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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芭蕾遇上3D技术
《天鹅湖》献演艺术节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当下的演出
形式日新月异，除了表演本身，舞美
技术也在快速发展。本届上海国际
艺术节艺术天空就将在11月4日和
5日上演两场高科技和古典芭蕾融
合的演出——电影中常见的3D多媒
体，将营造出芭蕾舞剧中旖旎的的天
鹅湖、奇幻的糖果王国与美丽的莱茵
河岸小乡村。

作为艺术天空的特别演出，俄罗
斯多媒体芭蕾舞剧院将在位于上海
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大通音乐谷登
台。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将在首
日率先登场，这部在世界舞台上盛演
不衰的剧目，此番遇上现代多媒体视
频技术，全新的动态投影替代传统的
静态布景，《天鹅湖》中金熠的王宫、
宏伟的城堡、绚丽的湖畔，都将通过
3D多媒体视频技术，在舞台上逼真
再现。

而第二天上演的《天鹅湖》、《胡
桃夹子》、《吉赛尔》经典芭蕾舞剧集
锦演出，更是几乎网罗了世界范围内
上演率最高的芭蕾名剧，芭蕾舞演员
穿梭在投影与舞台之间，传统舞台的
边界被打破，演员与观众、现实和虚
拟亲密无间地互动；加上经验丰富的
制作团队带来全新的编舞和舞台、灯
光设计，场面唯美宏大，视觉效果堪
比好莱坞大片。

写普通青年的故事
李剑青出生在物资极度匮乏的

年代，在广西桂林的一个乡村。在广
西艺术学院的小提琴演奏专业毕业
后，他加入了交响乐团，却又因作曲
方面的天赋被李宗盛所挖掘，从此和
这位华语音乐的“大哥”成了亦师亦
友的关系。李宗盛对外一直都说，他
终于找到一位“曲风细腻的作曲家”，

“我可以偷懒只写词了”。
有故事有经历，是李剑青给李宗盛

的感受。李剑青自己不写词，却能用曲
子把故事讲得清清楚楚，李宗盛喜欢他
的曲子，甚至邀请他去家里喝红酒、吃
大闸蟹，当然，也听他讲故事。第一张
单曲《匆匆》，就是这么诞生的：李剑青
写了曲子，提供了故事，李宗盛为他写
了词，并且亲自担任制作人。

“他往事如风，我失色青春的惶
恐，现在才知道回忆是心虫，光让人痒
痒，不能碰，明白了现实里没有人是孙
悟空，课堂老师忘了教八面玲珑”，这
样的歌打动了很多青年人、中年人。
就有人在知乎上写：“没有经历过歌词
里所叙述的经历，却在深夜里听到流

泪不止。自己都很奇怪，是被什么触
动了。词跟旋律都让人都忍不住沉
下心来，一遍遍听，却又不敢再听。”

李宗盛喜欢李剑青写的短文，说
自己的味道，但他也直言不讳地说：

“你的旋律比文字强太多了。文字不
代表歌词，歌词需要有一击必中的能
力。我也不是不会写歌词，也曾经想
过自己写，可是看到那些专业作词人
的东西，我就相形见绌了——流水线
上的东西，40岁的我写起来没有任何
问题，可是那没有任何意义。”

自己的故事讲完，李剑青会再讲
身边人的故事，或者看到的故事，然
后讲给李宗盛听。李宗盛跟他说：

“那就做一个系列，讲和你故事接近
的那些人。”于是又有了他的新专辑
《仍是异乡人》，其中包括了《在家
乡》、《出城》、《姥姥》等“故事”，有人
说“质朴却又深情得让人流泪”。

“我不是要跟人比惨，我认为这
张专辑的基调是温暖的。”李剑青
说。而李宗盛曾在制作完《匆匆》之
后说：“我挺满意。有照我想要的情
感走，希望也能去到我想去的地方
……去到这一代离乡背井两眼摸黑

忍受屈辱未来茫然的人的心里。”

让年轻人喜欢古典的东西
歌质朴，却不代表简单。不懂行

的人说他的歌太民谣，李宗盛只叫他
“打太极”，不要去理会。仔细听，能听
到他歌里丰富的元素，不会是《成都》
那样。李剑青不夸自己好，也不说别
人差，只说“东西不同”而已，“就像摇
滚是4个和弦，唱给10万个人听。爵
士10万个和弦，唱给4个人听。”

“我创作的有些歌，看起来有点
晦涩难懂，但如果你看古人用字，就
特别有感觉——我不是故意中国风，
但我当时读书的学校，旁边都是民
乐，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我喜欢传统
的文化，传统的感情。”李剑青说，就
像这次专辑里的《姥姥》，是李宗盛给
他发过来的一首诗，就讲述了后辈对
姥姥的思念，两人都感动，出来的作
品果然好听又特别。

“诗是可以唱的，以前《诗经》我
也用过吟唱，”他说，创作没人能说自
己一定是标准，但他也希望，“能用现
代的、流行的方式，像hiphop，去让年
轻人喜欢古典的东西。”

“小镇青年”的唱作梦与师徒情
网络上经常有一些年轻人自我调侃的段子会走红，比如万圣节说自己不用

化妆就是本色的“穷鬼”。然而，当真正有故事、有意境的作品出现在他们面前
时，他们又会收起嘻嘻哈哈的一面，或动容或感伤。李剑青就有创作这种作品的
功力，自从单曲《匆匆》走红后，他从华语音乐大师李宗盛的幕后团队里走了出
来，40岁的“小镇青年”，唱出了太多在异乡打拼的年轻人心声。近日，青年报记

者也专访了这位不一样的唱作人，寻找他的歌曲吸引青年人的魅力所在。 青年报记者 陈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