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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首位向国内音乐学

子系统传授欧美近代专业作

曲理论的教育家，曾创作我国

第一部交响音乐作品，留下了

94 首包括交响乐、室内乐、钢

琴复调音乐、清唱剧等多种体

裁形式的音乐作品……今年

是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黄自逝

世 80 周年，“致敬大师———纪

念黄自先生逝世 80 周年系列

学术活动”今天起在清华大学

校史馆和蒙民伟音乐厅拉开

帷幕，活动包括专题展、座谈

会及音乐会。

黄自字今吾， 是中国 30

年代重要的作曲家和音乐教

育家 ，1916 年考入北京清华

学校，开始接触西方音乐，此

后前往美国留学，在美国欧伯

林学院及耶鲁大学音乐学校

学习作曲。 1929 年回国后，先

后在上海沪江大学音乐系、国

立音专理论作曲组任教，并兼

任音专教务主任，热心音乐教

育事业，培养了贺绿汀、陈田

鹤、江定仙等近代音乐先驱，

是中国早期音乐教育的重要

奠基人。

此次专题展分为“黄自与

清华”“黄自的音乐人生”“黄

自与国立音专”“黄自与当下

上音”等板块，分别展现黄自

与清华、上音两校的渊源和丰

富的音乐履历。 音乐会则将由上海音乐

学院校史馆“海尚音苑”的本、硕学生、清

华大学学生艺术团合唱队等联袂演出。

黄自的经典声乐作品如 《春思曲》《玫瑰

三愿》《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西

风的话》等都将一一得到演绎。

值得一提的是， 今天下午上音校史

馆与数媒学院首度合作， 将于清华大学

蒙民伟音乐厅带来多媒体音乐剧场 《长

恨歌》。该作品根据黄自创作的中国第一

部清唱剧《长恨歌》改编而成。 《长恨歌》

是黄自唯一一部大型声乐套曲， 内容取

材于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同名长诗。

此次的多媒体音乐剧场将以新媒体艺术

手段的多元化呈现融中国古诗词、 西方

作曲技法于一体， 对这一经典作品进行

全新的探索。 本次活动由清华大学与上

海音乐学院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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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乐团上海首演布鲁克纳第八交响曲
上海爱乐乐团与澳门乐团共同演绎时长近100分钟的鸿篇巨制

上海爱乐乐团与澳门乐团昨晚以

120人组成的联合乐团，共同奏响交响

乐史上著名的鸿篇巨制———时长近

100分钟的布鲁克纳《第八交响曲》。布

鲁克纳的交响乐作品规模宏大、 难度

极高， 此前国内乐团很少演绎，《第八

交响曲》更是其中篇幅最长的一部。昨

晚， 该作在指挥家吕嘉执棒下完成中

国乐团的上海首演， 引发音乐界和乐

迷的广泛关注。

“要感谢艺术节提供的平台，让我

们能一气呵成地诠释这部伟大的作

品。 ”吕嘉告诉记者，布鲁克纳《第八

交响曲》不仅相当考验乐团的技术水

准，更需要乐手对作品背后的历史文

化具备深刻理解，这样的“重头戏”不

仅展现了中国乐团日臻成熟的专业

能力，也体现了爱乐者们日益增长的

审美需求。

翻看本届艺术节的节目单， 马勒

《第五交响曲》《第十交响曲》、 布鲁克

纳《第七交响曲》等大部头作品十分抢

眼。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顶级乐团愿意

在上海演绎大体量的交响乐作品， 这一

现象在音乐学者陶辛看来， 可喜之外更

证明了上海乐迷对古典乐的接受容量正

在水涨船高。 有业内人士指出， 这也将

倒逼上海本土乐团进一步加强自身水

准， 向世界发出足以媲美全球一流乐团

的中国声音。

上海乐团实力强、 乐迷呼
声高，大部头交响乐愈演愈频繁

就在不久前，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

监余隆在紫禁城太庙前挥舞银棒。“史诗

级经典《布兰诗歌》整整一个小时的演出

转瞬即逝，震撼到无法形容！ ”有乐迷这

样感叹。就在此前的上海夏季音乐节上，

余隆执棒上交演出了马勒 《第一交响

曲》；无独有偶，由张艺指挥的上海爱乐

乐团2018-2019音乐季开幕音乐会中 ，

马勒这部被称为乐团演奏水准“试金石”

