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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展示建党百年来的音乐大事
这次红色展览中，最重要的

“百年征程”板块，汇集了自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百年间，
中国专业音乐发展历程中的重
要作品及事件。整个装置按照
年份顺序排列，从 1921 年到
2021年逐年摘取当年份重要内
容呈现（100 周年，共 101 个年
头），随之对应101条大事记。

记者看到，在1921年的年份
牌上，写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
立，中国的音乐和文化事业亦方
兴未艾。同年，萧友梅任北京女
子高等师范学校首任音乐科主任，
其他各类高校音乐研究会及民间
音乐组织风靡云蒸。”众所周知，萧
友梅作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的主要
开拓者和奠基人，当时回国后也开
始筹备上海国立音乐院，并于
1927年和蔡元培先生共同创办

了后来蜚声国际的这所著名院
校，也即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

而在1935年的年份牌上，选
曲的大事记是《义勇军进行曲》歌
谱在《中华日报》正式发表。贺绿
汀请苏联作曲家阿甫夏洛莫夫配
器，并由百代公司录制首版唱片，
作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而
风靡全国，成为中华民族危难之
际发出的最坚强的呐喊声。

重要的年份大事记，还包括
了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举
行、1956年“第一届全国音乐周”
的举办、1959年国庆10周年时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诞生、
1977年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的
一场演出的重要意义、2001年中
国音乐金钟奖的诞生，等等。

除了百年大事记，展览也展
示了142年历史的上海交响乐团
与中国交响音乐共发展的历程。
在这一过程中，上交首演并参于

创作了许多重要红色作品，也培
养了一代代音乐家。在人物展
区，展出了丁善德、黄贻钧、瞿维、
朱践耳四位音乐家的14件珍贵
实物，包含丁善德《长征交响曲》
首演节目单和首版黑胶唱片、朱
践耳《唱支山歌给党听》手稿、瞿
维《人民英雄纪念碑》首演节目单
以及黄贻钧1981年指挥柏林爱
乐乐团时的指挥棒等。

9位志愿者将上岗导览
22日，红色主题展针对媒体

和志愿者进行了预展。9位上海
交响乐爱好者协会的成员，接受
了专门培训，在7月1日之前的
展览期间，将轮番上阵在上交为
观众导览；同时，中国音乐的相关
知识还被编成了题库，以闯关的
形式与参观者互动，可以单机挑
战，也可以联机和其他参观者一
起PK。上交期待，能用这样的专

业导览和趣味答题，吸引更多观
众尤其是年轻人走近红色音乐。

“这些志愿者，大部分已经
退休，他们都是资深的古典乐
迷，对中国音乐历史和上交的历
史，都比较熟悉，我们进行培训
后，将担任讲解工作。”周平介绍
说，这次志愿者招募，报名极其
踊跃。6月23日-7月1日的展
览期，每天15：00-21：00逢整点
都将有一次精彩且颇具红色音
乐小知识的导览准点开始，其中
6/25、26、29 及 7/1 四场《建党伟
业》主题音乐会前的18：30，主办
方还将特别增设一场导览。

“听不听音乐会，都可以来
看看展览。”周平说，展演结合的
方式，能让观众更丰满地理解这
些音乐作品，“尤其是现在我们
的红色新创作品音乐会，通过了
解音乐历史，加上参与互动，应
该能从音乐中感受到更多。”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在建党百年之际，
“生声不息·一乐百年——民族
室内乐情景音乐会”正式在上音
歌剧院管弦乐排练厅拉开帷
幕。这台由上海音乐学院艺术
管理系、研究生部出品的剧目，
全部由上音学生自己完成，表达
了当代大学生对党的一份赤诚
和崇敬。

这台演出充满了新意。首
先，这并不是一场严格意义上的
音乐会。音乐部分由心元民族
室内乐团完成，乐团10位乐手
和一位指挥都是上音在校硕士
生和本科生。这场音乐会不仅

可以听，还可以看，由上音音乐
剧等专业的学生加入了情景剧
的成分，分为“入伍”“缅怀”和

“展望”三个篇章。戏剧穿插于
音乐会之中，通过倒序的叙事手
法，借用男女主角之间珍贵而美
好的情感，把希望和祝福传递给
未来。这种红色题材的民族室
内乐情景音乐会还是学生们的
首创。

而另一个亮点则是这么一
场集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
大型音乐会全部是由上音2020
级艺术管理系研究生团队完
成。担任本场音乐会制作人的
周颖华就是艺术管理系的一名
研究生，她告诉记者，在策划这

