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自上海书展的报道

窗外的上海，一片水晶天，建投书店内，名家与音乐爱好者探讨古典音乐。

刘兆嵘摄

■本报记者 姜方

斯特恩琴声响起后的40年
古典音乐在上海风生水起

———访本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评委大卫·斯特恩、徐惟聆和李伟纲

第二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

小提琴比赛半决赛昨天上午开赛，12

位选手将竞争六个决赛席位 。 1979

年，艾萨克·斯特恩以世界知名小提琴

家的身份，第一次到访中国，给当时的

中国古典乐界带来震动。

本届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评委

会联合主席、 艾萨克·斯特恩之子、指

挥家大卫·斯特恩，当年随父亲一起造

访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并来到上海。

40 年间， 访沪频率不断提高的大卫·

斯特恩， 从古典音乐更从上海城市变

迁，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令人

欣喜的变化。日前，大卫和本届比赛评

委会联合主席、小提琴家徐惟聆，以及

评委、 上海四重奏创立者和第一小提

琴李伟纲，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分别诉

说他们眼中这 40 年来，古典音乐在中

国如何从新芽萌动到风生水起， 以及

上海城市的发展变化。

■大卫·斯特恩：

从过去到现在，上海对
于推动古典音乐发挥着重
要作用

从 1979 年第一次访问上海，到时

隔 20 年后再一次访沪， 再到 1999 年

后几乎每年来上海， 大卫·斯特恩说，

作为一个“老外”，他期待在本土文化

和国际文化的交融中看到上海的智慧

和方案。这几年他来上海，看到很多年

轻人手里刷着 iPhone、iPad，街上的品

牌商店也越来越多。 这些在他看来并

不是坏事，但他认为，一个城市的独特

性在于自己的文化。“有一天上海这座

城市可以影响整个世界， 而包括音乐

在内的文化， 应该在其中占有相当重

要的比重。 ”

1979 年， 我和我的父亲艾萨克·

斯特恩一起访问了中国。 那时路上清

一色的都是自行车， 每个走在街上的

人都穿着白衣黑裤。 我们受到了前所

未有的热烈欢迎。 上海是令我印象最

深刻的城市。 我看到这里的人们不仅

怀揣对古典音乐的好奇心， 更迸发出

对广义艺术的热情。这种改变的力量，

似乎在当时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很罕

见。我很幸运，可以成为这段改变之路

的见证者。

1999 年 ， 当我再一次来到上海

时，外滩附近很多人打太极拳的画面，

深深镌刻进我的脑海。 他们的身上流

淌出一种平静的感觉。在那时，我同时

也感到整个上海都处在建设状态中，

是如此生机勃勃、充满活力。

又是将近 20 年过去了。 从 1999

年以后，我几乎每年都会来上海。时代

发生了改变， 眼下由余隆先生担任艺

术总监的上海交响乐团， 是我心中上海

文化的一个重要象征。事实上，上海这座

城市对于推动古典音乐一直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以前中国学生去西方留学，而现

在也有不少外国学生到中国来学习，比

如上海乐队学院中就有从美国来的留学

生。如今的上海，已然彰显国际文化大都

市的视野和格局。

■徐惟聆：

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
琴比赛拥有了全球知名度，正
在进一步提升影响力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徐惟

