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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在钢琴键上奔跑，音

符仿佛掀起万丈狂澜，让观众

恍若置身风吹马嘶的黄河之

畔……2月29日晚，在国家大

剧院的舞台上，83岁的钢琴家

殷承宗又一次弹奏经典钢琴协

奏曲《黄河》。他此行携厦门爱

乐乐团及青年指挥尹炯杰，为

北京观众带来一场重量级钢琴

协奏音乐会。这位“80后”钢

琴家以不凡的体力、脑力与毅

力，再次展现他历经岁月洗礼

却从未改变的赤子之心。

奏出壮阔的时代强音

创作于上世纪的钢琴协奏

曲《黄河》改编自冼星海作曲的

《黄河大合唱》，以磅礴有力的

旋律鼓舞了数代中华儿女，也

为中国近代钢琴史写下重要一

页。作为该作品的主创之一、

首演者以及演出次数最多者，

殷承宗早已成为《黄河》的“代

言人”。当晚，殷承宗缓步迈入

舞台中央，落座。在观众的凝

神屏气下，小号与小提琴以磅

礴的气势开场，随后钢琴急骤

的琶音加入，琴声在其他乐器的

陪衬下时而激越澎湃，时而婉转

低柔……到了第四章，《保卫黄

河》《东方红》的旋律响起，几代

人保家卫国、拼搏奋进的场面如

在眼前，观众情绪也被拉至高

潮，一曲终了，掌声雷动。

从1970年正式公演算起，

这首曲子殷承宗已演奏了上千

次，陪伴了他大半生。最初的

《黄河》奏响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号角，如今再奏《黄

河》，号角从时间的深处传来，又在跌宕起伏中响起壮阔

的时代强音，为新征程上的砥砺奋进摇旗呐喊。正如殷

承宗在演出前对媒体所说，“以前不断追索的梦想已经成

为令人自豪的现实，钢琴协奏曲《黄河》的音乐意义变得

普遍而深刻，从而展现出一部器乐作品本身具有的永恒

价值”。

殷承宗向记者回忆当时创作《黄河》的点滴。1969

年，他刚创作完钢琴伴唱《红灯记》，开始考虑如何使钢琴

从为京剧伴唱的位置上独立出来，突出钢琴的地位和真

正的艺术价值。他与其他音乐家一致将目光投向了内涵

和气势都特别适合钢琴表达的《黄河大合唱》。

改编之前，在殷承宗的建议下，一行人“从太原一

路开车到黄河边上，看了壶口瀑布，跟着纤夫一起拉

纤，坐了羊皮筏子，然后又骑着驴来到延安”。看到黄

土地上坚韧劳作的人民，殷承宗和其他作曲家坚信一定

会“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并将这种信

念注入到音符中。

孜孜探索中国钢琴学派

当晚，殷承宗还演奏他最钟爱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

琴协奏曲》。上世纪初，年仅20多岁的拉氏在大病初愈后

写成这部生命之歌。该作品诞生60年后，20岁的殷承宗凭

借此曲成为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获奖者。自此，在他

之后的职业生涯中，《第二钢琴协奏曲》占据着重要地位。

殷承宗的钢琴之路可谓传奇。他于1941年出生于

厦门鼓浪屿，9岁时即举行了个人独奏会；12岁考进上海

音乐学院附中；17岁斩获维也纳世界青年节钢琴比赛第

一名；18岁赴苏联留学；1965年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成

为中央乐团（现为中国交响乐团）的首席钢琴演奏家。

1980年他并同聂耳、冼星海、马思聪成为列入《新格罗夫

音乐和音乐家词典》的仅有四位中国音乐家之一。

如今殷承宗定居厦门。他每天仍然会练琴5个小

时，同样不变的是他对中国钢琴学派的孜孜探索。1963

年底，中南海举办了一场小型文艺演出，殷承宗是表演者

之一，弹完一首自己创作的《秧歌舞》后，他被安排坐到毛

主席身边，毛主席告诉他，要多创作民族的音乐，写出人

民大众喜爱的作品。

“这句话决定了我后来的艺术方向。”殷承宗将毛主

席的教诲铭记于心，《黄河》一曲便用了包括竹笛、琵琶在

内的很多民族乐器。

发展中国钢琴学派的关键何在？殷承宗略微沉思后

答道：“还是要用钢琴创作出中国本土作品，而不光是去

演奏西方经典。”正如《黄河》尾声部分，河水依然奔涌向

前，已是耄耋之年的殷承宗仍将在中国钢琴学派的道路

上继续求索。 （本报北京2月29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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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京记者 彭丹

