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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第十二届上海当代音乐
周即将开幕。9月13日至18日，这
个云集当代音乐名团和全球当代作
曲大家的盛会，将在6天时间里举行
5场学术讲座、1场国际室内歌剧作
品比赛决赛、11场音乐会。青年报
记者获悉，当代音乐影响力正越来越
强大，像本次的开幕音乐会上演奏的
作品，甚至包括了克罗地亚前总统伊
沃·约西波维奇（Ivo Josipovic）的作
品，他本人也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

上音作曲系主任周湘林教授告
诉记者，2008年推出的上海当代音乐
周，“一开始主要是为了向世界展示
今天的中国艺术创作是什么状态”，
而这个平台在随后的12年里，推出
了不少的青年音乐家，意义重大。

今年的音乐周，有不少亮点。艺术
总监温德清说：“对于入门乐迷，我最推
荐开幕演出，可以听到六首非常不同的
音乐。这些作曲家有的擅长改变每个
乐器的音色，有的呈现女性对声音世界
的幻想，有的把传统元素重新演绎，他
们的作品听上去很新鲜、很美，而当代
音乐的演奏家，本身就充满激情，会给
观众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

确实，观众大概会很意外，这场
开幕式上，还有克罗地亚前总统伊

沃·约西波维奇的作品。据了解，他
其实也是职业作曲家，毕业于萨格勒
布大学法律学院和音乐学院，从总统
位置上卸任后，还是克罗地亚音乐协
会的秘书长。

当然，当代音乐周并不是只有噱
头。第十二届上海当代音乐周共有
五支献演乐团——Ensemble Mod-
ern、Ensemble Telemaque、北京当代
乐团、上海爱乐乐团、上海当代音乐
周室内乐团。作为国外代表乐团的
Ensemble Modern、Ensemble Tele-
maque，由于成立历史悠久，对于当代
音乐的演绎及传播有着深厚影响，在
当代音乐圈内是最顶级的乐团。

此外，为了让这个平台对当代音
乐的推动作用更加强大，本届当代音
乐周还首次举办了第一届上海国际
室内歌剧作品比赛，旨在鼓励青年作
曲家富有创新精神的优秀创作，为室
内歌剧的创作提供一个国际平台，推
出优秀的原创歌剧作品。

“并不完全是因为上音歌剧院的
落成。”周湘林说，“在中国有大量歌剧
上演，但室内歌剧很少，我们认为，当
代音乐应该有创意，所以鼓励大家创
作室内歌剧。它很适合，因为制作期
短，花费也少，十几个人就能完成整台
歌剧，时长也只有20分钟左右一场，
对培养青年音乐家非常有帮助。”

论坛紧扣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邀请上海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王战、美国布鲁金
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国家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原专职副主任彭
波、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学院校长李仕
伟发表主旨演讲。四位嘉宾分别从
文明互鉴、美国认识、互联网治理、人
才培养等角度阐述了中华文明包括
上海所在的江南文化对延续千年丝
路、推进当代“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
性，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各种误解以
及如何避免“修昔底德”等陷阱，中国
互联网治理的中国路径与中国经验，
以及如何推动沿带沿路国家在教育
领域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开展合作。

在大会发言中，与会知名学者从
共建“一带一路”的新阶段新特点出
发，对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
过程中如何在利益最大化和风险管
控目标之间进行权衡，如何贯彻高质
量发展理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
呼吁打造一带一路学，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除大会外，本届“一带一路”上海
论坛共设三个子论坛，即开放之路：
第三方合作与“一带一路”、绿色之
路：可持续发展与“一带一路”、廉洁
之路：共建风清气正的丝绸之路。国
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三个子论坛设置
的六个议题进行发言和探讨。

在“开放之路：第三方合作与‘一
带一路’”子论坛中，如何开展好国际
合作、奏好“一带一路大合唱”成为突
出主题。与会者提出，第三方市场合
作是开放包容、务实有效的国际合作
模式，推进诸如中日、中韩之间的第
三方市场合作，有助于各国企业之间
形成优势互补，共同为第三国经济发
展注入新动能。还有学者提出创建
新型的“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启动
公私合作项目的国际化、并向外国公
司开放的建议。学者们提出，要积极

探索国际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的路径，使国际组织在“一带一路”建
设和全球治理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
用；应该充分关注“一带一路”对包括
拉美在内的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影响，
推进中国与相关地区建立新的合作
与协作模式。

在“绿色之路：可持续发展与‘一
带一路’”子论坛中，绿色成为学者们
发言与讨论中的亮点。与会者强调，
绿色发展需求是一个全球挑战，“一
带一路”倡议下的绿色之路建设任务
艰巨，但为区域和全球合作展现了一
个美好愿景和中国方案。就如何平
衡企业的长短期风险、实现“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
展，学者从企业投资项目面临的各类
风险及其管控、“一带一路”倡议与中
日传统新技术的融合、对“一带一路”
倡议的认知差异与国际社会环境的
协调、“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乃至东
亚地区的繁荣发展、加强投融资国际
合作、从发展的角度解决债务问题等
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在“廉洁之路：共建风清气正的
丝绸之路”子论坛中，如何改善国际
营商环境、推进企业合规经营是与会
者的关注焦点。大家一致认为，廉洁
之路建设需凝聚广泛共识营造良好
的营商环境，优良的营商环境建设是

“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吸引外资的
重要条件。诚信、守法、便利、公正的
营商环境构建应该是今后若干年“一
带一路”各国经济体、企业包括非政
府组织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
保障，不仅有助于降低各国贸易、投
资、国际合作的交易成本，而且能够
再造“一带一路”各国高质量发展的
共赢、共享与繁荣。学者们还从中
国与东盟合作案例、中国清廉国家
建设的经验、欧洲对“一带一路”参
与等方面分析了对建设廉洁丝绸之
路的看法。

世界中国学论坛“一带一路”专场

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支招
昨天，由“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秘书处、上

海社会科学院、香港贸易发展局联合承办的第八届
世界中国学论坛“一带一路”专场暨第二届“一带一
路”上海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成功召开。来自
中国、美国、日本、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
西亚、保加利亚、意大利、西班牙、摩洛哥、阿根廷、
古巴、南非等国家的近60位专家应邀发言与讨论，
来自国内外的近200余名代表参加了论坛。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顶尖音乐家来当代音乐周“炫技”

给上海乐迷听最意想不到的音乐

用个性化的乐符诠释“当代音乐”的意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