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 响 合 唱

《启航》 作为艺

术 节 开 幕 演 出

在沪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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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交响笔法描画历史宏图
———评交响合唱《启航》

杨燕迪

恰逢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第十

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在上海大剧

院以交响合唱 《启航》 的首演拉开序

幕。 以“启航”做题，其象征意涵是，近
百年来， 正是中国共产党排除千难万

险， 带领中国这条承载五千年文化沉

淀、幅员辽阔而人口众多的巨轮，开启

了在现代世界中寻找国家自立和民族

自强的伟大航程。 上海有幸成为这一

航程的起点，这是历史的机缘，也是时

代的必然。身在上海的艺术家，以心灵

感悟历史沧桑， 用艺术观照国家和民

族的命运，交响合唱《启航》于是应运

而生。昨晚，廖昌永、韩篷、许蕾三位歌

唱家，上海爱乐乐团、上海歌剧院合唱

队、 上海学生合唱团与少年宫小伙伴

艺术团在著名华人指挥大师汤沐海的

带领下，情绪饱满地投入这部“红色”
交响新作的现场演绎，赢得掌声雷动。

“交响合唱”，点明了这一大作的

体裁归属。一般公认，交响乐队加入合

唱队及独唱，那是音乐中“宏大叙事”
的标志———自贝多芬 《第九交响曲》
（别名“合唱”，1824年首演）以降，用这

种交响曲的“升级扩展版”来表达人类崇

高、宏大的主题意旨，已成为音乐中的一

大景观。不妨回望一下李斯特的《浮士德

交响曲》（1857年首演， 末乐章使用男高

音独唱和男声合唱）和马勒的《第八交响

曲》（别名“千人”，1910年首演，动用两个

成人合唱队，一个童声合唱队和8位独唱

演员）等蔚为大观的交响巨作，其间恢弘

的音响洪流往往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

象。让人惊讶的是，龚天鹏作为一位 “90
后”的年轻作曲家，这部编制庞大、五个

乐章、 全长逾一个小时的长篇大作 《启
航》，居然已是他的《第九交响曲》（作品

54号）！ 众所周知，《第九交响曲》自贝多

芬以后已成为交响曲创作的某种 “界

碑”，往往是一位作曲家最成熟、最厚实

的成果———对于龚天鹏这位青年才俊，
这部 “第九 ”显然具有某种向伟大先辈

致敬的鸿志，而这种音乐上的心愿刚好

和这部他笔下 “第九 ”的题旨和意念完

全匹配。
《启航》的五个乐章用宏阔“写意”笔

法架构而成，从第一乐章“序曲”（乐队与

无词童声合唱） 似黎明前朦胧的轻声咏

唱起步， 通过 “青春咏叹”（男中音与合

唱）、“劳工歌谣”（男高音与合唱）、“曙色

初度”（女高音与合唱） 三个中间乐章形

成对比的“承”与“转”，最终达至末乐章

“走向未来”（合唱）的豪迈高歌。 所用歌

词或选自先烈诗作， 或以当代人的眼光

抒发百年沧桑的感悟，用心不在 “写实”
细节， 而是发挥音乐所长， 更多着力于

“精、气、神”的渲染和营造。 龚天鹏的音

乐写作呈大开大合的气派， 他充分调动

各类不同声部人声色彩的资源， 并以非

常熟练的技艺把控交响乐队既作为叙述

主角、又承担人声帮衬的丰沛能量。这部

作品的一大特色是好听而畅达的音乐流

动， 几乎每一乐章都有轮廓鲜明而气息

悠长的如歌主题旋律， 这种当代严肃音

乐中日渐少见的品质对于现场普通听众

而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动听而富于感染力的长线条、 大尺

度音乐本是一百余年前晚期浪漫派音乐

的遗韵。可以相信，作曲家在创作此曲时

脑海里一定不断回响着 （尤其是古斯塔

夫·马勒）的乐声———诸如全曲一开始六

度跳进与和弦分解式的“召唤”主题（后

有多次再现），合唱处理中在强力讴歌

后突然转入神秘的轻言细语， 乐队发

展中富有激情的动力模进， 以及多处

亢奋而辉煌的全奏高潮……这些笔法

反映出作曲家对基于传统调性语言的

浪漫式表达的强烈认同。有意味的是，
马勒式表达中的焦灼、渴望、深情和向

往与整个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展道

路的内在性质确乎能够形成精神上的

契合：近百年来，中华民族所经受的磨

难、牺牲、寻觅、搏斗、奋进和希望，不

断呼唤着当代 音 乐 家 通 过 声 音 的 方

式予以表达与塑造。 作曲家龚天鹏以

其个人的选择 采 用 这 样 一 种 浪 漫 式

的创作线路，这是他通过自己的感受

与思考对时代 走 向 和 创 作 命 题 的 回

答。 我们希望，他在今后的创作道路

上 ，对音乐的现代性 、个人性 与 民 族

性等艺术命题，通过自己在重大创作

上的继续实践 做 出 进 一 步 的 思 考 和

回应。 他还非常年轻，极具青春才华，
潜力无限。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音
乐学系教授）