国内首部完整记录长江口二号古船发

现、打捞、保护与考古过程的纪录片《江海遗

珍 ·长江口二号》，日前在东方卫视和百视通

新媒体开播。

长江口二号古船的整体打捞与保护工

程于2022年3月正式启动，是世界上规模极

大的水下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项目。长江

口二号古船的发现和考古工作，对于深化上

海地域文明历史研究，探寻“上海之根”、回

答“何以上海”起到重要作用。

探寻式记录，闪耀多学科融
合之光

考古工作最重要的目的是通过务实求

真的研究和发现来复原历史。一艘150多年

前沉没的木帆船，纪录片团队现在能拍到什

么？纪录片团队决定和考古工作者一起去

探寻，通过研究团队的视角去拍摄，不但记

录下他们的发现，更记录下探寻的过程，纪

录片主创称之为“探寻式记录”。

纪录片团队耗时一年半，跟随考古和打

捞作业的核心工作组实地拍摄，展开了一段

对清末长江航运史、上海港口发展史和中国

传统造船史的追寻之旅，解开这艘木质古沉

船的种种谜团。同时，该片也试图全面展示

打捞和考古研究过程中的各种领先科技，讲

述科技攻坚、学术探索和文化传承中的鲜活

人物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长江口二号水下考古项

目涉及造船史、科技史、港口史、海交史、陶

瓷史、经济史、工程学等众多课题，纪录片团

队的“求学”与记录的足迹遍及复旦大学科

技考古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华东师范大学

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众多学术科

研机构，走访近30位各领域的专家学者，调

研组形成专项调研报告110多篇，脚本撰写、

修改总计30多版。

共有上下两集的纪录片成片从上海水

下考古的发端讲起，徐徐展开长江口二号发

现的过程，从上海特殊的河口考古的环境，

到十二年磨一剑的探索，再到长江口二号古

船打捞的阶段性成果，悉数包含在内。当把

以往不曾设想到的似乎和“考古无关”的各

学科、专业的探究汇集到一起，产出了一部

极具上海特色和气质的考古实录。

集成科技创新力，展现装备
制造领先实力

位于长江口，长江口二号的考古工作面

临水流急、泥沙多、能见度差等客观条件的

制约，同时还受潮汛、台风等因素影响。在

这样的环境下进行水下打捞，并无先例。上

海各方为这次打捞，专门设计建造了“大力

号”和“奋力轮”水下考古专业船，堪称世界

首创、中国原创、上海独创。从这一角度看，

《江海遗珍 ·长江口二号》在记录历史实证的

同时，也为上海先进的装备制造、科技创新

力，留存宝贵影像。

为了记录上海打捞局、上海城建隧道装备

有限公司、上海电气核电集团有限公司和水下

考古团队在长江口现场的作业，主创团队克服

了登船隔离、海上拍摄、网络通讯困难等诸多不

便，导演、摄像师和打捞局的潜水员们、工程师

们一起作业、生活，累计在船拍摄日超过60天。

除了在水上作业“第一现场”的全程跟拍，

纪录片还将故事线延伸到古船迁移进入船坞后

的保护与考古过程，将上海老船厂工业遗产的

故事，和长江口二号古船安家的新传奇结合起

来。未来，一座古船博物馆将在杨浦滨江上海

船厂旧址一号船坞建成，对市民开放。

国内首部完整记录古船发现打捞保护与考古过程纪录片《江海遗珍 ·长江口二号》开播

探寻上海航运历史，展现水下考古创新
■本报记者 王彦

纪录片

《江海遗珍 ·

长江口二号》

剧照。

当AI与人类作曲家现场挑战即兴创作，

