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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评

经典回旋新演绎
《红旗颂》《白毛女》

吕其明作曲、1965年首演于第六届“上海之

春”的《红旗颂》，不仅是明晚开幕演出“浦江春潮 ·

启航新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五周

年主题音乐会”的开场曲，还将以不同版本、不同

呈现，出现在不同音乐会上，乃至推出黑胶唱片。

可以说，近年来的“上海之春”时常出现不同人演

奏的这一版本。每一次现场聆听，都令观众心潮

澎湃，眼前仿佛出现红旗飘扬的动人画面……

今年是中国芭蕾“开山之作”《白毛女》首演

60周年。“上海之春”将通过再现经典、举办座谈

会、图片展示等多种形式回顾这部里程碑式的作

品。上海市舞蹈家协会主席、上海芭蕾舞团团长

辛丽丽说：“《白毛女》是上海芭蕾舞团的‘传家

宝’，它标志着中国芭蕾从无到有的突破。从

1964年至今，上海芭蕾舞团《白毛女》已经传承到

第九代，此次亮相‘上海之春’的喜儿、大春等都只

有20岁出头。”

江南乐韵新呈现
《江南好》《轻听江南》

在周边大学汇聚的Young剧场，4月13日将

上演《江南好——自得琴社江南丝竹新国风乐

集》。围绕上海与江苏太仓联合申报的第一批国

家级非遗“江南丝竹”，这台音乐会的起始点，在明

代太仓城码头，叙事时间以一日晨昏为序，以明代

学人的视角与生活轨迹，融合《四合如意》《行街》

《欢乐歌》等代表性江南丝竹风格的曲目，且又新

编13首原创音乐，让观众沉浸式进入音乐与视觉

营造的全新时空。

由上海轻音乐团在4月10日于美琪大戏院上

演的《轻听江南》中，“都市轻音乐”成为江南乐音的

“主基调”，再现唐诗、宋词、元曲等古文音韵，既有海

派文化的创作方式，又有江南文化的血脉基因。

AI国乐新境界
《零 · 壹 |中国色》

上海民乐团将于4月13日、14日在1862时尚

艺术中心上演的《零 ·壹 |中国色——国乐与AI

音乐会》，是最激发观众好奇心的音乐会之一。如

果说经典曲目的“已知”太多，那么这台音乐会就

是“未知”太多。AI作曲系统首次介入民乐创作，

被民乐团演奏家“喂养”了很多民乐曲谱之后，会

不会表现得比人类作曲家更“卓越”？民乐团团长

罗小慈认为，即便AI学习能力再强，也不会如同

人类那样有丰富而无法预测的情感变化——而且

这一变化始终在流动中……正因如此，同一作品

由不同人演奏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情感色彩，可能

有的人处理方式“高贵典雅”，有的人处理方式“激

情澎湃”。

这台音乐会以二十四节气的“色彩”为主题，

“零 ·壹”则对应计算机世界的二进制“0和1”，也

可以理解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由个性各异的民乐团演奏家来演绎AI作曲的曲

目，将把民乐创作推向新境界。

本报记者 朱光

经典回旋 江南乐韵   创新

“上海之春”原创作品亮点多

“2006年，顾绣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我师父戴明教被评为国家

级传承人。我觉得特别高兴，觉得自己做了

大半辈子的事情受到了国家的认可。”这次，

绣了一辈子的钱月芳自己也入选了第六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单，她说高兴

之外，更感责任重大。除了刺绣、教徒、授课，

她这几年还经常带着徒弟一起进学堂、进社

区，“希望能有更多人接触、了解，甚至爱上顾

绣，这样才能把这门手艺在松江留下去，传下

去。”

