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文化2024年3月2日星期六
责任编辑刘剑峰 美术编辑翁浩强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传承千年的泉州南音，是世界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中国音乐史上
的活化石”，当它遇上高科技，会呈现怎样
的别样风情？当西方音乐和中国各地的不
同风格音乐，在AI的助力下，变成我们“熟
悉的陌生人”，乐迷是否会感受到意外的惊
喜？这一切，都将在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
3月至4月举办的“数字缪斯——2024音乐
科技融创节”上给出答案。“数字科技的发
展对音乐创作、表演的影响是时代发展的
必然。”在解释这个节的创办初衷时，音乐
厅总经理方靓说。

据介绍，“数字缪斯——2024音乐科
技融创节”，共设置五个单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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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乐
无穷”展演的4台演出及“创意推介会”

“工作坊”内容由上海音乐厅面向全球音
乐家征集，并特邀蜚声国际的艺术家——
著名作曲家、中国人工智能学会艺术与人
工智能专委会副主任、上海市音乐声学艺
术重点实验室主任于阳（中国），著名小提
琴家、创新古典音乐开拓者丹尼尔·霍普
（德国），著名华裔作曲家、中西音乐融合
创作先锋黄若（美国），音乐制作人、游戏
配乐代表作《原神》陈致逸（中国），作曲
家、制作人、古典音乐的创新先锋加布里
埃尔·普罗科菲耶夫（英国）作为“首席推
荐官”评选产生。

从全球102部报名作品中产生的本
届音乐节的“乐无穷”展演板块4部作品，
均为原创作品，且创意符合本届音乐节

“数字缪斯”主体精神，体现了音乐与科技
的融合，包括使用音乐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进行创作。

4部展演作品风格多元。4月4日-5
日“梦境空间——徐之晗爵士管弦乐团音
乐会”，将由作曲家、爵士吉他演奏家徐之
晗领衔爵士管弦乐团10位优秀的音乐家

探索爵士乐融合西方古典音乐和中国元
素、民俗特色所呈现出的斑斓色彩；4月
12日-13日“过去即是未来，数字化的世
界遗产‘南音+’音乐会”，来自泉州的“点
水南乐”乐队在挖掘古乐南音的基础上，
运用科技化、数字化、艺术化的手段创作
为新时代的南音，增加合成器、大阮、打击
乐、吉他、贝斯等乐器的编配，从声音的科
技制作进行辅助，形成新的音乐类非遗项
目表达形式；4 月 17 日-18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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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一位歌者跨越百年上
海变迁，将灵魂与记忆放到人工智能的系
统里，并依旧不懈努力探寻音乐与艺术意
义的故事，故事主体的“我”以机械臂的形
态出现；4月27日-28日“万象声息——电
子音乐与数字影像音乐会”，来自上海音
乐学院与中国音乐学院电子音乐设计专
业的创作者们将进行一次跨地域、跨文化
的音乐探索——上海地区的民间童谣、江
苏地域的古琴文化、山西的社戏锣鼓、新
疆的民族元素等多种音乐文化特征，都将
通过结合电子音乐、数字影像、演奏员现
场演奏以及AI画面迭代等多种元素，展现
中国各地的文化特色和声音魅力。

在“特别呈现”板块，柏林音乐戏剧团
“尼可与领航者”将有“《寂静之声》——音
乐肢体表演与影像呈现舒伯特艺术歌
曲”“《力量与自由》——音乐肢体表演与
影像呈现贝多芬作品”等两部作品亚洲首
演，作品通过现场音乐+肢体+实时影像
等艺术形式融合创新，全新诠释舒伯特和
贝多芬的经典作品。

此外，论坛板块和“创意推介会”板块，
都将探讨和展示音乐与科技的未来发展之
路。为了能让更多观众体验音乐科技产业
的前沿发展成果，将在3月至4月持续举办
系列工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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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形式。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2月 29日晚，乐坛令人瞩目
的90后国际指挥新星钱骏平执棒上海交
响乐团，和第二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
际小提琴比赛冠军周颖，联袂演绎了勃
拉姆斯的经典曲目。这场音乐会上，他
们还合作完成了华裔作曲家周天作品
《霎那间》的中国首演。28日，两位艺术
家接受记者专访时，在勃拉姆斯之外也
特别讲述了和周天就他这部中国作品的
探讨。“怎样的作品，才算讲好了中国故
事？”钱骏平告诉记者，他其实一直在考
虑这个问题，而事实上，包括上海交响乐
团在内的很多中国音乐人，也同样在探
索这个课题。

