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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新中心城市
展示中华之美

廖昌永与哈特穆特·霍尔
“古典诗词与书画——中国艺术
歌曲音乐会”2024年国际巡演，5
月25日自上音歌剧院拔寨起营，
随后6月在德国汉堡易北爱乐音
乐厅、7月在芬兰萨翁林纳歌剧
节先后亮相。此次澳新巡演，是
中国艺术歌曲的最新研究成果
首次成体系地亮相大洋洲。

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歌唱家
廖昌永与世界著名声乐合作钢
琴艺术家哈特穆特·霍尔，都是
享有世界声誉的音乐家。两人
合编的《玫瑰三愿：中国艺术歌
曲16首》在2021年由全球最古
老音乐出版社——德国大熊出
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中国古诗
词谱曲的艺术歌曲首次以中、
德、英三种语言的形式，在中国
以外的国家出版。两人此次联
袂上演的，正是这16首中国艺术
歌曲的精品之作。

音乐会的开场曲是对中国
艺 术 歌 曲 极 具 意 义 的“ 第 一
首”——青主先生于1920年在德
国柏林学习期间基于苏轼代表
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创作的
《大江东去》，这首作品从此也奠
定了中国艺术歌曲基于诗词创
作的标准。音乐会上，廖昌永演
绎了不同时代中国作曲家创作
的作品，包括《玫瑰三愿》《红豆
词》《春归何处》《枫桥夜泊》等经
典作品，《阳关三叠》等古曲，以
及当代著名作曲家创作的《一剪

梅·红藕香残玉簟秋》《水调歌
头·明月几时有》《双调·新水令》
《幽兰操》等创新之作。

现场舞台还通过多媒体展
示了与这16首歌曲高度契合的
精美中国书法和传统水墨画。
音乐作品题材广泛、风格多样，
从婉约到豪放，不仅展现了中国
诗词和音乐文化的含蓄之美，更
通过书法与绘画作品的结合，赋
予了歌曲全新的视觉表达，让观
众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领略到
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作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音乐
名校，上海音乐学院有着展示中
华传统文化之美的使命感。除了
让书画作品在舞台上多媒体展
现，巡演还将实物带到了巡演现
场展出。像是在悉尼歌剧院，中
国著名书画家汪家芳先生和丁筱
芳先生特地为音乐会歌曲而创作
的书法、绘画作品，就在歌剧院音
乐厅北厅同步展出。事实上，在
国际巡演中，廖昌永不仅登上舞
台，还常常走进校园、社区，走进
使领馆，通过大师班、见面会、讲
座等丰富多样的形式，与当地学
子、观众、文化名流会面，让中国
文化的传播更广泛、更高效。

演出场场爆满
观众得偿所愿

澳新巡演的三场音乐会，均
在两国文化中心城市的地标音
乐厅举行，包括悉尼歌剧院这样
的世界著名剧院。音乐会消息
官宣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仅
是华人华侨从各地赶往剧院，当

地的艺术界知名人士和众多对
中国音乐感兴趣的海外友人，也
都共赴这场音乐盛宴。两千多
座的悉尼歌剧院音乐厅，座无虚
席，音乐会结束后，观众们一直
不愿离去，多次掌声让廖昌永和
哈特穆特·霍尔不得不一次又一
次谢幕。在悉尼和奥克兰，廖昌
永返场演唱《父亲的草原母亲的
河》，在墨尔本带领全场大合唱
《我和我的祖国》，场场都能将气
氛推向最高潮。

在抵离机场时或音乐会散
场后，廖昌永总是被无数歌迷围
绕，包括不少外国歌迷，求签名、
求合影，廖昌永总是尽量满足。
在悉尼，有正在学习中国艺术歌
曲的外国青年声乐学生，一遍遍
喊着“您唱得非常非常好，我非
常非常喜欢”；在墨尔本，国外观
众有人告诉工作人员和媒体说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男中音”，也
有人说“中国艺术歌曲非常感
人，廖昌永的声音非常优美”。
当然，华人观众更是激动，有人
动情表示：“这是一场无与伦比
的视听艺术盛宴，大家期盼已久
的廖昌永院长所诠释的中国经
典音乐艺术的华丽乐章终于在
南半球艺术地标唱响了。这是
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文艺
术交流盛事，也是中国优秀经典
文化在全球推广传播的典范。”

共同缔造了这一文化盛景
的世界著名声乐合作钢琴艺术
家、德国卡尔斯鲁厄音乐学院原
院长哈特穆特·霍尔教授表示，
自2018年与廖昌永合作以来，

越来越感受到中国艺术歌曲在
语言、艺术与历史文化中的深远
魅力。

艺术歌曲国际推广
名家效应彰显

包括此轮澳新巡演在内的
廖昌永与哈特穆特·霍尔“古典
诗词与书画——中国艺术歌曲
音乐会”2024年国际巡演，是上
海音乐学院推动艺术歌曲国际
传播的重要举措——通过著名
歌唱家的示范效应，补齐艺术歌
曲推广“拼图”，让它形成包括文
献整理、理论研究、声乐教学、大
师示范、新人扶持等环节在内的
完整闭环、立体化网络。

