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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赵玥）昨晚，上海民族乐团《我

们心中的歌》民族音乐会在凯迪拉克 ·上海音乐厅
上演，音乐会由乐团指挥家姚申申执棒。本场音乐

会还将于明晚作为第十一届浦东文化艺术节开幕
演出上演于东方艺术中心。

音乐会中特别选取了人民音乐家吕其明的两
首曲目《谁不说俺家乡好》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

琶》。6月 29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七一勋

章”颁授仪式中，吕其明成为 29名功勋党员之一。
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创作了

300多首歌曲，并为许多经典电影配乐，这些旋律
也成为了一代人难忘的红色记忆和革命情怀。

《谁不说俺家乡好》是上世纪 60年代电影《红

日》中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则是电影《铁

道游击队》中的插曲。作品由乐团演奏家王艳、沙
漠、李霖等以阮族重奏形式呈现，层次丰富的器乐

化表达，拥有极强的感染力。
除了耳熟能详的经典旋律，音乐会还上演了民

乐团近期新创的优秀作品。《彩云悠悠》《牧歌》《天
山意象》，在展现民族文化多姿多彩的同时，更表达

各民族同胞山海相连、携手同心的深情；《天行健》

选自乐团重大原创项目《国乐咏中华》，作品通过金
锴、卢璐、俞冰等六位演奏家一对一的器乐竞奏，演

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前行的精神面貌；尾声
上演的作品《共同家园》，更是通过澎湃炽热的音乐

语言，传达了共建和平、繁荣家园的美好愿景。

    在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之际， 上海对口支援的青海省果
洛州民族歌舞团， 来到上音歌剧

院， 实践了从黄河源头到长江出
海口的文艺之旅， 正如其音乐会

的主题———从黄河到长江。

从阿尼玛卿雪山到长三角平

原， 藏族歌舞演员遇到上海音乐

学院师生。 而早在 50多年前，藏
族歌手才旦卓玛就来到了上音，

于 “上海之春” 音乐节上唱响了
《唱支山歌给党听》。日前，她又在

上交音乐厅第 N 次唱了这首
歌———她的手机铃声也是这支曲

目。 上海培养藏族艺术家是传

统———上音、 上戏都有藏族学生
或藏族班。 西藏话剧团的五代演

职员都在上戏学习过戏剧表演、

导演和舞美， 其中又有不少在上影

集团出品的《西藏天空》等影片里担
纲主角……此番， 民族歌舞团副团

长才旦介绍他擅长的乐器———竹
笛，“其实在西藏宫廷乐器里就有，

还包括扬琴”，这番话拓展了我们
的认知———原以为限于江南地区

的竹笛、 扬琴其实早就在丝绸之
路上流转、 流传……因而显得阿

尼玛卿这支藏族和汉族合璧的乐
队，有了历史依据、文化源头，也

有了当代创新。

当我们在舞台上看到上音教
师汤声声， 像交响乐演奏前先与

青海非遗项目中的牛角琴、 龙头
琴定调之际， 身处长江出海口的

我们， 感觉距离阿尼玛卿雪山上
的太阳也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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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我们心中的歌”

两极相遇

    雪山高峻，湖泊密布，草原广袤，

牛羊遍地，来自果洛州的原生态风景
大片唤醒了都市观众内心对自然的无

限渴望。果洛州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

赛措就热情

地介绍，果洛是格萨尔文化

之乡，全国唯一一个格萨尔

文化生态保护区。上海对口支援果洛

州已有 11个年头，她说：“这次音乐会
是希望表达对上海的感恩之情和大家

共同守护三江源的信心。”
去年，上音管弦系主任刘照陆和

青年教师汤声声成为青海省引进人

才，签约果洛州。刘照陆带领上音专家

团队四赴高原，今年 4月，在果洛州的
永保山下，汤声声身着藏族服饰弹奏

钢琴，和“阿尼玛卿”组合共同奏响、唱
响原创组曲《黄河源》第四乐章“圆

梦”。刘照陆感慨：“当地艺术家的歌唱

有一种纯真朴实、直抵心灵之美。如果
通过一定音乐专业训练，会带来更多

惊喜和可能。”

    在海拔 4000多米的环境中，睡眠

都有些困难，更不要说排练，上音团队
只能插着氧气管搞创作。刘照陆笑言：

虽然缺氧，但不缺精神。有一次，为了
采集风的声音，汤声声来到海拔 4800

米的雪山上，用手机录下粗粝的风声，
以作为音乐会的素材。站在比上海高

得多的地方，汤声声第一次发现，太阳

原来这么大，闪着七彩的光芒，云也走

得很慢，天空湛蓝。下了山，汤声声心
里的旋律汩汩流淌。

在汤声声的张罗下，果洛州第一

支特色室内乐团“阿尼玛卿”组合诞生

了，这个名字来源于果洛州的神圣雪
山阿尼玛卿。高原上慢节奏的生活和

乐手弹奏出的音乐如出一辙，在上海
出生的汤声声，总是觉得太慢，要再快

一点，直到乐手的手指在丝弦上翻飞。

    在原创钢琴与民族器乐组曲《黄

河源》中，“阿尼玛卿”组合的每一个成
员秀出了看家本领。德钦弦子传承人

和平手中的乐器是他亲手制作，一把
由牛角、羊皮、马尾制成的牛角琴，琴

头是一只木制牛头，一根弦是高音，代
表女声，一根弦是中低音，代表男声，

演奏中弓弦交错，好似男女声在对话。

流传在西藏地区、出现于 9世纪
的达玛鼓，演奏者关却才让像是在篝

火边席地而坐，拍着这件古老乐器。色
彩斑斓的藏鼓则像一支巨型的不能摇

头的拨浪鼓，需要桑周站着敲击，鼓的
四周雕刻着吉祥八宝。

赛措坦言，舞台上的很多乐器已

经濒临失传。在当地，传统乐器的传承

和生态保护工作一样迫在眉睫，很多

4A级景区为了保护生态都大门紧闭，
因此，果洛州民族歌舞团创排了以生

态保护为主题的民族舞剧《牧人》，成
为音乐会的第二篇章中的节目。为了

唤起更多年轻人的关注，在上海演出
之后，上音将把这场音乐会带到西宁、

果洛、北京等地，开启全国公益巡演。

    和平还带着高原的习惯，在上海

排练时穿上了长袖的民族服饰。和上
音专家上高原缺氧相反，果洛的演员、

演奏家们来到上海，都出现了醉氧的
症状，随身背包里装着红牛和咖啡，每

天就靠着这些“外援”来支撑训练。
但没想到的是，乐器也会水土不

服。达玛鼓来到上海，因为黄梅天，表

面出现了受潮的痕迹。“阿尼玛卿”组
合成员才旦抵沪后猛然发现，自己的

竹笛因为温度的变化，直接哑了。汤声
声作的曲子里，只能

用升 C调的笛子，这在上音的民乐系

也是稀罕的存在，全校只有两根。好
在，学校马上拿来一根，供才旦演奏，

确保演出顺利进行。
上音早在上世纪 50年代已开设

少数民族班，才旦卓玛、何纪光等一
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歌唱家，经过上

音的培养，回到家乡服务当地文化建

设。昨天演出前，上海音乐学院与果
洛州正式签约，授权并支持青海果洛

州教育局在西北地区开展上海音乐
学院音乐艺术考级活动，以西宁果洛

中学为基地，让音乐艺术种子在少数
民族偏远地区生根发芽。

本报记者 赵玥

沪青奏响圆梦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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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红七月民乐传承红色基因

高原有了室内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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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心中的歌》民族音乐会演奏现场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