作为上交新乐季的重磅演出之一，
《钱骏平演绎勃拉姆斯》这场音乐会的“硬
菜”当然还是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的经
典。音乐会演绎了勃拉姆斯的《D大调小
提琴协奏曲》作品77和《A大调第二小夜
曲》作品16，这也是上海交响乐团熟悉并
相当有特色的曲目，钱骏平表示：“我要做
的，就是将这些曲目调整到我和小提琴独
奏周颖以及上交大乐队三方都舒服的状
态。”对最终的呈现，上海的乐迷们也相当
认可。

秉承上海交响乐团近年来力推中国
作品的惯例，音乐会的开场曲目，选择了
华裔作曲家周天的《霎那间》。后者2018
年凭借《乐队协奏曲》获第60届格莱美奖

“最佳当代古典音乐作曲家奖”提名，成为
获此殊荣的第一位华人，2019-20乐季任
上海交响乐团驻团艺术家，这位在国际上
成名的作曲家如今已在国内有了相当的
知名度。

钱骏平一直在跟周天交流这部6分

钟作品的创作理念，他告诉记者，自己和
周天的交流非常“舒服”，“我们作为一名
指挥，拿到一个谱子就相当于充当了‘解
码器’，而作曲家就是‘编程’的，每次我们
交流作品都会非常顺畅。周天会详细而
清晰地表达自己的创作思路，绝大部分的
时候我都能够懂他的想法。因为思路清
晰，所以乐团也掌握得非常快，第一次排
练20分钟，我们就能够演了。”

在他看来，《霎那间》相当中国，“就像
作品介绍里说的，这部作品是从傣族舞蹈
中获得的灵感——当然，对一部音乐作品
来说，创作的最初动机来自傣族舞蹈，并
非最终呈现的就一定是傣族舞蹈，但仔细
听，他作品中有一些些调调是有傣族那种
感觉的。”

钱骏平还指挥过周天另一部写当年
华工在美国修铁路那段历史的作品《礼
献》，也能从中感受到作曲家的鲜明中国
式情感。他说：“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讲，
中国音乐家怎么样才算讲好中国故事？
首先，就得考虑什么才是交响乐中的中国
故事。”

钱骏平18岁出国留学，也一直在西
方生活和工作。“就像所有的艺术一样，交
响乐要讲中国故事，都是跟中国的思维方
式有关系的，这些思维方式，完全可以体
现在音乐里面，这是有办法创作出来的。”

小提琴独奏家周颖对此“深表赞同”，
她笑称自己就是大家戏称的“ABC（在美国
出生的中国人）”，“作为华裔，我父亲来自
上海，我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家有意识地
让我沉浸在中国环境、中国文化和中国习
俗中。”她也因此在文化上更为包容，“作
为音乐家，我们应该是文化的使者”，而这
样的理念，跟中国故事希望阐述的理念，
一脉相承。

乐坛新星联袂演绎“中国味道”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讲述一百多年前青年“睁眼
看世界”，为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史实的

“爱上北外滩·睁眼看世界”丛书，已由学
林出版社推出，昨天在一大会址纪念馆举
行研讨会。

据统计，1919 年到 1920 年，有近
2000名中国青年远渡重洋，寻求探索中
国的救亡之路。他们不仅改变了自己的
人生，也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命运。时间

已过去百年之久，但那时青年之梦依然
激励着今人。记者了解到，由上海社会
学科院研究员熊月之主编的“爱上北外
滩·睁眼看世界”丛书，分为《赴欧》《赴
日》《赴美》《赴苏》四本书。以超 1000
页、83万字、370幅各类图片的巨大体量，
以扎实史料、严谨考证、生动文字，对百
年前从上海虹口北外滩出发的一批批仁
人志士的事迹进行深入发掘和系统研究
梳理，呈现上海特别是虹口，在中国近代
留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这个系列让你从一套书爱上北外滩

上海音乐厅开启音乐科技融创节

当非遗遇到AI 乐迷“乐无穷”

发布会现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