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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复刻近9000年历史
的骨笛作为演出乐器、跟随箜篌
的琴弦梦回楼兰……上海音乐学
院第十一届上音开放周期间，东
方乐器博物馆继元旦推出新展
后，联动学校民乐系、作指系、现
打系、艺管系、上音附中师生，以
及上海高校文化育人联盟共
同推出“金声玉律颂中
华”系列活动，打造

“沉浸式”展演，让
千年古乐器限时

“复活”。
4月6日是清

明小长假的最后
一天，东方乐器博
物馆还推出特别版
活动，以博物馆讲座、
专场音乐会串联起文
化假日的特别一天。

让公众喜爱的大学博物馆
近年来，各地博物馆都在加

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的基础上，注重文物价值
挖掘阐释，讲好中国故事，让文
物活起来。“博物馆热”成为文化
现象，“到博物馆去”也成为新的
生活风尚。

作为中国艺术院校中第一座
乐器博物馆——上海音乐学院东
方乐器博物馆，联动校内外相关
院系，贯通大中小思政育人路径，
携手音乐街区，推出了为期一周
的博物馆系列活动。

6日上午，上海交通大学档案
文博管理中心展陈设计室副主任
厉樱姿博士在上音歌剧院管弦排
演厅带来主题讲座《博物馆之

“变”——探秘博物馆的那些事
儿》，回溯博物馆自诞生起在理
念、形态、功能和运行模式等方面

的不断演变，探秘博物馆背后的
故事，并分享高校博物馆应对“快
速变化社会”的探索与实践。

作为上音开放周和上海高校
音乐文化育人联盟、博物馆育人
联盟共同推出的重要活动，这场
讲座不仅传递学术洞见，更凸显
高校“以文化人”的使命。从展柜
中的文物到舞台上的声场，博物
馆的“变”本质是让文化血脉在当
代延续，让历史真正服务于社会
美育。

来自位育实验学校四年级的
谢同学和妈妈一同前来，妈妈介
绍，平时一家人喜欢看展逛博物
馆，在假期的最后一天收获新知
很开心，同时，也通过当日的活
动，一下子种草了东方乐器博物
馆等大学博物馆，希望下次能沉
浸式深度参观和体验。

没有围墙的音乐课堂
走进上海音乐学院美育楼一

楼展厅，“金声玉律颂中华”年展
正以800余件乐器串联起中华音
乐千年文脉。从仿新石器时代的
骨笛、战国曾侯乙编磬，到唐宋南
音的弦管遗韵、明清文人琴箫，每
一件展品都是历史的见证者。

此次上音开放周期间，4月2
日-9日，东方乐器博物馆每日11:
00-11:20的沉浸式展演中，非遗
乐器在师生演奏与专家导赏中焕
发新生：多位上音师生以“导赏+
演奏”形式，推出场馆里的沉浸式
展演，带领观众穿越千年音乐长
河，深入探索非遗乐器的历史文脉
与现代革新。这一特别的让千年
古乐器限时“复活”活动，在6日下
午迎来了“金声玉律承古韵 非遗

丝竹启新章”专场音乐会——跨越
时空的界限，以笛箫弦韵对话千年
文明，用非遗丝竹奏响时代新声。

整场音乐会通过考古复原乐
器、经典民乐组合与先锋跨界创
作的时空对话，展现中国民族音
乐从历史深处走向当代世界的创
新之路，让公众在“没有围墙的音
乐课堂”中感受非遗魅力。

骨笛距今已有近9000年的
历史。骨笛的声音是怎样的？当
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吹响它时，华
夏文明的乐音已开始流淌。此次
音乐会开场演奏乐器正是迄今为
止在中国发现最早的乐器骨笛的
复刻版。上海音乐学院中国竹笛
乐团师生以跨界融合作品《笛韵
天籁》第一幕“逐茓”选段，为观众
带来来自远古的呼吸。之后，团
队又先后带来陈歌辛作曲的竹笛

重奏作品《玫瑰玫瑰LOVE》和由作
曲家李博禅进行改编的《月光爱
人·璀璨》。

箜篌独奏、古筝独奏、古筝二
重奏、二胡四重奏、丝弦五重奏相
继登场，压轴作品《和乐飞扬》则
由笙、手风琴和爵士小乐队带
来。这部作品是作曲家苏潇谱写
的文明交响。作品巧取“笙”与

“巴扬”之名，将西部高原《康定情
歌》的炽热情愫，结合西方爵士乐
写法，使这两件跨越千年的簧制
乐器碰撞出全新的火花，奏出新
时代“和”谐之音。

边导赏、边倾听，上音党委宣
传部副部长、东方乐器博物馆馆长
肖阳介绍，本次开放周将思政引
领、美育普惠与文教结合融于一
体，构建起高校服务社会的立体化
实践。青年学子以专业技艺与责
任感诠释文化使命，学生团队从非
遗传承到演出执行全程参与。“美
育普惠”则贯穿活动始终，让市民
公众在“没有围墙的音乐课堂”上，
打破艺术门槛，也让千年古乐成为
公共文化生活的鲜活部分，这既是
对中华音乐文脉的深情回望，也是
以文化自信回应时代的生动宣言。