大型交响合唱《启航》
为本届上海国际艺术节拉开大幕
伴随着《序曲》中轻柔的音乐和纯

真的童声，大型交响合唱《启航》为第

十九届中国上 海 国 际 艺 术 节 拉 开 大

幕。 音乐中深沉的情感和充满画面感

的旋律， 仿佛把听众带入到那段艰难

坎坷而又壮怀激烈的年代。 这部由中

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委约上海爱乐

乐团青年作曲家龚天鹏创作的交响合

唱作品，用当代青年的视角，感悟和抒

发了96年前同龄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

赤子情怀。
整部作品表现了两层意义： 一是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带领中国走

出黑暗，迎来黎明；二是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刻， 党领

导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不懈奋斗。龚天鹏告诉记者，这部时

长65分钟的作品是他与百年前革命先

辈隔时空的心灵对话。

“海派 ”气息犹如空气
一般弥漫其中

年仅25岁的作曲家龚天鹏与许多

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当代青年一样，曾

是琴童，有海外深造的经历。受到祖国

繁荣强大的感召， 他回国受聘上海爱

乐乐团驻团作曲家后， 以敏锐的眼光

观察与体验社会的发展和巨变。于是，
音乐灵感在他心底萌发。“交响乐是无

国界的世界语言， 我渴望将中国厚重

的文化历史背景、 国人的民族自信和

民族抱负，融入国际音乐语汇之中。 ”
从今年3月起，龚天鹏寻访了多个

革命先烈纪念馆搜集资料。“革命先烈

的事迹从网络、书籍中可以找到，但我

不想把乐曲当成一项任务。 但我更愿

意亲身来到这些地方， 以最虔诚的心

态去体会90多年前年轻的英烈们，他

们所面临的那个世界。”有了这样的经历

和准备，灵感在他的脑海里涌动、迸发。
之前， 龚天鹏跟随上海文联赴甘肃天水

采风。他坐在大巴上眺望远处的大山，音
符在那一刻喷薄而出， 他立刻在车上将

旋律记录下来，一气呵成。
在龚天鹏看来， 身为一名中国作曲

家，仅仅掌握西方的作曲技巧是不够的。
在《启航》中，他融入了大量上海的声音

元素。上海码头号子、江南民歌、聂耳《大
路歌》……“海派”气息如空气一般弥漫

在这部交响合唱之中。

几代艺术家集体智慧凝
结出《启航》

年轻人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 在他

们的作品中，能读出他们的追求、激情与

担当。“他的音乐创作可以用才华横溢来

形容。 ”当谈及《启航》，无论是执棒本场

音乐会的指挥家汤沐海， 还是担任文学

策划的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

安，都毫不吝惜赞美之词。
对于《启航》的音乐部分，汤沐海给

予了高度的评价。“整部作品的音乐浓淡

有致， 音色和音乐主题的处理都恰如其

分。 ”他认为，运用交响乐的方式讲述中

国故事，更能凸显历史的厚重感。 “在这

部作品中， 我感受到了青年人对党和国

家的热爱，中华民族的崛起，犹如一艘巨

舰，乘风破浪。 ”
事实上， 此次创作， 凝聚了上海几

代艺术家的集体智慧。 龚天鹏说， 在最

初的创作时， 他曾一味追求音响效果，

在配器上 “下手过重”， 以至于乐队

的声音盖过了合唱团的人声。 “一开

始我以为是不 是 合 唱 团 的 人 数 太 少

了？ 但汤沐海指挥建议我在乐队的配

器上做减法。 后来我将乐队的配器减

掉了一半， 乐队与人声出现了水乳交

融的效果。”
在不断磨合的过程中， 《启航》

完成了数次的修改。 在现场聆听这部

交响合唱， 感受观众如雷般的掌声，
回想这几个月的辛勤工作， 主创团队

表示： 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他们渴

望用这部作品激发年轻人跳出自我，
思考历史、 思考民族魂。 用当代青年

人的视角， 去呼吁、 去唤起、 去复兴

先烈们的家国情怀， 这就是 《启航》
的使命。

《江南城镇通史》复原江南演变
历时六年编撰，力争“上下连通、左右旁通、融会贯通”

