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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次中国唯一一站驻演，柏林爱乐在上海

的八天之旅7月1日收官。4场交响乐、7场室内乐

演出、12场艺术教育活动及特别呈现的12把大提

琴音乐会，天团的古典乐声深入上海的大街小巷。

“我一连买了四场票！”乐迷李杰焕从广州飞来，他

一定要现场听一听柏林爱乐演奏的《波莱罗》，这

首他小学在动画片中听到就深爱不已的古典乐启

蒙曲。据统计，超过10%的境外观众和47%的外地

观众打“飞的”、拉着行李赶来与这支“地表最强乐

团”相见。收官之夜，柏林爱乐的痕迹也随处可

见，复旦大学文科图书馆里，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学

生还在低头回味着早先从剧院带回的柏林爱乐音

乐会的节目单。

上海文化“码头”，世界名团“主场”。近120位

顶尖乐手集结沪上，22位艺术家将美育带进剧场、

新城、学校，总计参与活动人次超2万，超过乐团前

3次来沪观众人数总和。从巡演到驻演，不仅是活

动体量上的扩容，也是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全球演

艺资源配置能力的升级，更是城市强大的承载力与

吸纳力的体现。音乐跨过围墙走进城市的毛细血

管，东西文化相互交流、彼此启迪，在音乐的样本

中徐徐展开，这也向世界展示了上海方案的独特意

义。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总裁李明认为：“中

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扩大办节外延，力邀中外顶级

名家名团来沪交流演出，营造365天永不落幕的

浓厚艺术氛围，让艺术的盛会真正成为人民大众

的节日。”

 上海大剧院  临港新城滴水湖剧院
柏林爱乐的传统与青春之声

“我们带来的曲目覆盖范围很广，为的是展现乐

团全面的能力以及不同乐手的魅力。”柏林爱乐乐团

大提琴副首席奥拉夫 ·曼宁格告诉记者。首演当晚，

柏林爱乐选择平移乐团2023-2024乐季“柏林森林

音乐会”的曲目，“盛大的party从柏林到上海”，据柏

林爱乐首位中国首席梅第扬说，这还是第一次。一

曲穆索尔斯基的《荒山之夜》激情奏响，各个声部开

始如机械齿轮般精密运转，在王羽佳和柏林爱乐的

合作下，乐声蔓延过普罗科菲耶夫“激进的古典”《降

D大调第1号钢琴协奏曲》，在拉威尔的《悼念公主

的帕凡舞曲》《达芙妮与克罗伊》第二组曲和《波莱

罗》中达至高潮。指挥家汤沐海认为：“很多伟大的

音乐，要像一个认真的工匠，一点一点把它摸索出

来，你会发现柏林爱乐爆发出一种青春又传统的伟

大声音。”在其他场次的演出中，柏林爱乐的“英雄本

色”在理查 ·施特劳斯的《英雄生涯》中迸发，贝多芬、

勃拉姆斯、瓦格纳的诸多乐曲也在德式传统中激情

奏响。

柏林爱乐的强项远不止交响乐，醇厚、细腻、全

能，是梅第扬给出的柏林爱乐关键词。这种特质与

其传统相关，柏林爱乐有着保护个人创造力的传

统，并在很大程度上将管弦乐队视作一种室内乐，

梅第扬认为：“乐团的历任总监也在不断推动室内

乐协作关系，一个好的乐团永远是要互相倾听的。

一帮素质强的乐手，愿意为彼此牺牲，甚至希望自

己的牺牲能让另外一个乐器、声部变得更好，可以

说大家是音乐会‘疯子’。”例如在临港新城的滴水

湖剧院，柏林爱乐拿出舒伯特《弦乐五重奏》与门

德尔松《弦乐八重奏》等扛鼎之作，每位乐手合力

展示着室内乐中的弦乐美感。室内乐的重要性，上

海爱乐乐团的乐手也深有感触，单簧管演奏员李栩

告诉记者：“室内乐是要精确到每一个人，你如何

去应对，如何将自身的声音融入整个乐曲，是整个

乐团永远的功课。”

柏林乐团的青春之力，也在其更加国际化、多元

化的步调中展开。乐团总经理安德莱雅 ·齐茨施曼

告诉记者，现在的乐手来自于32个不同的国家，多

样的文化背景也为乐团注入特别的元素。“新的演奏

者进团后，在管弦乐队中学习传统，同资深乐手一起

探讨声音。柏林爱乐乐团150年的历史，蕴藏着与

许多指挥家密切合作的时光，乐团至今仍有两三位

乐手曾与赫伯特 ·冯 ·卡拉扬先生有过合作。我们的

传统，便在演奏与交流中承继与演绎。”