除了学习钢琴外，兰景云小朋
友也正在学习传统器乐葫芦丝，他
在妈妈的陪同下全神贯注地听完
整场音乐会。妈妈认为，这样的文
化熏陶对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很有
意义，音乐会不仅有演奏表演，也
有导赏部分，让更多观众真正走进
文化，走进音乐背后的故事。

博物馆的音声因传承而永恒，
因创新而鲜活。之后几天，“沉浸
式”展演仍将全程面向市民免费开
放，观众可通过公众号预约参与。
上音将继续创新校园开放的方式，
丰富校园开放的内容，让“上音校园
开放”成为市民、乐迷乃至全球游客
认可的上海城市文旅融合新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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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冷梅

本报讯 4 月 4 日至 4 月 6
日，上海文化广场迎来了一场震
撼灵魂的视听风暴——英国摇
滚音乐剧场《呼啸山庄》连演四
场，作为第40届上海之春国际音
乐节的重磅展演剧目，带来其上
海首秀。这部由英国鬼才导演
爱玛·赖斯颠覆性改编的经典之
作，以摇滚乐的狂放张力重构文
学天才艾米莉·勃朗特笔下的哥
特史诗。演出前夕，该剧主创做
客上海文化广场，和观众们提前
解读创作心得。

首度来华，颠覆性美学
席卷中国舞台

摇滚音乐剧场《呼啸山庄》
是由英国导演爱玛·赖斯执导的
音乐剧场作品，以激情的摇滚乐
重构艾米莉·勃朗特的文学经
典，为沪上观众带来一场跨越时
空的艺术风暴。

该剧由英国国家剧院、明智
孩子剧团、布里斯托老维克剧院

和约克皇家剧院联合制作。演
出过程中，11位演员、3位乐师
在舞台上将摇滚音乐、歌唱、喜
剧、偶戏、舞蹈、投影共冶一炉；
剧中唱段五十余处，皆由导演爱
玛·赖斯作词，明智孩子剧团作
曲家伊安·罗斯作曲，为观众带
来激情澎湃、凌厉独特的音乐剧
场体验。作为首次来到中国的
作品，不仅延续了该剧全球巡演
的顶尖制作水准，也标志着中英
戏剧文化交流的深度合作。

演员们的精彩表现令人印
象深刻。女主角凯瑟琳以其充
满爆发力的嗓音及感染力极强
的表演，生动诠释了这位复杂的
女性角色的多面性。男主角希
斯克利夫的角色塑造细腻深刻，
将角色从“清澈少年”成长为“阴
暗复仇者”的历程精准呈现，把
这个既满怀仇恨又深陷爱恋的
矛盾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音乐作为该剧的核心驱动
力，也多次引发全场沸腾。作曲伊
恩·罗斯将约克郡民谣与摇滚乐完
美融合，打造出既保留原著神韵，

又极具现代感的独特音乐风格。
“荒原”主题的吟唱段落“如大地
之母低语”，低沉有力的声线与震
撼的鼓点如“音符撞击心脏”，两
者相得益彰，配以野性狂放的现
场乐队演奏，将情绪张力拉满。

摇滚演绎，先锋性改编
重述人性诗篇

爱玛·赖斯，这位英国戏剧
界“无所畏惧”的女导演，被英国
戏剧艺术媒体Sky Arts评为“英
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艺术家”之
一，而这一部改编的摇滚音乐剧
场《呼啸山庄》，是她近年来最大
胆的一部作品。

与传统戏剧改编不同，爱
玛·赖斯的《呼啸山庄》打破了人
们对于小说原著既有的“黑色浪
漫主义”印象，在推进故事的同
时，让观众听见了深埋于角色心
底的呐喊。她大胆删除了书中
耐莉·迪恩这位见证并讲述整个
故事的角色，而采用希腊悲剧的
形式，赋予“荒原”生命，由“荒
原”带领的合唱队载歌载舞，作

为历史的旁观者，将黑色幽默与
残酷深情的气质发挥到极致。

爱玛·赖斯将原著诗化的心
理描写转化为充满对抗性的身体
语言，将先锋戏剧的肢体美学与
摇滚的原始能量完美嫁接，创造
出令原著党与摇滚迷共同沸腾的
跨界奇观。而故事中不断呼啸
着的狂风，则通过伊恩·罗斯强
弱变化的音效和鼓风机下演员
精准、极富张力的肢体来刻画，
仿佛观众也正身临其境地走进
那个原始、不羁的呼啸山庄……

这版既忠于原著又颠覆的
改编，独具狂野气质，角色的痛

苦与挣扎不再是大段台词或表
演，而是由麦克风、鼓风机、歌队
齐舞的戏剧张力共同展现。这
部《呼啸山庄》蕴含着丰富的人
性，承载着我们的故事、失落、希
望、恐惧和梦想。

该剧之后接棒而来的是法
语话剧《樱桃园》，亦为上海首
演。近年来，作为中国音乐剧产
业的标杆场馆，上海文化广场始
终秉持“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
战略，不仅持续输送音乐剧大戏
落地上海，更是致力于为观众精
选同时具备艺术价值与国际视
野的舞台剧作品。

颠覆性改编引爆舞台
英国音乐剧场《呼啸山庄》迎上海首演

上音开放周，打卡东方乐器博物馆

聆听千年古乐器限时“复活”

英国音乐剧场《呼啸山庄》迎上海首演。 受访者供图

青年学子现场演奏。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