全凭热爱 一绣五十年
“从1972年进厂（松江工艺品厂顾绣生产

小组）学徒算起，我绣了五十多年了。大的作

品可能一幅就要绣上两三年，别人问我寂寞

吗，我其实很享受。完成一幅大作品当然很

享受，但钻研出一个小的针法的具体运用，我

也会特别开心。”坐在她最熟悉的丝线面前，

回想起最早绣过的那些枕头套，钱月芳笑得

很天真，像是当年那个少女。“最早也是拿粗

线（棉线），就是一股两股这么绣，慢慢学会了

劈丝，绣好了以后也没有浪费，都做成了枕头

套。那时候大家结婚都想要我绣的枕头套，

还有很多人带着孩子来绣衣服上的花。渐渐

地，绣得多了，连草稿也不用打了，打一个腹

稿，就直接上针了。”钱月芳说，那是她第一次

感受到顾绣的“以线代墨，以针代笔”的魅力。

顾绣起源于明代，是中国唯一以家族冠

名的绣艺流派，它专绣书画作品，把传统的针

法，与国画笔法相结合，以针代笔，以线代墨，

勾画晕染，浑然一体，艺术性极高著称。“顾绣

对绣娘的针法、审美都有挺高的要求，2002年

我们开了顾绣学习班，招收了27个学生，来来

去去，最后剩下10个。这些年又陆续招了一

些年轻人，也有了00后的徒弟，但我还是觉得

顾绣的传承，重任在肩。”钱月芳说。

跟古人对话 不断精进
顾绣为何难，因为它有“三绝”：细如发、

针如毫、色如画。为了达到“绣绘合一”、以假

乱真的效果，顾绣的绣针首先就要比普通绣

花针细很多，其丝线也经常被劈成1/16、1/32、

1/64、1/128甚至1/256使用，即便靠近看也仿

若是水墨画出来的一样。熟能生巧、巧能生

精，钱月芳如今71岁了，每天还要绣上三五个

小时，即便不用眼看，也能一举将丝线穿过针

眼。2014年，这一手穿针引线、劈丝1/256的

绝技在多国国家领导人夫人前表演，赢得了

贵宾们的赞赏。聊起“色如画”，钱月芳更是

坦言，“绣花容易配色难”。

回溯自己这50年的刺绣之路，她说，第一

个十年就是在练基本功和速度，“这个时候就

是按葫芦画瓢，来个什么稿子，我只要对照着

色彩和样子把它呈现出来”。第二个十年，速

度上去了，审美也渐渐提高了，“感觉到绣好

以后比原画更有立体感了，它是生动的，有气

息的，顾绣是活的”。语气里，有几分骄傲，

“到第三个十年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就有自己

的想法在里面，好像能跟古人对上话了”。

再绣了20年，如今拿到一幅古画，哪怕颜

色已经褪落，只有一点点影子渗出来，钱月芳

也能知道当时它是什么颜色的，她说：“经过这

些年学习钻研，我了解古代颜料是用什么组成

的，哪些更容易脱落，也知道丝线因着不同光

照和针法所能呈现颜色的细微差别。我不会

按照它现在脱落的颜色做上去，而是把我所

想到的、我看出来的里面原来有什么颜色，配

好了以后绣上去，把原来的缺颜色补上。”

钱月芳说，相比累累的荣誉和参加过的

大小展览，她更在乎自己精心打磨每一幅作

品的过程，“我要是感觉哪里好像有点不舒

服，好像有点不对，就一定要修改，修整好了

再看看，一定要感觉很好才行”。

她还会把自己和家里打扫干净，她说：

“衣服洗好，地也拖好，然后才能安安静静坐下

来欣赏这一幅画，才算完成了。完成了，装裱

好了，恨不得谁来我家都让他看一下。”

然后，钱月芳就又要

开始绣新的作品了。“那

么这一天也要把自己弄

得清清爽爽的。好，开始

起针了。以后就什么事

情也不做了，就每天浸润

在刺绣之中。”她说。

本报记者 孙佳音

以线代墨 以针代笔
——记国家级非遗顾绣传承人钱月芳

火起来传统文化让
非遗新传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出一方乐音，即将于明晚启幕的第3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
乐节”毫无疑问在中国原创音乐方面，既注重经典传承又注重守正创新。我们在
经典回旋的余音里，还将感受到多场色调丰富的江南乐韵，甚至由AI创作的民乐
新品……公益票让遍及各区的剧场、音乐厅、高校乃至社区，白天是“网红打卡
地”，夜晚就是“乐音回旋场”，乃至可以规划出“周末音乐游”的新形式。

即将于明晚

开幕的第  届“上

海之春”国际音乐

节，开启了上海文

化“四季歌”的序

幕，海外演出近

  %。海外艺术团

体也把上海作为

到中国演出的第

一入境地。与此

同时，“上海之春”

主办方之一上海

音乐学院，也是中

国相当注重民乐

建 设 的 高 等 学

府。上海民族乐

团则始终在民乐

发展如何守正创

新的探索道路上

拔得头筹。为什

么？因为上海文

化的底色，正是绵

延千年的江南文化。国家级非遗

“江南丝竹”，正是江南乐音的代表

之一——而在上海相当活跃的青

年人创办的自得琴社，此番也正是

以“江南丝竹”为音乐会主题……

江南文化源远流长，也是“长

三角一体化”文化先行的天然基

础。当我们与海外交流越频繁，我

们越是要勾勒出生我养我这片土地

的清晰面目、文化魅力。这就是上海

之春国际音乐节格外注重江南音

韵的根本原因。“春日”先看江

南色调，先“轻听江南”……

﹃
春
日
﹄
先
看
江
南

朱
光

 钱月芳作品

《春水凫鷖图》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

▲ 钱月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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