上海刚过去的梅雨季里，观众对柏林爱乐的热

情逐节攀升，75岁的乐迷孟欣专门拿出自己的西方

交响乐的书籍提前温习。“这可能是我一生最后一次

看柏林爱乐的现场，所以我很珍惜这次机会。我又

把普罗科菲耶夫的曲子看了一遍，我从王羽佳的演

奏中听到了作曲家全部的故事，当最后一个音符止

住，我心满意足。”演出过后几天热情依旧，向记者再

次感叹“多么难忘的时刻”。同样七十多岁的婆婆谈

起那位“弹钢琴的小宝贝儿”便笑得合不拢嘴，季先

生与外婆手牵手走出剧场，古典乐是他们每周固定

的节目单，从上海交响音乐厅到东方艺术中心，再到

上海大剧院，已成为他们多年来的习惯，而这样的艺

术时刻也向着时间更悠远处绵延。

高浓度的文艺演出与多场景的文化消费相遇，

彰显出上海的文化消费水平与资源配置能力，更表达

出市民对文化艺术的真热爱。据最新数据，柏林爱乐

本次驻演，6000余张交响音乐会演出票5分钟内售

罄，平均售出率、上座率达100%，总票房超1500万

元；辐射带动周边综合文化消费，上海大剧院咖啡厅

也创下了年内的单日销售新高，附近餐厅营业额普遍

增长30%-40%，交易金额提升167%，人民广场周边

打车订单量环比上涨3.6%。指挥家张国勇认为，听

众对柏林爱乐的回应不止于“满座”，“让我感动的就

是上海的听众懂音乐。他们真的是喜欢，自始至终沉

浸在音乐里头，所有的掌声都是由衷的”。

 上博东馆  街巷公园
用音乐的方式理解中国文化

当柏林爱乐的乐手们走入上海这座城市，一切

于他们而言变得更加真实。热气腾腾的生活经验在

乐手身边铺展开来，音韵绕梁的民乐民歌更是描摹

出无数幅中国历史与地理图景，现代的、古典的、奔

腾的、静谧的……文化的涌动藏在街头里，也藏在乐

器与曲谱中，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们叩响了

中国文化艺术之门。

对于上海，不同的乐手有着各自的故事。之于

梅第扬，回到上海便是“回家”，他曾以独奏家的身份

在上海演出，此次作为乐团成员回归，上海对古典乐

的支持以及对音乐人的理解，都让他十分开心。对

于奥拉夫 ·曼宁格来说，上海也绝不陌生，他完整地

见证了柏林爱乐在上海的四次旅程，也对二十年间

上海乐迷的变化有着强烈感知，“中国的古典乐迷的

人数增长速度很快，乐手与乐迷之间的互动也更为

默契，我想，台下越来越年轻的古典乐迷们也见证着

柏林爱乐更多的青年乐手涌现”。

不知是不是梅第扬推荐的美食清单起了作用，

也可能多次来华的安德莱雅 · 齐茨施曼一句“简直

被中国的地道美食宠坏了”吊足大家胃口，落地上

海后，除了日常排练与演出，乐团成员们走进了上

海街头，感受一番“City不city”的热潮。酷爱打

乒乓球的小提琴手汉德 · 曲顿享受了一顿雨天的鸳

鸯火锅，让她直呼“辣得爽快”；圆号手约翰内

斯 · 拉莫特克则是路过居民区中悠闲打扑克的爷叔

们，走进一家老店嗦一碗兰州牛肉面，到苏州河畔

观赏上海当代艺术的发源地创意园M50，再到梧桐

树掩映下的咖啡厅“吃杯咖啡”；圆号手萨拉 · 威

利斯也在社交媒体上留念着她眼中的东方明珠塔。

乐手们对上海有了更鲜活的感知。多位乐手都曾表

达这样的观点：音乐容纳万物，它可以是一切东

西，它与城市的每一角落产生联结，它讲出不同人

的内心所愿。

上海博物馆东馆一处曲径通幽的亭台里，“杜

丽娘”“柳梦梅”唱着昆曲 《牡丹亭 · 惊梦》 选

段，雨水自斗拱而下形成影影绰绰的帘幕，柏林爱

乐的乐手们在湖对岸的游廊里静静欣赏。这一精彩

演出由上海昆剧团首席笛师钱寅，上昆青年演员张

莉、谭许亚共同呈现，钱寅还未下台，“管乐同

行”柏林爱乐长笛演奏家耶尔卡 · 韦伯就兴奋地跑

向他——确切地说，是对钱寅手中的竹笛着迷了。

耶尔卡向钱寅借来竹笛演奏了两句，旋律顺畅，动

作也一板一眼，颇有“荡涤”之韵。耶尔卡如此熟

练地掌握竹笛，令在场的人们惊奇，她笑着“揭

秘”道：“我家中也有一支木质笛子，是用来吹奏

巴洛克时期的宫廷音乐的。”

