讽刺。 ”

更有意思的是 ， 1990 年格莱美的

“最佳新人奖” 还选出了一个假唱组合

Milli Vanilli。 两 位 完 全 不 会 唱 歌 的 男

模特， 被德国制作人一手炮制成偶像组

合， 在现场表演和音乐录影带中对口型

还不算， 连录音室专辑都是假唱。 直到

组合成员承认假唱， 格莱美才收回了颁

发给他们的奖项， 所谓回应也仅仅是谴

责了组合的欺骗行为， 对自身的失察轻

描淡写。
近年的格莱美也不是没有改变。 用

缩减奖项瘦身向主流看齐， 用更为炫目

的表演和红毯迎合娱乐。 不见了传统福

音音乐、 儿童口语专辑、 最佳古典跨界

专辑等专业奖项， 缩短了马拉松式的颁

奖过程； 红毯秀和出位表演， 或多或少

挽救了电视收视率， 可评流行乐赶不上

趟， 对先锋和探索总 “事后盖戳” 的根

本问题尚未改善 。 如今 ， 又把 视 野 更

广、 鼓励关注各领域音乐发展的特点和

初心一并砍掉， 剩下的， 只是一个说商

业不商业， 说学院不学院的 “尴尬格莱

美”。
诞生于 1959 年， 格莱美伴随着欧

美流行音乐一路发展， 见证音乐无数历

史性时刻和划时代作品 。 老牌 可 以 和

“经典” “权威” 画上等号， 一个不留

神也会落入 “衰落” “僵化” 的窠臼。
面对 “前卫” 与 “主流”， “大众” 与

“专业” 等命题如何平衡， 对于即将在

明年迎来 60 大寿的格莱美来说， 何其

紧迫。

■本报记者 黄启哲

相比往年的热闹， 今年格莱美颁奖典礼看点不多。 图为本届格莱美 “大赢家”
阿黛尔在现场表演。 图/视觉中国

爵士评弹、钢琴昆曲，
意想不到的民乐新玩法

上海音乐厅一连三场民乐跨界音乐会别开生面

在上海音乐厅 2017 年新乐季中 ，
探索音乐融合跨界 、 为年轻艺术家打

造 实 现 创 意 的 平 台———乐 无 穷 系 列 ，
将在 3 月一连推出 3 场民乐跨界音乐

会 ： “古韵新弹 ” ———高博文和他的

朋友们新评弹音乐会 ， 对传统评弹艺

术进行了革新 ， 以当代音乐的思维方

式和作曲技法呈现江南评弹 。 “绘笙

汇瑟 ” ———张梦作品演奏音乐会 ， 将

笙与合成器、 舞者 、 效果器结合 ， 创

制 “民乐新玩法”。 “当德彪西遇上杜

丽娘” 钢琴昆曲音乐会去年曾在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节亮相 ， 在该音乐会崭

露头角的钢琴家顾劼亭 ， 表现了东方

文化对德彪西及其作品的影响 ， 以及

连结二者之间的艺术纽带 ， 从新颖的

角度探索东西方文化的相知 、 相通和

相融。
当民乐与西方音乐技法碰撞 ， 会

擦出怎样的火花 ？ 那些年轻的跨界演

奏家们， 又都在忙些什么呢？

让吴侬软语在爵士乐中发光

评弹艺术家高博文的 “古韵新弹”
音乐会， 以当代音乐的思维方式和作

曲 技 法 呈 现 《 情 探 》 《 莺 莺 操 琴 》
《道 情 》 《书 房 自 叹 》 《天 涯 歌 女 》
《义激陈琏》 等经典唱段 。 音乐会上 ，

以爵士乐的和声色彩 、 复合节奏和即

兴演奏的方式为基调 ， 让古老的评弹

艺术焕发新生 ， 创造一种独特的跨界

艺术形式。
高博文说 ， 他的评弹音乐跨界路

已走了 10 余年。 2004 年一场表演让他

动了这个 “变 ” 的心思 。 “那天台下

观众来自五湖四海 ， 当中不少从未听

过评弹。 因为评弹的演出样式比较静

态， 第一个节目尚能压得住 ， 表演到

后面观众就散神了。” 第一场演出结束

后， 高博文就开始琢磨怎么样通过改

变演出的形式， 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在不断的磨合和沟通中 ， 他们一手打

造 了 “新 民 乐 评 弹 ” ———改 编 俞 调 、
蒋 调 、 祁 调 、 严 调 等 一 些 经 典 唱 段 ，
对曲牌 “山歌调 ” “道情调 ” “乱鸡

