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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 在于

马上评

□ 朱光

    谈桃林从事陶艺创意数十年，创作的百余款陶艺作品，以红

色题材作品最为出彩，这与他多年前与多位革命前辈相识并结
成忘年交有关。在这些老同志的影响下，他沿着党的光辉历程创

作“红色记忆”。
最近，谈桃林沿着先辈的足迹走进红色瑞金。这是一次红色之

旅，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让谈桃林感受到红色精神的真谛———叶坪
的谢家祠、沙洲坝的大礼堂、云石山的古寺庙……谈桃林搜集了许

多影像资料。回沪后，经过数月构思和提炼，他创作出了《红旗壶》

《红井壶》《鸣钟壶》组壶初稿。虽然壶型各异，但都饰有镰刀和锤头，
表达了高举旗帜跟党走，对实现两个“百年”充满信心的创作思路。

2007年，南京军区委托谈桃林创意设计红色陶艺纪念品，以

此庆贺建军 80周年。此事得到开

国少将、原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
上将的支持，他多次邀谈桃林商议，并回

忆他当年参加红军长征时过草地、爬雪

山的经历，还讲述了在太行山地区打得日寇人
仰马翻的往事。谈桃林以“固我长城”为创意的主

题，取名《长城壶》《军魂壶》。他把壶纽设计成迎风飘扬的
军旗，又作烽火台。壶的一面在近地角处饰以浮雕“南昌起

义”的历史画面，边上竖立着一杆钢枪，寓意“枪杆子里面出政
权”。南京博物院副院长、陶瓷研究专家宋伯胤看到谈桃林的作

品后点评道：“充满动态、凝练简洁、庄重浑然。” 闻逸

这将是“上海之春”诞生逾一甲子以来，首度采用线上

线下齐步走的方式启幕。 4 月 28 ?，第 37 届上海之春国际

音乐节将在上海大剧院以“主题音乐?”开启序幕，这场特

别的开幕式将从当?下午 2 时持续到晚上 9 时，整整 7 个

小时内，以嘉宾访谈、现场演出、线上直播放送相结合的方

式，在线下和云端，为广大市民观众奉上一场以红色主题为

基调、充满时代气息和经典氛围的“艺术马拉松”。

本届“上海之春”首发首演音乐舞蹈新作逾 40 部，“新

人新作”占比首次接近 50%，比上届的 42%又有提升。 4 月

28 ?至 5 月 10 ?期间，除 28 台主体演出外，还包括上海

交响乐团红色主题巡演、竹笛艺术节、城市草坪音乐节、手

风琴艺术节共 4 个节中节、3 项

征集活动以及 5 项艺术

教学成果展示项目。

如何用音乐书写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波澜壮阔？当代作

曲家能否用心中的情感为时代谱曲，抒写一部新时代的《红旗颂》？
在自诞生起就着力于推出“新人新作”的“上海之春”舞台上，这是

留给当代作曲家的一道命题。
为庆祝建党 100周年，上交委约四代作曲家“同题作文”，写出

四代人的心声。贾达群、于阳、郝维亚、杨帆这四位分别出生于上世

纪 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和 80年代的作曲家，创作的《逐浪新
潮》《中国颂》《我们一起奔向大海仰望星空》以及《父辈》都已交稿，

《中国颂》《我们一起奔向大海仰望星空》以及《父辈》于数日前在国
家大剧院整体呈现（见右图）。作为本届“上海之春”的重头活动，这

三部作品还将跟随上交的“红色巡演之旅”前往杭州、赣州、长沙、
武汉、延安等地演出。

上海爱乐乐团此次也将在红色情怀系列中奉上一系列红色原
创作品。爱乐委约老中青三代作曲家———吕其明、徐景新、赵光、刘

隽皓、龚天鹏，接力创作了 6部新作———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
冀》、弦乐合奏《祭》、声乐套曲《永恒的丰碑》、小提琴与大提琴双重

协奏曲《石库门随想曲》、交响曲《红色情怀》、交响曲《百年颂》，都
将逐一登上“上海之春”的舞台。

为时代发声，是每一代音乐人的使命！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
人们期待从当代作曲家谱写的红色旋律中获得新的感动。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不仅仅是上海