耶尔卡不满足于试吹竹笛，她拿起竹笛端详其

内部构造，从芦苇制成的笛膜，到堵住的笛脑，再到

上下把位的按指孔，跟钱寅聊了个遍。钱寅告诉记

者：“我能从耶尔卡那里感受到同行之间的共鸣，她

很有热情，对《牡丹亭 ·惊梦》的乐谱也兴味盎然，不

过她习惯看五线谱，看不太懂简谱，我就告诉她如何

看简谱中的时值与节奏。”耶尔卡拿出手机拍下了乐

谱，乐谱之外的东西则存在她心间。

除了像耶尔卡这样比较熟悉竹笛的，更多的柏

林爱乐团员则是首次接触中国传统戏曲。上昆的同

行还拿出了二胡、大锣、小锣和铙钹等乐器，柏林爱

乐乐团首席诺阿 ·本尼迪-巴格莱捧着二胡拉了很

久，尽管找不准二胡的音区，这位“中国女婿”还是体

验了一把中国民乐。

爱上中国民歌，只需要乐声响起的一瞬。在武

定西路1489号，柏林爱乐乐团的单簧管首席温泽 ·

福兹扫了两眼这首从未见过的曲谱，便同三位中国

单簧管乐手合奏起《康定情歌》。温泽随转音摇动着

身体，李栩等青年乐手也沉浸在民歌小调中，如此即

兴互动，又何尝不是一种“天生的本事”？温泽仿佛

化身于乐谱之中，并走向了四川的康定小城，山上的

月、城中的人，可能已在他心中有了轮廓。一个活生

生的世界从乐谱中跳跃而出，这样的旅行，既是中西乐

团的技艺交流之旅，更是借音乐的样本对中国文化的

整体探知。

不止于乐谱，走入音乐的内心，用音乐的方式理解

中国，想必耶尔卡、诺阿、温泽等音乐家给出了别样而

生动的解释。而文化交流永远有着双向的魔力，钱寅

也感慨着：“柏林爱乐来到咱们中国上海，对中华传统

艺术十分感兴趣，耶尔卡最后给我留下了她的邮箱，邀

请我们昆剧团去柏林演出。”

 复旦大学  中小学与社区
更多人的“爱乐时刻”