聆能感受到古典乐在上海所经历的翻天

覆地的变化。有越来越多的顶尖音乐厅，

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有越来越多的顶

级大师，频频来上海演出交流。而她自己

上世纪 80 年代的留学经历，也折射出音

乐人对音乐的执着。

1979 年， 当艾萨克·斯特恩大师来

过中国后， 在我心中掀起了如龙卷风般

的震撼。斯特恩的琴声就像是一滴甘露，

落在了久旱的中国古典乐大地上。 大师

告诉我们演奏音乐一定要从心出发，相

比那些具体的演奏技巧， 这更深深影响

了当时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直至今日。

在上世纪 80 年代， 我到美国留学。

那时候， 生活常常捉襟见肘。 在课余时

间， 我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来赚取生活

费。 我曾和谭盾、胡咏言等人，一起在街

头拉琴。如果遇上暑假，一周我们拉上个

五六天；而在气温降到零度的冬天，我们

会戴那种露出半截手指的手套， 在手指

勉强还可以运动的情况下，艰难地“讨生

活”。 我还在超市里当过收银员，其实出

过很多次错误，还得自己赔钱。我也帮别

人照看过孩子， 在酒吧里洗过酒杯……

现在的中国留学生， 条件比我们那时候

要好太多了。

在一代代艺术家的努力付出下，中

国音乐家的整体水平得到了飞跃。 艾萨

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拥有了全球

知名度， 正在进一步提升影响力……这

些都是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进程中

闪闪发光的名片。

■李伟纲：

座无虚席的剧场内，全场
观众为古典乐起立鼓掌———

这个画面将不再遥远

今年是上海四重奏成立 35 周年。上

海是李伟纲小提琴生涯的起步之地，为

他打下了基础。上世纪 80 年代来到美国

以后， 他和成员获得了很多室内乐大师

的教诲。从受到过艾萨克·斯特恩多次指

点的少年， 到如今成为斯特恩国际小提

琴比赛的评委，李伟纲相信，古典乐将在

中国在上海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我清楚地记得，1979 年斯特恩大师

来中国上课的场景 。 当年我只有 15

岁， 很多有名望的小提琴演奏家也都

来上课了，因为大家觉得机会难得。在

课上，我还对着大师演奏了曲子，我腿

都在发抖， 也不知道有摄像机对着自

己。 1981年，当我去美国留学时，偶然

间看到了那时的影像，突然发现徐惟聆

出现在了画面中，十几秒后没想到自己

也出现了！ 那时我觉得自己拉得好难

听，现在想想其实也没有那么差劲。

我想寄语参加比赛的所有选手，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只要能长

时间浸入到音乐的世界里， 真正对某

个学派、 某个作曲家音乐有深入的理

解， 那么一定能诠释出作品的精髓。

1985 年，我们上海四重奏在第三届英

国朴茨茅斯国际四重奏比赛中获得第

二名， 演奏莫扎特的作品是得到全票

通过的。 所以， 中国选手一定要有自

信。 当然， 一开始我们也是从模仿唱

片、录音开始的。 但时间长了，理解深

了，演奏出来就会变成自己的东西。

15 年前，我曾在韩国和一支首尔

的室内乐团共同演出。 当时音乐厅里

座无虚席， 观众们起立鼓掌， 异常热

情。那时候我心想，在中国哪天也会变

成这样该多好。而眼下，这样的事情正

在发生，并且会越来越多地发生。我一

直相信，古典音乐如同金子，是金子就

总会发光的。而在上海举办的艾萨克·

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 正是让 “金

子”在中国更加闪亮的一股重要力量。

170余场活动，超级周末书香满城

上海书展主会场与100家分会场昨推出丰富的文化、

阅读活动，吸引市民踊跃参与

雨过天晴的周六，约上三五好友，

在思南公馆听作家聊聊创作的故事；

或是带上孩子， 前往建筑大师安藤忠

雄设计的“光的空间”新华书店，感受

汉字文化的博大精深……昨天，2018

上海书展进入第四天， 上海展览中心

主会场与遍布全市的 100 家分会场，

为市民准备了超过 170 场读者见面、

阅读推广和讲座论坛等活动。 有爱书

人称这是上海书展为阅读打造的书香

满城的“超级周末”。

年复一年的书香之约， 让人们邂

逅形形色色的阅读之美， 也邂逅缤纷

多姿的书店之美。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副局长彭卫国告诉记者， 今年书展分

会场不仅活动数量有所增加， 并且名

家荟萃， 吸引了众多市民。 而 15 年

书香绵延， 上海全民阅读的氛围也日

渐浓郁。

读者见一见 “躲” 在文字后的作

家， 作者听一听读者的当面评点， 书

籍的两头， 人是上海书展最美丽的风

景。 早上十点， 上海书城就已热闹非

凡。 在三楼大厅， 著名作家、 中国作

协副主席叶辛携其最新都市小说 《上

海·恋》 亮相。 记者看到， 现场近百个

座位早已座无虚席， 后来的观众只能站

在远处， 其中有不少是银发老人。 家乡

父老的支持， 让叶辛十分感动， 他说：

“我写到上海就饱含深情， 时时刻刻感

觉得到上海这座城市脉搏的跳动。” 同

一时间， 书城七楼报告厅则成了年轻人

与孩子的乐园 。 红遍社交软件的表情

包———“长草颜团子” 在此举办了漫画

的首发签售会， 一对年轻母女在双双拿

到作者 “腿丽丝” 的签名后， 心满意足

地说： “今天没有白早起。”