作为中国艺术歌曲的发源
地、实践地、推广地，从青主创作
中国第一首艺术歌曲《大江东
去》，到萧友梅、黄自、贺绿汀、丁
善德等大师巨擘的创作，以周小
燕为代表的一代代大师不懈演
绎，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在此方面
的教学、创作、表演、研究与推

广，上音当之无愧成为中国艺术
歌曲的引领者。

近年来尤其是2017年成立
中国声乐艺术研究中心后，以廖
昌永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团队，
已让中国艺术歌曲理论成体系，
如今，在传播方面上音正在确立

“上音标准”。在国内，上音在福
建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重
要综合类大学设立中国艺术歌
曲教学与研究中心，将创作、演
出、研究成果与经验反哺教学，
形成“教创演研”一体化全链条；
在国际上，通过与世界最古老音
乐出版社——德国大熊出版社
国际发行《中国诗词艺术歌曲16
首》，在维也纳、日内瓦、汉堡、萨
翁林纳等世界顶级音乐舞台上
举办中外艺术歌曲音乐会。

“笔墨当随时代，当历史的
接力棒传到我们手中，我们有责
任用我们的方式把它们记录、传
承下来，文化就在这个接力的过
程中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廖昌
永说。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作为中国规格最高
的诗歌盛会之一，第九届上海国
际诗歌节即将拉开帷幕。本届
诗歌节的主题为“诗意天下 和
而不同”。意在邀约世界各地的
诗人奉献美好的诗意，讴歌人类
共同的理想，并以丰富多彩的风
格展现诗歌的多样性和创造性。

本次上海国际诗歌节由上海
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指导，由上

海市作家协会和徐汇区委宣传部
共同主办。作为世界诗歌界的一
个重要节日，上海国际诗歌节的
国际性历来引人关注。每一届总
有一些大牌诗人受邀来到上海，
和市民度过富有诗意的一周。

今年恰逢中法建交六十周
年，中法诗歌交流互动，是本届
诗歌节的重要内容。所以受邀
来访的法国诗人是今年的一大
亮点。记者注意到，今年受邀的
法国籍诗人有三位，分别是让-

皮埃尔·西梅翁、塞尔日·佩和张
如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生
于 1950 年的让-皮埃尔·西梅
翁，他是享誉法国文坛的著名诗
人、小说家、剧作家和文学评论
家。他的主要诗歌作品有《静止
之河流》(1984)、《世界的感觉》
(1993)、《山毛榉林》(1998)等，迄
今已揽获安东尼·阿尔托、马克
斯·雅各布等六个诗歌奖项。

此外受邀的诗人还有拉格
纳尔·鲍德松（冰岛）、卡斯滕·斯

坦梅茨（德国）、罗斯·范·森（澳
大利亚）、杰克·马里纳耶（美
国）、野村喜和夫（日本）、阿米努
尔·拉赫曼（孟加拉）、鲁道夫·哈
斯勒（古巴）、豪尔赫·帕尔马（乌
拉圭）、扎基·贝顿（黎巴嫩）等外
国著名诗人。中国诗人有臧棣、
西渡、蓝蓝、树才、田原、姚时晴、
程庸等。

据悉，11月30日，第九届上
海国际诗歌节开幕式暨“金玉
兰”诗歌大奖颁奖典礼，将在徐

汇区的徐家汇书院举行。此后，
在为期五天的活动中，还将分别
在上海市作协、上图东馆、静安
区图书馆、思南书局诗歌店、巴
金故居等地，举办《上海文学》第
九届上海国际诗歌节特刊首发
式暨诗歌论坛、“诗意天下 和而
不同”诗歌朗诵会、“中法诗歌交
流论坛”、“诗风万里”诗人进社
区采风与交流，以及“第九届上
海国际诗歌节闭幕式”等精彩纷
呈的文学活动。

第九届上海国际诗歌节将启

展现诗意天下，感受和而不同

廖昌永国际巡演首次落地大洋洲

以音乐为桥让世界了解中国
继6、7月的欧洲巡演之后，廖昌永与哈

特穆特·霍尔“古典诗词与书画——中国艺术
歌曲音乐会”的国际巡演11月首次落地大洋
洲，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完成了三站澳新巡演
的演出——11月10日悉尼歌剧院、11月16
日墨尔本演奏厅、11月19日奥克兰布鲁斯梅
森中心，场场爆满、座无虚席。通过音乐大师
的频频登台，作为中国艺术歌曲推广引领者
的上海音乐学院，既让中国艺术歌曲的体系
更完善，也利用名家效应给全球青年音乐人
作出了示范效应，引领更多的新生力量加入
这一文化事业。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演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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