“江 南 好 ， 风 景 旧 曾 谙 。 日 出 江

花红胜火 ， 春来江水绿如蓝 。 能 不 忆

江 南 ？ ” ———这 首 人 们 耳 熟 能 详 的 诗

文， 道出江南无尽风情。 岁月长河中的

这片神奇土地 ， 究竟历经了怎 样 的 起

源、 发展、 演变过程？ 日前， 多名学者

历时六年编撰的七卷本200余万字 《江

南城镇通史》，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引发学界瞩目。

近二三十年来， 中外学界围绕江南

城镇史的研究相当活跃，成果丰硕，但有

学者直言， 目前已有成果大多侧重断代

性或专题性研究， 从长时段角度扫描江

南城镇演变， 以及针对由此形成的区域

发展道路的探索则相对薄弱。 据悉，《江
南城镇通史》破除了城市史研究中的城、
镇二元思维， 也避免了城市史与社会史

相分离， 是迄今国内首部对江南城镇发

展历史作系统考察和分析， 并将城市与

市镇视为统一体系的专门性通史。
“通史编撰的一大难度在于，如何力

图打破时段分割和层面分割的 既 有 思

路，形成贯通历史全程的认识体系。”《江
南城镇通史》主编、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

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陈国灿说， 江南历

来是中国城镇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特

别是唐宋以降一直走在全国城镇发展前

列，很大程度上也引领了城镇发展方向。
身处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当下， 江南

城镇史这一论题十分具有现实 关 怀 意

义，也能促进中西历史比较研究。

这片最有故事的地方值
得贯通书写

《江南城镇通史》 分先秦秦汉、 六

朝隋唐五代、 宋元、 明代、 清前期、 晚

清和民国七卷， 由陈国灿、 黄爱梅、 张

剑光、 姚建根、 王日根、 戴鞍钢等多名

学者编撰， 全面考察了从史前时代到民

国时期江南地区城镇演变全过程， 分析

不同历史时期江南城镇的活动形态特点，
揭示了江南城镇的发展道路及其与区域

社会的关系。
“江南城镇， 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经

济生活中最为活跃， 最有生机， 最有故

事的地方。 因此， 《江南城镇通史》 的

出版， 无论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还是

学界研究都具有深远影响。” 日前举办

的新书研讨会上， 中国城市史研究会会

长熊月之说， 好的通史撰写要做到 “三
通”， 即上下连通、 左右旁通、 融会贯

通。 “上下连通指不同时段主线清晰、
一脉相承； 左右旁通是说不同地区、 不

同城镇互相呼应； 融会贯通要求全书气

韵一致， 浑然一体。” 他也指出， 通史

撰写有 “三难”， 一是人才难觅， 二是

质量和进度难以平衡， 三是体例难以一

致。 而 《江南城镇通史》 在 “三通” 的

把握上比较成熟， 难能可贵。
作为我国历史上城市的主要发源地

之一、 市镇发展最为活跃和成熟的区域

之一， 江南从先秦时期城市的源起和形

成，到宋代市镇的广泛兴起，再到近代的

曲折转型，江南城镇经历了漫长的演进。
有学者评价，《江南城镇通史》 在思路构

建上，尽管按时段分为七卷，但各卷都是

基于江南城镇发展全过程的视角， 避免

了断代研究简单组合的倾向； 分析思维

不是停留于过程性描述， 而是注重对城

镇形态、 体系及其运作机制的多层面考

察，把握其内在机理和时代特征。

挖掘江南人文底蕴 ， 为
中国城市美学提供典型范例

从古至今， “江南” 都是个富有伸

缩性的地域概念。 目前， 江南城镇集中

散布于杭嘉湖平原、 宁绍平原、 太湖平

原和长江三角洲平原， 既包含综合性极

高的区域中心城市， 又不乏特色鲜明的

中小城市、 小城镇。 但其人文意象往往

离不开鱼米之乡的美丽富庶、 “小桥流

水人家” 的秀丽景象、 白墙青瓦式的建

筑风格、 才子佳人的情义绵长等， 为许

多人所热爱神往。
如今， 我国现代化发展和城镇化建

设正进入新的阶段， 以长三角为核心的

江南区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上海人

民出版社副总编辑 齐 书 深 看 来 ， 出 版

界对于区域文 明 的 挖掘与传承 ， 不仅

仅是保存一份份历史文献资料， 更重要

的是提炼出符合当代发展的元素， 并加

以改造和提升， 从而创造出新的文化成

果， 使传统文明能够跨越时空再度发挥

作用。
学界聚焦 《江南城镇通史》 时， 也