柏林爱乐的乐声穿过剧场音乐厅的围墙，向更远

处行进，走向学校与社区，复旦大学、上海科技大学、浦

东筑桥实验小学等地的师生们在家门口听音乐会、品

大师课，社会大美育的形态随着柏林爱乐的加盟而逐

步增强。正如诺阿所说，“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走进音

乐厅听交响乐，我们希望走到城市中年轻一代的音乐

人以及乐迷身边，以音乐的形式与更多人建立联结，也

能加深我们对上海的认识”。

复旦相辉堂的郑裕彤剧场座无虚席，萨拉 ·威利斯

与柏林爱乐管乐室内乐团的乐手们登台演出。萨拉身

着深蓝色鱼尾长裙，带着一只复旦小熊玩偶上台，将其

放在乐谱架旁，小熊在台上听完了全部演出。小熊是

此前复旦大学数学专业大四学生钱琨送给萨拉的礼

物。钱琨11岁时，开始学圆号，也自那时起反复听赏

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视频与录音；11年过去，她在即

将结束本科生活的时候遇到了萨拉，柏林爱乐首位女

性圆号演奏家。萨拉回送钱琨一个心形圆号钥匙扣，

并用金色签字笔在她的木质弱音器上签名。两天后，

钱琨举办自己的本科毕业音乐会，她觉得“吹圆号是这

辈子最正确的决定”。

音乐家间的惺惺相惜，前辈与新人的能量传递，也

不断激励着中国的小乐手们。目前正在复旦附中管乐

团吹奏长号的初二学生徐梓霂告诉记者：“我最喜欢这

个乐团的德式传统，也最好奇每个乐手是如何成为他

自己的。”视线移向当晚的复旦舞台，以《牛津伯爵进行

曲》开场，长号与小号相互呼应，《三首合唱序曲》中的

乐章《我呼唤你》则以柔美低回的音色凸显着圆号与大

号的低沉呜咽。本次演奏曲目中《歌曲集》《夜之女王》

皆由在团时间超过30年的长号首席奥拉夫 · 奥特改

编，他与三位青年长号手相互配合，乐曲高昂时他的白

发随之跳动，到其他乐手的部分他也用手轻轻在腿上

打着节拍，为年轻乐手送上笑容。柏林爱乐新任首席

小号手大卫 ·格里耶来自法国，他精准而感情丰富的小

号乐音迅速征服了现场的观众，动情处他的眉毛也随

着旋律同步飞舞。那晚，萨拉不仅是圆号手，她以风趣

幽默的言辞以及丰富的肢体语言同观众互动，“《晨之

歌》是一支听起来像法文的英国曲儿，就像今晚乐团中

融合着德、法、英、意、波兰等国的乐手，来到中国演出，

真的非常国际化！”

复旦专场音乐会，最大程度诠释了在“家门口”听

音乐，当音乐来敲门，人们满心欢喜。为了让更多师生

领略柏林爱乐，相辉堂南堂同步转播。复旦大学新闻

学院大四学生陈思甜是新乐迷，身边有朋友一到周末

就主动买古典乐的票子，她一直充满好奇，而本次柏林

爱乐进复旦就为她提供了一次良机，“虽然我是门外

汉，但是美好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这场顶级又轻松

的音乐会后，古典乐的召唤可能会时常在她心间响

起。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钱益民也是观众席的一

员，“最近工作很忙，下班后没有时间和精力再跑到市

中心听音乐，从校史馆到相辉堂步行两分钟，送到家门

口的顶级音乐盛宴怎能错过”。古典乐是钱益民的“心

中挚爱”，从1994年始每年必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柏

林爱乐的录音也是熟稔于心，“我的女儿也学钢琴，下

次要带她一起”。

艺术与生活相融，让艺术浸润城市。柏林爱乐总

经理安德莱雅 ·齐茨施曼认为：“柏林爱乐乐团在2002

年建立了教育项目，从孕期女性到几个月的婴儿，再到

白发老人，我们希望将古典音乐和文化带给更广泛的

社会群体。这些年来，我也感受到上海不断地建设音

乐厅与剧场，以完善的文化基础设施与政策惠及更多

市民，这与我们的理念不谋而合。此行在上海，我们也

尽力去接触更多样的人群。”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副总

裁杨佳露告诉记者：“为了推动上海美育大平台建设以

及市民美育普及，我们希望能够打破有围墙的剧院，把

专业的艺术演出平移到城市的草地、广场等，跟老百姓

以最贴近的距离来演出。其实很多天团也非常愿意换

一种方式、换一种场景跟观众见面。”

在上海，“柏林爱乐时刻”还有更多，这又何尝不是

每个人的“爱乐时刻”。钱琨同学曾对圆号演奏家萨拉

说，“希望你把《莫扎特与曼波》带到上海来”；长笛演奏

家耶尔卡也对昆曲笛师钱寅说，“期待你们（昆曲）来柏

林演出”。

音乐在交流中共鸣，艺术在融合中升华。爱乐之

城，永不落幕。

中国唯一一站，柏林爱乐驻演项目刷新顶级乐团世界巡演“上海样本”

“柏林爱乐在上海”8天全记录
■本报实习生 孙彦扬

记 者 邢晓芳 姜 方

6月26日，“柏林爱乐在上海”首场交响音乐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钢琴家王羽佳助阵。 （本版图片均主办方供图）

萨拉 ·威利斯送给钱琨圆号钥匙扣礼

物，并在她的弱音器上留下金色签名。

上昆青年演员谭许亚指导柏林爱乐乐团首席诺阿 ·本尼迪-巴格莱寻找二

胡的音区。

责编/杨燕 编辑/余润坤
视觉设计/张继 冯晓瑜

6月25日，上海博物馆东馆。上海昆剧团首席笛师钱寅与柏林爱乐长笛演

奏家耶尔卡 ·韦伯一起讨论竹笛构造。

6月25日，复旦大学相辉堂。复旦大学本科生钱琨跟柏林爱乐圆号手萨

拉 ·威利斯开心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