场音乐会的时候，他们就在想要
做一场比较有特色的，反映当代
大学生风貌的红色题材音乐会，
而通过查阅大量资料，他们发现
目前大编制的交响版和合唱版
会更多，而将经典红色歌曲以民
族室内乐形式进行改编，目前很
少。所以他们就邀请了作曲系
的同学进行了这次改编创作，希
望能赋予经典新的生命力。

像周颖华这样的艺术管理

专业研究生是幸运的，因为他
们可以在还未毕业时就直接参
与重大演出的全过程，这对他
们今后的艺术工作将产生重大
影响。上音艺术管理系教师颜
聪告诉记者，“当今的艺术行
业是突出跨界与整合的年代，
表演艺术与视觉艺术的联结，
音乐与戏剧的相遇，科技与艺
术的紧密相接，是未来的整体
趋势。”

黄浦区政协举行
庆祝建党百年演出

本报讯 记者 冷梅 6月 21
日，“风雨百年路，同舟新征
程”——黄浦区政协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在
白玉兰剧场隆重举行。该演出集
结了黄浦演艺界的众多名家大
腕，剧种涵盖淮剧、越剧、沪剧、京
剧、滑稽戏、豫剧、京歌，也有钢琴
协奏曲、歌舞、诗朗诵，以一台精
彩纷呈的“红色大戏”，热情礼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尽情抒发对
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之情，
信手阔步走向未来新征程。

在上篇“致敬”中，著名淮剧
表演艺术家梁伟平带来了反映第
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原创淮
剧《大洪流》选段；著名越剧表演
艺术家赵志刚、陈湜演唱了越剧
《红色娘子军》选段。黄浦区政
协16名女委员带来了沪剧小合
唱《红灯记》选段《都有一颗红亮
的心》，抒发永远不变的初心。
在中篇“感恩”中，著名沪剧表演
艺术家茅善玉演唱了沪剧《江
姐》选段《红梅赞》；著名滑稽表演
艺术家王汝刚，黄浦区政协委员、
著名滑稽演员陈靓等表演了滑稽
戏《欢声笑语庆百年》，生动讲述
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故事；上
海评弹团的青年演员弹奏演唱了
大气磅礴又饱含深情的《蝶恋花·
答李淑一》。在下篇“奋进”中，著
名表演艺术家李佩红与毕洪嘉
小朋友共同演唱京歌《唱支山歌
给党听》。

最后，全场合唱《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将现场气氛推
向了最高潮，观众自发挥舞着手
中的五星红旗，表达心中的激情
澎湃。

循着这个展览
踏访上海红色印记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作为中
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拥有丰
富的红色资源。截止到2020年，
上海市3437处各级文物保护单
位、1058处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中，蕴藏着大量与党的诞生和成
长息息相关的历史记忆。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上海市测绘院和明珠美术
馆共同主办的“上海市保护建筑
中的红色印记”展览昨天在明珠
美术馆举行。去年，上海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策划，上海市测绘
院编制了《上海市保护建筑中的
红色印记》地图。该地图以党史
研究和文物保护相关资料为依
据，结合实地核查，最终从上海市
保护建筑中遴选71处红色印记
并落点标注。本次展览以“上海
市保护建筑中的红色印记”为主
题，踏寻旧址，重新倾听隐于黄浦
区全国一大会址、静安区毛泽东
旧居、虹口区文化名人故居等71
处保护建筑中的红色故事，见证
初心使命。

101条大事记，14件珍贵藏品，上交红色音乐展带你聆听百年回响

让青年了解文化如何为人民服务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上海交响乐团将于6月23日开始正式推出“聆听·百

年回响”主题红色音乐展。6月22日，青年报记者在预展现场看到，展览分为三大板块，布置
了从1921年至2021年百年间的101条中国音乐史上的大事记，此外还有上交自身的众多
重要红色文物参展，全国观众在前不久上交红色巡演中的留言，也以互动装置的形式出现在
展览中。 青年报记者 陈宏

“这个展览不算很大，

但像我们刚才看到的101

个词条，其实背后都是我

们团队仔细筛选的，选取

了在这个时代当中音乐

创作最为重要的点。你

把它们连起来看以后，就

会发现一条非常清晰的

中国音乐发展脉络，可以

看到我们的文化是怎样

为人民服务的。”
——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

上音学子演绎
一场“别样的红”

生声不息·一乐百年——民族室内乐情景音乐会。 受访者供图

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右）亲自上阵为市民游客导览。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