谁能更胜一筹？凯迪拉克 ·上海音乐厅昨天

举办的“数字缪斯——2024音乐科技融创

节”启动仪式上，发生了有趣的一幕。

青年作曲家、钢琴演奏家朱序芝和音视

频实验室高级音频算法工程师高月洁，分别

以即兴人工作曲和操作系统AI作曲方式，完

成以《忧郁的雨天》为命题的一段旋律。朱序

芝琴键下的钢琴声细腻忧郁；而AI谱写出的

旋律轻松惬意，朱序芝还根据AI创作旋律，

用钢琴演奏丰富了作品的和声。

“我们推出音乐科技融创节，呈现音乐家

与技术研发人员共创过程中碰撞出的精彩创

意，让数字赋能艺术、艺术加持技术，实现双向

奔赴。”凯迪拉克 ·上海音乐厅总经理方靓说。

“数字缪斯”激发艺术家无穷创意

支持音乐家探索音乐与现代科技的融合

创新，推动数字音乐作品创作与发展，“数字缪

斯——2024音乐科技融创节”包括“乐无穷”展

演、特别呈现、音乐科技融创论坛、创意推介会

和工作坊五个单元。其中，“乐无穷”展演由上

海音乐厅面向全球音乐家征集，为优秀原创音

乐作品搭建国际平台。经过于阳（中国）、丹尼

尔 ·霍普（德国）、黄若（美国）、陈致逸（中国）、加

布里埃尔 ·普罗科菲耶夫（英国）五位中外“首席

推荐官”评选，四部风格多样的作品入选。

在“梦境空间——徐之晗爵士管弦乐团音

乐会”中，将呈现爵士乐融合西方古典音乐和

中国元素、民俗特色的斑斓色彩。《原神》的音

乐制作人陈致逸认为，作曲家、爵士吉他演奏

家徐之晗领衔的乐手们，爵士演奏即兴技巧高

超，作品编排体现传统与创新的碰撞。而在

“过去即是未来，数字化的世界遗产‘南音+’

音乐会”中，泉州的点水南乐乐队将呈现世界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泉

州南音。乐队在挖掘古乐南音基础上，增加合

成器、大阮、打击乐、吉他、贝斯等乐器编配。

著名小提琴家丹尼尔 ·霍普对此赞不绝口：“南

音被视为现存最古老的乐种之一，通过点水南

乐的创新编配，现在它再次被带到我们的生活

中。或许某一天，我们能在一个音乐项目里共

同合作。”

“漫歌行——跨时空AI音乐叙事”由限像

工作室和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相关实验室的

主创团队创作，以极简主义电子音乐为载体，评

弹表演者为讲述人，有趣的是，音乐故事主体的

“我”将以同济相关科创实验室里的机械臂形态

出现。“万象声息——电子音乐与数字影像音乐

会”，则是来自上海音乐学院与中国音乐学院电

子音乐设计专业的创作者们跨地域、跨文化的

音乐探索。音乐会涵盖了上海的民间童谣、江

苏的古琴文化、山西的社戏锣鼓、新疆的民族元

素等多种音乐文化特征，通过结合电子音乐、数

字影像、演奏员现场演奏以及AI画面迭代等元

素，展现中国各地文化特色和声音魅力。

亚洲首演新作共创音乐新形态

在“数字缪斯——2024音乐科技融创节”

特别呈现板块，上海音乐厅特邀柏林音乐戏剧

团尼可与领航者的两部作品《寂静之声》《力量

与自由》来沪亚洲首演，融合现场音乐、肢体表

演、实时影像等艺术形式，以当代视角全新诠释

舒伯特和贝多芬的经典作品。主创携手德国知

名重奏组库斯四重奏与现代舞舞者川口唯、德

国知名男高音泰德 ·施密茨、实时影像技术团

队，打造赋予古典乐全新生命的视听盛宴。

音乐科技融创论坛以“‘数字缪斯’——音

乐与科技，相向而行的未来”为题，邀国内外音

乐、科技和产业跨领域相关人士，探讨音乐与科

技的未来发展之路、剧场运营管理方式等话

题。创意推介会板块将为艺术创作者和需求者

搭建交流平台。推介会则呈现本届音乐节征集

的10部创意作品，在上海音乐厅四楼“响空间”