的作品再度响起……大部头、 高难度的

经典曲目正越来越频繁地被上海乐团列

入演出季。

“一般的交响乐通常时长在45分钟，

而马勒《第一交响曲》和布鲁克纳《第八

交响曲》时长都在70分钟以上，这两位晚

期浪漫派作曲家的交响乐对乐团的挑战

性巨大。”上海爱乐乐团常务副团长孙红

说，大部头交响乐篇幅长、编制大，其复

杂的配器和宏大的乐思也十分考验乐手

间的默契。“这些作品在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以后才得以普遍演出。 卡拉扬首次执

棒柏林爱乐演奏马勒《第五交响曲》时，

排练就花了整整几个月的时间。 ”如今，

沪上交响乐团选择迎难而上， 足以证明

其演奏水平相比以往有了质的飞跃。

正是出于对上海古典音乐市场环

境、 上海乐迷素质和上海乐团水平的信

任， 吕嘉选择执棒布鲁克纳音乐理念和

作曲技法上的 “集大成者”———《第八交

响曲》。 该作分为1887年版和1890年版，

亮相此次艺术节的是配器编制更庞大、

音乐细节更微妙的后者。 吕嘉说： “几

百年前的西方经典交响乐之所以能经久

流传， 有音乐本身的魅力也有作曲家不

朽的精神。 我试图尽可能让乐团展现布

鲁克纳的激情和灵感 ， 哲思与热情 。”

值得一提的是， 去年上海爱乐乐团完成

了布鲁克纳 《第六交响曲》 在上海的中

国乐团首演。 从今年起的未来三年内，

该团将完成马勒及布鲁克纳所有交响乐

作品的演出。

与其他知名乐团并肩排
演，提升上海本土乐团整体实力

“中国交响乐团发展要‘两条腿’走

路。 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交响乐原创作

品，努力开创当代交响乐的‘中国学派’