啼” “大九连环” 等进行再创作。
近年来 ， 高博文又开始探索 “摇

滚评弹”， 还和新乐府音乐机构合作创

造了 “爵士评弹”。 爵士乐灵动， 而评

弹 作 为 曲 艺 ， 其 唱 腔 也 灵 活 而 自 由 。
评弹大家周云瑞先生的作品 《王魁负

桂英·书房夜读》 经过高博文之手， 改

编 成 了 爵 士 版 本 。 “在 改 编 过 程 中 ，
最重要的是不把音乐做成简单的过门

叠加， 而是根据音乐的感觉进出游走，
在唱的时候不拘泥于过门 ， 而是像过

去读书人吟诵一样 ， 由情而发 、 有感

而唱。” 高博文说， 要达到这种境界 ，
还需要更多的尝试。

放肆做一个“绘笙汇瑟”的梦

“笙”作为中国的古老乐器，低调却

不畏缩，可张扬，亦可中和，可以说是最

能体现中国人性格的乐器。 用这件中规

中矩的古老乐器能捣鼓出什么样的跨

界音乐效果？ 年轻的音乐人张梦把自己

的音乐理念付诸实践，试着将笙与合成

器、舞者、效果器结合，创制“民乐新玩

法”，给出问题的答案。
师从著名笙演奏家翁镇发和著名

作曲家王建民的张梦，“身兼数职”———
既是演奏家，又有作曲家、音乐制作人。
吹笙和作曲，是握在张梦手中的两把利

刃。 张梦自己坦言，这两种艺术形式开

拓了他的眼界，也让他的想象力有了安

放之处， 同时张梦也特别提到笙演奏

家、作曲家吴巍，在他的影响下，张梦才

开始走上这条让古老乐器焕发全新演

奏概念的探索之路。
因为从小刻苦训练，张梦的演奏功

底很扎实，即便是在无准备的条件下临

时吹起《晋调》等传统曲目，也丝毫不在

话下，“从小吹的曲子，忘不掉！ ”张梦的

话里透露着一丝得意。 “传统”之于他，
是在懵懂时期就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

界线模糊的“非典型”钢琴家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只要我

们能梦想的，我们就能够实现。 ”———这

句印刻在美国肯尼迪宇航中心大门上

的话，是新锐旅法钢琴家顾劼亭的座右

铭。 这位才华出众的年轻艺术家将“打

破界限”的创作概念贯穿作品始终。 在

她的作品里，法国音乐家德彪西遇见了

中国古代女子杜丽娘，目睹杜丽娘为情

而亡又因情死而复生。 钢琴和昆曲分别

代表了两个穿越时空的灵魂，在舞台上

演绎着前世今生。
顾劼亭出身于教育世家， 记忆里，

她人生中第一次登台是被抱上琴凳的。
那时候的她只有两岁半，“我只记得当

时下台前很认真地鞠了躬，人太小腿太

短了”。 其余的部分已经记不起，但对顾

劼亭而言，从那一刻起，她和钢琴就结

下了深深的羁绊。 9 岁考入上海音乐学

院附小；18 岁考入世界顶级的巴黎国立

高等音乐学院；28 岁获得这所名校钢琴

演奏的最高演奏家文凭和首位华人钢

琴硕士及室内乐硕士，被当地评论界誉

为“黑白键上的丝绸之路使者”。
历时 3 年雕琢 ， 顾劼亭创造出一

种由多种艺术元素和梦幻场景构架而

成 的 新 生 舞 台 形 式———立 体 式 剧 场

“戏剧×音乐事件”。 中国最古老的戏曲

剧种与近代 “印象主义 ” 音乐鼻祖德

彪西的作品， 穿越时空相遇 ， 这种跨

界融合的作品形式 ， 让严肃音乐艺术

以一种更加融入生活的方式被大众所

接受。

■本报记者 周敏娴

2017 上海音乐厅新乐季分为“钢琴系列”“古乐系
列”“声乐系列”“节庆系列”“跨界系列” 等 7 个系列内
容，共计 301 场音乐会、24 场公益普及讲座与活动。 同
时，本乐季“乐无穷”、MINI 音乐节、大师公益、玲珑国乐
等品牌项目将继续与观众见面。

■本报记者 周敏娴

“哥德堡变奏曲———失眠的三种模式”中，苏格兰合奏团 11 位音乐家及安德

森舞团 5 位舞蹈家，在舞台上以平等演员的身份，共同起舞。 （上海音乐厅供图）

“当德彪西遇上杜丽娘” 钢琴昆曲音乐会 ， 钢琴家顾劼亭通过两个剧中人物的 “相遇” 及 “平行” 关系， 体现东西方文化的相知、 相通和相融。
（上海音乐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