格外注重从史料中爬梳出对当下有所借

鉴和启发的线索。 学者刘圣鹏说， 有些

城市或城镇建设趋向同质化， 而以江南

城镇作为特色城镇个案进行考察研究，
就不难发现 ， 其中佼佼者在自 然 与 人

居 、 传统和现代 、 公共精神和个 体 趣

味、 城市品格和大众审美上， 为中国新

型城镇化建设和城市美学风格提供了典

型范例， 具有现实参考意义。

完善我国珍稀中医典籍保存工作
上海书店出版社再次影印出版《秘本医学丛书》

本报讯 （见习记者王筱丽） 近日，
由近代名医裘吉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编

选刊行， 上海书店 1988 年发行的 《秘

本医学丛书》 （又名 《三三医书》） 经

重新整理编目， 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再次

影印出版。
丛书共分三辑， 每辑 33 种， 共收

各类医书 99 种， 内容包括内、 外、 妇、
儿等临床各科， 针灸、 本草、 方书、 医

案、 医话、 医论等各类医著， 保存了大

量中医孤本、 珍本、 抄本， 并收录部分

日本人撰著的医籍。 丛书不仅注重版本

的选择， 而且重视各医籍内容上的实用

性， 辑存了大量中医文献。 新版特别编

制了全书正文的页码， 并在总目篇名下

予以对应， 方便读者查阅， 借此推动珍

稀中医典籍的积累保存工作， 传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袭吉生 1873 年生于绍兴， 名庆元。

生前致力于收集珍贵医籍， 搜购海外汉

医书籍、 东瀛版本中医书及先贤遗著稿

本， 得到不少珍藏孤本、 精抄本。 辛亥

革命胜利后， 回到故乡绍兴行医， 1915
年任神州医药会绍兴分会会长， 重新出

版 《绍兴医药学报》 并担任主编， 学报

后成为中医界主要学术园地 。 1921 年

移居抗州后， 设立三三医社、 出版医书

（如 《三 三 医 书 》 ） 、 办 刊 物 《三 三 医

报》、 开办三三医院。 1935 年， 他又从

家藏的 3000 余本医学书中， 选出孤本、
抄本 、 精制本及批校本 ， 包括 未 刊 稿

90 份， 分类辑为 《珍本医书集成》。 袭

吉生一生为医学事业奔走， 为我国中医

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展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瑰丽画卷
长篇小说《丝路碧海情》出版

本报讯 （记者许旸） 年过七旬的

作家于强推出最新长篇小说 《丝路碧海

情》， 小说以郑和下西洋为背景， 徐徐

展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瑰丽画卷， 书

写中华儿女为圆丝路之梦前赴后继的历

程 ， 凸显了主人公不屈不挠的 拼 搏 精

神 。 新书日前在上海海派文化中 心 首

发， 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30 万字长篇 《丝路碧海情 》 从南

安九日山下的丰州古城起始， 写到印尼

的苏门答腊岛与之遥相呼应， 展现了主

人公圆梦的艰辛与悲喜 。 在评 论 界 看

来， 作品多条线索互相交融， 情节跌宕

起伏。 其中既有闽南青年扬帆下洋几经

锤炼的波澜壮阔， 也呈现出下西洋所带

回的丰硕交流成果。 小说还将古代安溪

茶叶、 德化瓷器等闽南物产生产、 销售

情节融于故事中， 彰显出古代泉州、 南

安文化历史的厚重。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

于秦汉时期。 “海上丝绸之路历史跨度

之长， 涉及面之广， 如同浩繁大海， 要

写进一部小说并非易事。” 于强坦言在

构思时曾有些发愁， 他阅读了大量相关

史料， 三赴泉州等地采风， 寻访有关海

上丝绸之路的遗迹， 并前去印尼苏门答

腊岛等地考察郑和下西洋的踪迹。
因长期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工作， 于

强多部小说题材都不乏国际视野。 数年

前， 他曾根据日本大地震救援期间的真

人真事写下 《海啸生死情》， 后又创作

了二战期间犹太人漂洋过海在沪获得新

生的小说 《爱在上海诺亚方舟》 等。

乐 评

演出结束，
指 挥 家 汤 沐 海

（左） 与青年作

曲 家 龚 天 鹏 共

同 登 台 向 观 众

致意。
祖忠人摄

■本报记者 徐璐明

《江南城镇通史》 书影。 （上海人民出版社供图）

■本报记者 许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