进行作品片段展演。

除了聚焦产业发展，音乐节将在3—4月持

续举办“AI大战人类作曲家”、Si-Fi科幻音乐探

索之旅、“和鸣”自动化乐器装置展、声音艺术与

视觉艺术展等系列工作坊和活动，让更多观众

体验音乐科技产业前沿发展成果。

“数字缪斯——    音乐科技融创节”启动仪式上一场有趣的比赛——

  与人类作曲家同写《忧郁的雨天》，谁更强
■本报记者 姜方

乌黑邦硬的冻梨是摇滚音乐人给外界的

冷漠表象，用水浸泡后的冻梨则代表了摇滚

音乐人内心柔软和狂热的一面，而最后这盘

切开的冻梨向大家展示了内在的美好——近

日在浙江卫视、腾讯视频、爱奇艺等多个平

台开播的 《17号音乐仓库》第二季上，东

北摇滚“老炮儿”梁龙端出了三种不同状态

的冻梨作自我介绍，改变了不少观众对摇滚

音乐人的固有印象。

《17号音乐仓库》 第二季邀请了梁龙、

胡夏、白举纲、希林娜依 · 高、黄子弘凡这

五位全新的音乐主理人，通过音乐人之间的

合作、社交和友情展现出温暖而治愈的节目

气质。

同时，节目中LiveHouse形式呈现的沉

浸式音乐演出现场，为观众寻找短视频“15

秒洗脑BGM（背景配乐） ”之外的音乐类

型，提供了一条可行出路。

“安安静静唱歌”的音综，能否
找到别的出路

LiveHouse是一种发源于国外的音乐模式，

直译为“现场音乐场所”。根据2023年中国传媒

大学发布的《2022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显

示，2021年中国国内音乐类演出票房收入为

47.93亿元，其中LiveHouse演出票房收入为

10.02亿元。《17号音乐仓库》以经营LiveHouse

音乐现场为节目抓手，寻求与当下流行的大型

竞演类音综的错位发展。

节目秉持了一贯的水准，在只有三个小时

准备的时间限制下主理人们依然留下了让人难

忘的演出：梁龙摇滚版儿歌《种太阳》、希林娜

依 ·高的《喜欢你》、胡夏的《安妮》、前主理人张

远的《山外》等作品都受到观众好评。节目播出

不久，一位ID为iris的网友写下观后感：“轻松

愉悦的音综，没有狗血没有抓马，太棒了！这里

既有精彩的音乐现场，又能看到音乐人们在表

演背后的真实个性。”

如何将好的音乐作品推向市场、让好的舞

台表演被更多人看见，始终是当下音综市场必

须面对的难题。与市场表现更好的各类“哥哥”

“姐姐”大型竞演类音综相比，《17号音乐仓库》

邀请的嘉宾有更单纯的音乐属性，没有纳入淘

汰和晋级等强竞争环节，也没有“毒舌乐评人”

之类的营销话题。于是，保持着音乐人“安安静

静唱歌”初心的这档音综，虽然在音乐圈内好评

颇多，但尚未引起广大观众的注意力。针对体

量较小的音综节目难以被观众“看见、听见”的

现象，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流行音乐研究专业

博士赵朴认为：“小而美的音综节目恰恰可以做

到差异化精准定位，吸引和维护好特定观众人

群，在垂类观众群体中形成局部热点。”

展示丰富的现场音乐场景，平
衡观众线上线下音乐体验

面对短视频热曲频频“霸榜”年度热歌的现

状，包括大张伟在内的不少音乐人多次发声感

叹“音乐岂可沦为BGM”。相形之下，音乐现场

所产生的沉浸审美体验，具有短视频15秒BGM

难以企及的珍贵价值。赵朴认为：“通过《17号

音乐仓库》展示更为丰富的音乐场景，有望以更

宽广的情感共鸣和叙事空间平衡观众的线上和

线下音乐体验。”