是一方面；将西方经典作品演奏好，通过

反复锤炼提升演奏水准则是不容忽视的

另一方面。”这是上海爱乐乐团音乐总监

张艺的观点。 尤其是在面临 “文化走出

去”时，中国乐团演绎的大部头作品若能

以高超的技术、 具有辨识度的音色和对

音乐的深刻理解， 满足古典乐文化较为

深厚地区的观众的“挑剔耳朵”，将切身

提升中国文艺院团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以去年登台瑞士琉森音乐节的上海交响

乐团为例，其演奏的肖斯塔科维奇《第五

交响曲》 不仅收获了欧洲观众的热烈掌

声，还由此开启了上交和琉森音乐节的

友谊与长期合作。

与各地乐团并肩排演， 上海本土

乐团的实力得以在实践中不断增强。

今年国庆节期间， 由上海爱乐乐团与

澳门乐团组成的联合乐团登台澳门文

化中心，布鲁克纳《第八交响曲》成功

献演于第32届澳门国际音乐节。 礼尚

往来，同样是在吕嘉的指挥下，两团乐

手昨晚再次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

“牵手”， 以默契的配合与高度专业的

演奏征服了到场的观众。未来，两团将

开展更多深层次的交流与互动， 共同

促进中国交响音乐事业的发展。

作为上海爱乐乐团和费城交响乐

团共同委约的首次尝试， 今年4月费城

交响乐团曾派出几位乐手， 来沪参与上

海青年作曲家龚天鹏新作 《京剧幻想》

的排练和首演。 而在明年1月，由上海爱

乐乐团和费城交响乐团组成的百人编

制联合乐团，将在美国费城奏响这部时

长85分钟、来自中国的大部头作品。 届

时， 有标识度的上海声音将被世界上的

更多人听到。

上海京剧院赴京
上演《智取威虎山》

本报讯 （记者黄启哲）“甘洒热血写

春秋”，台上台下响起合唱。日前，上海京

剧院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上

演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场面显得尤

为热闹。作为上海京剧院的保留剧目，此

次演出由蓝天、徐建忠、杨东虎、严庆谷、

胡璇等中青年实力演员共同演绎， 留给

近 2000 位师生深刻印象。

1958 年 ，上海京剧院根据小说 《林

海雪原》， 改编了现代京剧 《智取威虎

山》。 在内容上，一并参考上海人民艺术

剧院的同名话剧创排作品。 该剧气势宏

大、场面壮观，兼具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

主义，历经岁月流逝，依然常演不衰。 尤

其是剧中由童祥苓饰演的“孤胆英雄”杨

子荣更是成为了几代人心中的经典形

象。 1991 年，京剧院恢复演出这一剧目，

舞台上陆续出现张学津、 耿其昌、 章晓

申、何澍、李军、范永亮等几代“杨子荣”，

使该剧得以传承并重新获得观众的欢

迎，至今已成功演出近 600 场。 同时，该

剧极富艺术感染力，唱段脍炙人口、流传

极广。

此次演出杨子荣的青年演员蓝天，

已是第六代。 他能深切感受到这部经典

作品在年轻观众中的接受度。就在去年，

上海京剧院一段演出视频在各大网络平

台热转和讨论， 其中一个平台浏览量达

近 80 万人次。视频中台前幕后演职人员

在 150 秒的时间里合作无间， 共同完成

换景换装、直至演员上场，从容唱完一句

“二黄导板”。 行云流水的一系列动作配

合，引得网友纷纷点赞。

而这也是该剧过去伴随 “上海京剧

万里行”全国巡演所长期累积经验、不断

调试的结果。 《智取威虎山》作为巡演项

目的主打剧目， 不仅走到了杨子荣的家

乡，也登上一流剧院。 如今已有逾 30 万

人次观看此剧， 让当代观众有机会再次

领略特级侦察英雄杨子荣的高大形象，

也能感受到上海京剧院现代京剧创作的

水准。

文化

红星闪闪在历史深处，更照耀今日星空
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舞剧《闪闪的红星》昨晚首演，以创新艺术表达塑造当代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与创新的艺术表达相

逢， 气质昂扬的芭蕾舞剧会是什么模

样？ 存于几代人记忆里的革命精神和

当下的舞台审美碰撞，2018年的新作

能否成为又一出中国芭蕾舞的红色传

家宝？ 脱胎于经典电影的故事经再造

后登陆演艺之都， 它能否为城市的红

色文化再添一抹亮色？

昨晚， 作为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

际艺术节参演剧目， 上海芭蕾舞团原

创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在上海国际

舞蹈中心完成全球首演。大幕开启，如

是好奇和期许一一找到了回应。 它有

超现实的舞剧结构， 蒙太奇的视觉艺

术和空间意识， 塑造出一个既经典又

颠覆经典的潘冬子形象。 它也有超浪

漫的舞蹈语汇， 能承载芭蕾舞约定俗

成的形式感，亦包容了最新的、全球化

的审美。

更重要的价值蕴藏在舞剧编导、

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赵明的创作理

念里———“我希望这部作品能让红色

的信仰、 革命的精神链接不同年龄的

人，既有‘红星照我去战斗’的一代，也

有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 在我

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 这样

的奋斗精神永无止尽、一以贯之。 ”

舞台上， 漫天火光幻成遍野的映

山红， 当上海音乐学院著名女高音歌

唱家杨学进唱出人们熟悉的主题曲

《映山红》时，旋律声声扣紧“潘冬子”

