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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十二时辰，总有丝竹声声

青年报：在你个人看来，江

南好在何处？

张奕：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
纷繁复杂的社会里面，包括年轻
一代生活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工
作、学习压力都很大，但是我觉
得很幸运的一点是我们生活在
江南这个地方，它所有的一切都
是非常温润和包容的，比如我们
选择了园林这一景观来呈现，特
别是太仓的南园，我们去做了很
多采风拍摄之类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的文化根基里，
古人已经找到了自己和这个世
界和谐相处的方式，比如他们通
过园林的建设、造景、乐曲创作
和演奏等方式来和世界产生一
些温和的链接。所以江南好在
哪里？它有很多很多美好的东
西，而这些美好是极其治愈的，
那不管你碰到什么样的事情，你
可能找一个晚风吹拂的夜晚，在
树下坐一坐，你就会觉得很舒
服、很释怀。

青年报：你自己是如何去感

受“江南好”的？

张奕：“江南好”，一开始可
以算是一个命题作文，太仓市文
化馆找到我们说想做一个江南
丝竹的主题音乐会，他们希望江
南丝竹作为非遗可以传承下去，
让更多年轻人喜欢，而自得琴社
本身是为年轻人所熟知的国风
音乐团体，由他们来创作一台音
乐会，希望会有更多年轻人从音
乐会开始了解、欣赏、喜欢上江
南丝竹。

在近两年的筹备时间里，我
们前期先进行了文献类研讨，定
下方向，比如当时就是我提出来
说想要用一个人物和一天的时
间来串联起江南的生活场景，大
家都觉得还不错，那么接下来就
是我们要去实地考察，所以去年
上半年我们的主创团队进行了
几次采风。比如去年四月，也就
是现在这般的春天，我们去了太
仓很多园林、名人故居、美术馆、
博物馆等地方，当时就直观感受
到江南地区的人很幸福很舒适，
并且经济上也富庶，会带给人更
多的心灵滋养。这也是我要去

诠释江南的一个地方，不管是古
人还是现代人，也不论年轻人还
是老年人，都会共通到，生活在
江南，能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它的
治愈力。

采风后也就获得了更多的
感性材料，然后从去年下半年开
始形成了完整的曲目、台本等，
一直到今年一月在上海先进行
了一个试演场，这是一个比较内
部的合成试验，在那之后又做了
一些修改提高。所以这一次我
们很荣幸作为“第39届上海之春
国际音乐节”的主体演出，是全
球首演。

青年报：你是如何与自得琴

社结缘的？

张奕：我是在上海读的大
学，大学期间一直在民乐相关的
社团里，如今自得琴社的古琴乐
手白无瑕是我的大学同学，她在
毕业后专职从事古琴工作，后来
加入了自得琴社，我也因此和那
个时候刚刚成立的自得琴社开
始合作。这是我们的第五次合
作。

那时候自得琴社的核心成
员都非常有想法和抱负，他们希
望当时还不为人所熟知的古琴
去吸引新观众，因为也想从我们
这些当时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
人里汲取一些点子，所以我们开
始去创作一些和传统音乐会不
太一样的东西，剧场性会更强一
些。

青年报：这次的《江南好》音

乐会中，你自己最满意的部分是

什么？

张奕：我自己最满意的是，
我们把江南丝竹这样一个音乐
类的非遗项目，做了概念深挖和
拆解。江南丝竹有很多非常固
定的经典曲目，也有非常稳定的

乐队配置，这一次我们不仅仅去
呈现江南丝竹的既有曲目，而是
通过采风、文献研究、曲目研究
和新编，将江南丝竹的形成过
程、它和江南人的生活，包括如
何跟江南的经济环境和自然环
境等结合在一起，进行了全方位
呈现。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呈现
江南地区的土壤里到底诞生了
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人，以
及有着怎样的生活。

青年报：你觉得现在国风演

出的市场大吗？

张奕：我觉得是很大的，因
为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和
文化实力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为我们自己的文化之根而
自豪，而且年轻人也愿意去寻找
自己身上的文化之源，就比方说
民族音乐、汉服等这些具有非常
强烈特征的民族元素，已经被我
们年轻人带入到了自己的日常

生活当中去，那我觉得说市场大
不大，那就是在于人群大不大，
那这个人群越来越大，自然市场
就会越来越大。

青年报：你想带给年轻人怎

样的一种国风演出？

张奕：我觉得首先最基本的
必须是好听、好看，整个氛围是
让人觉得非常舒服和治愈的。
另外一方面的话我觉得就是精
气神，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有
很多关于精气神和关于人的品
质的表达，我们在“江南好”的创
作里面，也提取了江南文人这样
的一个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形
象，结合丝和竹的象征，比如丝
是江南财富的重要来源，而竹是
中空外直的，是江南人气质的一
个象征，去象征到我们的中国
人、中国文人，还有我们年轻一
代的中国人，他们昂扬向上、正
直和坚强的精神。

“春天转眼就要过
去了，融融春光却停留
在人们身上。”这是自得
琴社近日上演的最新作
品——江南丝竹新国风
乐集《江南好》音乐会现
场，曲目《明日歌》前映
入观众眼帘的转场字
幕。江南风景不只在春
天，这里的芳菲总会随
着记忆一年四季鲜活下
去。而作为开场的春天
总是重要的，一个寻常
的江南春日在明代太仓
城渐次苏醒，晨光熹微
之际，若你是一位安居
在此的士人，将如何想
象这一日昏晓的生活？

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

作为“第3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主体演出，《江南好》整场音乐会以国家级非遗江南丝竹为核心,并以一日晨昏的时间为序,用一位明代太仓学人的视
角与生活轨迹，融合代表性的江南丝竹曲目风格，新编了14首原创国风音乐。

而身为观众，难免会思考音乐如何去解答“江南好”，不过在文本方面，这场音乐会的90后青年导演张奕早已进行了设问，她的回答是，“世事纷繁，壮志
难酬，烦忧难消。好在江南，有亭台楼阁可栖、花香竹影可藏、温风润雨可慰，愿我们在尘世中，都可得一隅安憩之所，一方安心之地。”在国风越发盛行的当
下，这种问题或许也有了更具体的解答。

江南丝竹新国风乐集《江南好》音乐会现场。 本版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