艺术节庆“四季歌”的开场曲，也是海内外艺
术家对 2021年共同的希冀：赞颂和谐、谱写

美好、命运共振、迎向未来……

青年音乐人迎来了“新人新作”的春天。

暂时放缓的海内外交流步伐， 让国内艺术家
的空间更宽广。 今年“新人新作”的比例明显

增长， 我们可以听到更多年轻人心目中春的
音符。

海内外文化交流放缓，不等于在“上海
之春” 上看不到海外音乐家———来自法国、

澳大利亚、俄罗斯、以色列等国的乐团或音
乐家， 依然会以现场连线或线上演奏的方

式，为“上海之春”送上祝福。在
疫情时期， 创意推

出的线上、线下

交互音乐会，能让音符绕着地球转好几圈。

在迎接建党百年之际， 切身感受到党的
温暖的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 将再次于闭幕

演出上献唱其代表作《唱支山歌给党听》———

这是她本人命运的写照， 也是她为自己争取

到的代表作。 上海，能成为在后疫情时期，可
以举办大型文化节庆的城市， 也是党和人民

携手取得抗疫之役阶段性胜利的成果。

“上海之春”，还是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
略的文艺实践。 在长三角区域音乐教育与艺

术产业发展联盟助推下，各大音乐学院、演出
团体、 音乐家等都乐于集体呈现长三角的综

合文化软实力……于是，上海的观众有福了，

长三角的观众有福了， 他们都将切身感受到

五彩斑斓的人民的节日， 朝气蓬勃的人民的
城市！

    本届“上海之春”开幕式“主题音乐日”采

用 7小时直播放送的方式，为全世界各地的听
众和观众呈现一台规模空前的音乐盛典。线下

演出地点设在上海大剧院，导演组还在上海大
剧院六楼长廊平台设立访谈区域，串联直播放

送。活动集结了上海音乐家协会、上海音乐学
院以及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旗下的上海歌剧

院、上海芭蕾舞团和上海民族乐团，联合海内

外艺术家与海外顶尖艺术机构，通过现场演出
和大屏幕云端视频联袂合演、互相交融的方式

“打开”。而重头戏———“唱响百年·致敬经典”
的主题开幕音乐会也将进行现场直播。

作为策划者之一，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总裁
张颂华表示，上海各大艺术机构携手世界级艺术

机构和团体共同举行的“主题音乐日”，展示了团

结一致的信心和力量，同时也凸显了“上海之春”
品牌的国际元素。4月 28日的“主题音乐日”还特

设暖场环节，下午 2时，直播将率先推送百把小
提琴齐奏《唱支山歌给党听》活动，上海大剧院

外场大台阶上，上音附中 100位小提琴专业学
生将共同奏响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

多年前曾在“上海之春”舞台上，深情演绎
《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声乐艺术家才旦卓玛，此

次也将回到这方舞台，加盟第 37届“上海之春”
国际音乐节闭幕演出。据悉，闭幕音乐会将以

“百年潮·中国梦”为主题，以艺术语言诠释党的
百年奋斗历程，由上海爱乐乐团担纲协奏，于 5

月 10日晚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举行。

谈桃林用陶艺
塑造“红色记忆”

将一流的作品请进来，将“上海

原创”推出去。据悉，本届音乐节将进
一步践行长三角一体化战略，致力搭

建全国优秀节目的发布和展示平台，

加强苏浙沪地区艺术团体联动。本届

“上海之春”特别邀请了苏州民族管
弦乐团、南京民族乐团、浙江民族

乐团等来沪举行专场音乐会。
据统计，本届音乐节期间，外省

市乐团的专场演出数量占比首
次接近 30%。其间，还将举办《长

三角区域音乐教育与艺

术产业发展联盟专场音
乐会》。

与 此 同
时，上海本土

的青年

艺术家将化身“文艺轻骑兵”赴长三

角地区演出，并送去精心设计的音乐
党课。《百年回望·心声向党》以生动

的形式，带领观众走进激情燃烧的岁
月。红色作品《红旗颂》《红色娘子军》

《白毛女》，也将在长三角地区文化场
馆、社区、学校唱响。

本届音乐节围绕“人民城市”重

要理念，注重打造高品质的文艺作
品，向“五个新城”输送优质文化资

源。新增上海市教委作为音乐节的主

办单位，其间将举办“五所高校艺术
开放周”、少儿艺术展演等活动，进一

步扩大艺术教育的辐射区域和效能。
经典永流传的红色旋律，始终求

创新的青春平台，将让这座城市的男

女老少共享充满艺术气息的春天。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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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作曲家吕其明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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