书展不只有阅读， 还是这个城市志

趣相投者交流的平台。午后的慵懒时光，

在风景如画的北外滩黄浦江边建投书

店， 听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杨燕迪和作

家赵丽宏跨界探讨 “好听应该是音乐

的唯一标准吗”，成了这个周末许多古

典音乐发烧友的不二选择。现场，同济

大学设计院的工程师张全一告诉记

者，这两年他逐渐迷上了古典音乐。原

先，他喜爱莫扎特、拉赫玛尼诺夫这些

作曲家的音乐， 而音乐人和作家的一

番对话让他感到受益匪浅 ：“20 世纪

的艺术揭示了人性中之前没有被人发

现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

对现代艺术有更深的理解， 或者说要

有更具同情心的观照。”他表示今后会

更关注现代音乐，听听勋伯格、欣德米

特等大师的作品。

上海书展吸引的不只有国内名

家， 还有国外大师造访。 被誉为 “日

本最会生活的男人” 松浦弥太郎昨晚

携其新书 《写给想哭的你》 亮相钟书

阁芮欧店 。 一位松浦的书迷告诉记

者， 松浦在日本开设的一家知名书店

只有 2000 本书， 它们或新或旧， 或

是绝版孤本， 但每一本只有他自己读

过、 感动过、 理解了， 才会上架。 他

的 “匠人精神”， 已影响了全球成千

上万的普通人。

让想心跳加速的人感到愉悦， 让

想静心品读的人有自己的空间， 这或

许就是上海书展主会场和分会场每天

推出为数众多却又个性十足的活动的

初衷。 赴一场和阅读的约会， 动静之

间， 书香满城。

■本报记者 郭超豪

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路
上海网络游戏出版管理申报服务平台正式上线

本报讯 （记者张祯希）上海网络游

戏出版管理申报服务平台于日前正式启

动， 平台的发布仪式成为当天上海书展

的亮点活动之一。 活动现场云集了近 40

家网络游戏企业。

上海网络游戏出版管理申报服务平

台是上海市“文创 50 条”重点工作项目，

也是全国首个地方性的网络游戏出版管

理申报服务平台。在平台上，上海市的所

有出版单位、 中小微游戏企业以及网络

游戏独立开发者， 都可以享受集游戏申

报查询、 建档以及政策咨询等服务于一

体的一站式申报服务。 华东师大出版社

是此次平台运行的首家试点单位。

上海自 2014 年 1 月开始成为全国

首个国产网络游戏属地管理试点地区。

五年来， 通过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申报的

符合属地管理条件的国产网络游戏数量

逐年增多，2017 年达到 825 款， 这让上

海成为全国申报游戏最多的地区之一。

在游戏数量增加的情况下， 上海通过不

断压缩审核环节、提高行政效率等手段，

将一款国产游戏的审核平均耗时缩减到

30 天以内，较试点之前提速 50%。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科技与数字出版

处处长丁晓玲介绍， 在日常的调研实践

中， 众多创业型游戏企业提出了两条最

为迫切的申报需求。“一是实时把握产品

审核进度，产品及时上线，这是企业的发

展‘生命线’；二是能及时了解权威的政

策信息和管理动向，这是企业的生存‘底

线’。 ”

为了再进一步提高效率， 增加审核

透明度，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搭建网络游

戏出版管理申报服务平台， 让数据多跑

路，企业少跑路。 一方面，上海网络游戏

出版管理申报服务平台为申报版号的网

络游戏建立了完整的信息档案。 从游戏

企业提交申报材料， 到出版单位进行三

审三校，再到行政主管部门审读审核，直

至最终提交国家新闻出版署， 全程在线

管理、在线查询。 另一方面，对于申报审

核的企业而言， 这一公共服务平台也让

申报环节更为透明化。 企业和出版单位

不仅能即时查看材料申报进行到了哪个

环节，还能得到政府的指导与服务。

《永不消逝的电波》再现信仰的力量
本报讯 （记者李硕 ） 原创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昨天开排。 舞剧情

节取材于李白烈士事迹， 试图在舞台上

再现革命斗争时期党的地下工作者在上

海情报战线上的故事， 讴歌了共产党人

对理想和信仰矢志不渝的执著追求。

李白的事迹因孙道临在电影 《永不

消逝的电波》 中扮演的 “李侠” 而为人

所知， 李侠被捕时的那句 “同志们， 永

别了， 我想念你们” 的台词感动了无数

观众。 此次创排的同名舞剧， 不仅描写

了中共地下党与敌人巧妙周旋、 不畏牺

牲的故事， 还讲述了李白与裘慧英两位

主人公之间纯洁浪漫的革命爱情。 上海

歌舞团团长， 舞剧制作人、 艺术监制陈

飞华认为， 用舞剧回望历史呈现有信仰

的英雄人物， 是一种有益的舞台艺术探

索。 编剧罗怀臻则表示， 谍战情节在舞

剧表现上难得一见， 这种尝试的难点在

于舞台的调度。导演编舞周莉亚介绍，改

编中需要处理许多情节转换和场景转

换， 故事和矛盾非常强烈， 抒情部分较

少， 这对于舞台的调度空间和演员的转

换相对来说比较困难。她认为，如果只是

照搬影视剧中对谍战的叙事方式， 这在

舞剧舞台中并不可行， 因此需要主创将

真实空间和意向空间打乱。

据悉， 该剧的主演人选目前尚在甄

选过程之中 ， 计划将于 12 月 21 日至

26 日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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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堂、皇宫、博物馆到进化论、热力学生命起源理论，