的舞步， 闪闪红星不止闪耀在历史的

深处，它更照耀着今日星空。

成年潘冬子的视角，亦
代入了今天年轻人的体验

赵明已是第二次创作舞剧 《闪闪

的红星》。 隔着20年时间，他坦言：“我

把自己对舞剧、对人生、对生命、对革

命的感悟和对理想的认识都附着到了

新角色身上。 ”

新版故事的主人公走出观众的熟

识地带，从圆头圆脑的少年，改头换面

成青年红军战士。现实与记忆交织，舞

台上出现两个潘冬子。 少年冬子因母

亲被火海吞噬而悲伤难抑， 成年冬子

在行军路上边忆往昔边厘清内心信念。

“舞剧得有故事，但舞蹈不止于故

事，它是情绪的铺陈和渲染。这部作品

里，少年是青年的影子，两个冬子的内

心在对话。”赵明对演绎成年潘冬子的

吴虎生这样“说戏”，“起初，冬子参军

只是循着父母的志向，要跟红军走、跟

党走。随着时间推进，他在红军队伍里逐

渐成长， 愈发坚定了革命意志和崇高理

想。 ”

最后，舞剧里的潘冬子冲入火海，救

起一位位“母亲”，角色的信仰得到升华。

吴虎生感慨，每当表演至此，他都会更懂

导演一分：“其实是双重回望， 既属于青

年潘冬子对自己经历的回忆， 这个角色

也可以代入今天的年轻人， 我们共同借

着潘冬子的视角去感受那个艰难而光荣

的岁月。 ”

民族性与世界性邂逅，中
国故事能赢得国际舞台

“红星闪闪放光彩， 红星灿灿暖胸

怀。 ”首演之夜，它的创作者傅庚辰老先

生坐在观众席上，久久意难平。 “熟悉的

旋律一起来，我感觉眼眶热热的。 ”他告

诉记者，当年《红星歌》三易其稿，但每一

稿都是一气呵成， 因为内心总有一股情

怀自然喷薄而出。相似的情绪，他昨天也

感受到了。上半场临近尾声，舞台上的红

五星连成片、红旗飘扬开，伴着《国际歌》

旋律一齐涌上来，傅庚辰的心为之澎湃。

“这段旋律与舞剧情节、与我们的民族音

乐自然过渡、无缝链接，直入人心。”这一

刻， 中华民族的革命浪漫主义与世界性

的英雄主义邂逅， 一个中国的红色故事

有了赢得国际舞台的可能。

事实上， 大胆调和艺术中的民族性

与世界性，在《闪闪的红星》创作中贯穿

各层面。 比如舞剧里“映山红”“红五星”

等意象，都被赋予了人格化表达，充满

古典芭蕾的浪漫想象。与此同时，舞台

上的红军战士饱含典型的中国阳刚之

美。 羽纱覆盖的舞裙和笔挺的军装一

柔一刚，相得益彰。

“民族样式芭蕾化，中国故事世界

化。 ” 上芭团长辛丽丽说，《闪闪的红

星》既是革命精神和红色情怀的延续，

也是上芭人对芭蕾艺术的传承与创

新，更是以海派芭蕾讲好中国故事、打

响“上海文化”品牌建设的不懈努力。

茅盾当过主编，张恨水赞其“旅行居家必备”

中国近代第一份旅行杂志什么样———
对许多人来说， 出门旅行前都要

先备一份攻略。殊不知，早在 1927 年，

上海便有了中国近代第一份旅行杂

志，并不间断发行近28年。 日前，由上

海书店出版社依据上海图书馆馆藏原

刊影印出版的《旅行杂志1927—1954》

（全71册）在沪首发，为人们重现了这

份中国第一“驴友”指南的全貌。

《旅行杂志》的创办人是中国现代

著名银行家陈光甫。他也是“中国旅游

业之父”，中国旅行社的创始人。 陈光

甫认为旅行可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产生爱家爱国等美好的情感， 还可以

吸引外汇、带动国家经济的发展，因此

仿效欧美游览杂志，创办《旅行杂志》。

提倡“学术的旅行，旅
行的学术”