LiveHouse的观众群体以年轻人为主，而

《17号音乐仓库》第二季的五位主理人给自己

制定一个“超标”的挑战——让年轻人的父母也

加入到LiveHouse中来。为了实现目标，主理

人前往线下热门越剧《新龙门客栈》取经，他们

在布置成客栈的舞台中亲身感受环境式戏剧带

给观众打破“第四堵墙”的沉浸式体验：“没想到

传统戏曲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而希林娜

依 ·高也感悟“潮流是个轮回”：“不是年龄大了，

到了看戏曲的年纪，而是看戏曲的年纪下降到

了十四五岁。”既然年轻人会走进剧场看越剧，

《17号音乐仓库》的主理人们对吸引更多年龄

阶段的人群走进LiveHouse有了更多思考。

“安安静静唱歌”的音乐综艺引发圈内关注与思考——

  秒配乐时代，沉浸式现场能否为音乐人守住初心
■本报记者 卫中

殷承宗在国家大剧院演奏。 刘方摄

（上接第一版）他坦言，文学之路上永远

不要想象一篇小说有自己预想得那么

好，也许最多只有75%。“但这75%，可能

才到《收获》的及格线。”余华及时“补

刀”，并笑言《收获》就像“中国文学的道

琼斯指数”。他直言《收获》拯救了自己

的第一部长篇。“《在细雨中呼喊》后面一

半删掉重写，就是因为过不了编辑这一

关。为什么写完小说要先投给《收获》？

因为肖元敏、李小林、程永新的编辑意见

很重要。在编辑严格要求下，小说推倒

重来。不然《在细雨中呼喊》不会是今天

的样子。正是这种高要求使我们在写作

时能不断往前走。”

“我依然希望能看到有才华、有想象

力和创造力的作品。中国那么多杂志，

审美和用稿标准在几十年里一直变化，

每个作家在表现生活上都有自己的角

度、体验和能力。”程永新表示，不管什么

风来了，审美标准不能降低，坚守的同

时，包容开放，风格多样，“容纳各种不同

东西，就像当年先锋青年专号，这都是巴

金先生留下的重要精神遗产”。

尝试新的形式，让真正的
好作品抵达辽阔读者

靠传统征订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在全新赛道只用了几个小时便超额

完成，一组组惊人的数字令业界倍感振

奋。“上直播间是新的形式，它可能是一

种非常好的尝试，把好作品、好作家真正

送到读者手中。这个方式被证明有效，

那我们就有必要去尝试。”程永新坦言，

“哪怕仅有销量十分之一的读者能够阅

读《收获》，我们就很满意了。中国老中

青三代的文学读者规模其实相当惊人，

等待我们用各种方式去走近他们。”

“寻亲访友”背后，共同的愿望是“以

拳拳之心大海捞针”。据《收获》编辑部

透露：“如有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偏远地

区的读者下单，我们也都会寄过去，哪怕

贴一半的邮费。我们不在乎成本的多

少，关键是要让真正的好作品能够抵达

到辽阔读者那里去。”

“激情下单”后会切实增加“文学人

口”吗？对此，评论家李壮认为，更重要

的课题，其实是如何让下单的读者从“把

书买走”进阶到“把书打开”。“直播间热

潮即便未必算冲动消费、粉丝经济，但

‘情怀党’、仪式性消费恐怕也占据一定

比例。读者购买（传播学问题）战果已很

出色，下一步重点是读者阅读（接受美学

问题）：应该让读者真正可持续地打开刊

物、阅读刊物、与刊物本体（而非刊物符号）

实现对话。”

直播尾声时，董宇辉深切地说：“我能

走红，是沾了文学的光。”然而当程永新提

及城市里日渐稀少几乎难觅踪影的书报

亭，弹幕里一片惋惜：“想买报纸杂志都不

知去哪找”“期待书报亭能回来”……余华

则期待更多人走进实体书店，因为实体书

店再小也有上百甚至更多种书，能制造更

多惊喜相遇。“不是人云亦云，是我自己发

现的，我会无比珍惜它——这是实体书店

带给我们的乐趣和人生意义。”

《收获》直播首秀更大的收获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