美国畅销书作家丹·布朗的新书《本源》依然有着作家专属

的知识悬疑色彩。 艺术与文学，科技与传说，将这些元素融

合在一个故事中是丹·布朗的“招牌动作”。《本源》分享会昨

天在上海书展上举行， 译者和文学评论家与书迷共同探讨

分享了丹·布朗何以成为畅销的符号、类型文学在把某些元

素和套路做到极致的同时又该如何避免自我复制等问题。

故事丰富饱满，节奏张弛有度，看书宛
然一趟人文之旅

有趣、好玩、烧脑，这是《本源》译者李和庆对这本书的

六字总结，在他看来，看完这本由 107 个章节组成的小说就

像完成了一趟了解西班牙文化的人文之旅和一段密码破解

的旅程，都会萌生一股想去西班牙一探究竟的冲动。

《达·芬奇密码》2003 年创下在美国至今无法打破的销

售纪录。 此后丹·布朗的作品《失落的秘符》《地狱》和新书

《本源》的首印和销售量均相当亮眼，系列小说在全球被译

成 56 种语言，总销量也已经突破两亿册。丹·布朗的作品自

带专属于他的成功密码，在他的小说中，神秘的宗教文化和

深奥的高科技知识总能与紧张刺激的悬疑故事碰撞出激烈

的火花，令读者享受到跌宕起伏的阅读快感。

“丹·布朗并不是一个浅薄的通俗文学作家，而包含了

很多现实的历史文化问题。”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看

来，正是丹·布朗这种将形而上与形而下打通的写作构成了

其作品中最大的魅力所在：“将文化、艺术、符号学等等化作

通俗小说的形式， 在作品中穿插的艺术指南恰是他对于历

史和人文关怀的体现。 ”

随着《达·芬奇密码》同名电影的成功改编，丹·布朗每

一本作品问世后， 不少人就期盼着何时能在影院看到电影

版，“小说中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的影视化手法也是他作品

受欢迎的一大原因， 无论是在故事的节奏和结构以及人物

对话方面，都可以看到电影的痕迹。”严锋接受采访时说道。

抛弃同质化，类型文学才能更进一步

“如果看见你的书架上有丹·布朗的最新小说，我会毫不犹豫质问，你为什

么会看这本书。 ”美国作家斯蒂芬·金曾这样谈到丹·布朗。 其实，丹·布朗的走

红路上一直在面对文学界、艺术界等各方质疑。 有业内人士评论，在眼花缭乱

的符号中隐藏着一个“丹·布朗套路”：一桩凶杀案、一对男女主角、一个神秘组

织、一个捉摸不透的人类终极奥义和一个含糊不清的结局。好莱坞商业大片的

“三大法宝”———悬念、惊奇、满足在丹·布朗的作品中统统都有，不红也难。

丹·布朗的创作中并非没有过瓶颈期，在严锋看来，《达·芬奇密码》达到顶

峰后，丹·布朗的创作水准也有过回落，“《达·芬奇密码》的大红不无道理，在这

本书中，艺术与文学完全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 之后的几

部作品中，难免可以看见作家自我重复的影子，一些艺术描写也游离在了情节之

外。 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读者还是希望更多看到思想和内容能够统一起来。 ”

不过，单凭套路并无法造就丹·布朗“写一本红一本”的成功。 英国著名作

家安东尼·波吉斯曾经表示畅销书之所以流行，有这两大因素：“一是能促成读

者心痒难熬的故事情节，二是书内丰富的知识。 ”回看丹·布朗的出版列表，不

难发现他的作品正是捏住了每个时间段人们的神经。 早期的《数字城堡》他聚

焦了数字时代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天使与魔鬼》 他关注宗教与科学之间的所

谓较量；《失落的秘符》讲述在人类渐渐迷失之后如何找到最初的启蒙之源；而

在新作中，丹·布朗也与时俱进地引入 AI，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下的人类去向。

“文学的场域里有着各式各样的文学样式，我们不能期待一种类型的文学

肩负起整个文学的使命，不同的风格流派构建了文学的多样版图，形成了灿烂

多样的文学全景。”严锋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家在其擅长的领域将其风格

发展到极致，便是成功。 ”

■本报记者 王筱丽

《本源》

丹·布朗 著

李和庆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今年是弦乐四重奏

上海四重奏成立 35 周年。

创立者李伟纲（左三）1979

年时 15 岁，至今记得斯特

恩上课的情景。 面对大师，

他拉琴时腿在发抖。

（资料图片）

茛首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冠

军、 日本选手木岛真优携手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上海交响乐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