《旅行杂志》1927年 3月创刊于上

海， 1954年 8月在北京终刊。 该刊以一

年为一卷， 初为季刊， 每卷共出四期，

从第三卷起改为月刊， 每卷共出 12 期。

在其存在的 20余年间， 虽历经战乱和社

会变动， 编辑部数次迁移， 但一直没有

间断过发行。

《旅行杂志》提倡“学术的旅行，旅行

的学术”， 除海内外游记散文、 随笔、小

说、 边疆内地民俗风情的考察及交通信

息等外，还刊载了一批经济、文化、史地

及旅游等方面的学术文章。刊物在排印、

字体与形式等方面仿效了当时中国名刊

《东方杂志》，图画文字的质量、封面版式

的风格都十分讲究、精心设计。该刊不仅

在国内拥有一批高水平作者长期为之写

作，而且在日本、法国、英国、瑞士等国还

有一批特约撰述记者，出版过《招待所及

饭店专号》《留学生号》《建筑专号》《全国

铁路沿线名胜专号》《西湖博览会专号》

等各类专号， 每年正月还刊出新年特大

号。

为了招徕读者、 增强刊物的文学趣

味，《旅行杂志》 还发表了为数不少的小

说。 在主编赵君豪、茅盾等的努力下，该

刊物网罗了大批名家撰稿，如罗家伦、郁

达夫、张恨水、胡愈之、周瘦鹃、蒋维乔、

于右任等。其中，张恨水为《旅行杂志》所

写的七部长篇小说中有六部以在旅途中

为主要情节来叙述， 可视为中国现代早

期行走文学的成功实践。

提供了观察当时大众休
闲娱乐的文献标本

张恨水既是《旅行杂志》的作者，也

是它的忠实读者。他曾写道：“愚读《旅行

杂志》，亦有五六年矣，每卷邮到，则置百

事于不顾，匆匆展读一遍，以当卧游。 而

窗明净几，偶作遐思，亦辄于书架上抽取

一卷读之，可知《旅行杂志》，不仅为旅行

家备之， 正亦可为居家者备之。 因居家

者， 旅行未得， 可读此书以神驰于宇内

也。”据史料记载，当时，《旅行杂志》很是

受读者欢迎，创刊第六年即“读者遍及全

国，销路远至欧美各国”，发行数量最高

时，每期约三万余册。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

认为，《旅行杂志》 在史学研究上具有多重

意义。首先，它为人们提供了观察中国现代

社会生活、大众休闲娱乐的文献标本，所呈

现的旅游意识与理论思维， 可让旅游管理

从中获得丰富的文化资源。 若从文学的视

野来考察《旅行杂志》，它是中国现代“行走

文学”的渊薮和孵化器，从游记到小说均有

代表性，直接引导了此类作品的创作。从民

族学、民俗学、地理学、建筑史、景观史等角

度来审视《旅行杂志》，其中的文字和图像

为人们留下了已经消失或正在变化中的原

始记录， 其刊载的广告亦是当时社会经济

生活的生动记录。此外，其所刊内容于今日

研究江南文化，也多有裨益。

据悉， 此次出版的 《旅行杂志1927—

1954》以上图馆藏的全套期刊为底本，一期

不缺，按照16开精装分装71册，是这套期刊

目前内容最完备、印制清晰的影印本。出版

社还将所有刊物的篇目另行汇编成总目录

并有相对应的页码，便于读者检索。

昨晚，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完成

全球首演。 ①②由上海芭蕾舞团供图， ③由本报记者叶辰亮摄

《旅行杂志》。 （上海书店出版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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