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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昨天，

在长宁区虹桥当代艺术馆开幕的
微型画展“你是我的宝贝———留守

儿童版画展”给上海的参观者带来
触动。来自陕西省安康市的 60件

儿童版画作品里，没有航天飞机，
没有汽车高楼，没有爸爸妈妈，祖

辈的肖像和大山大河是山里的留

守儿童们最真实的“自画像”。
上海长宁和陕西安康因为创

建全国公共文化示范区而结缘。版
画是上海长宁的特色，也恰好是陕

西安康的特色。2018年 12月“神话

与神画的世界———上海创世神话
少儿版画创作大赛”的作品来到安

康市群众艺术馆，开启了两地艺术
的交流之旅。安康的孩子们此次没

有来到上海的画展现场，安康群艺

馆的版画指导老师刘晓东把孩子

们的期待带到了上海。
本次展出的是最具有代表性

的安康儿童版画作品，作者来自偏
远山区农村小学。他们使用不拘一

格的儿童版画语言，画出一幅又一

幅的佳作，作品的题材充满天真无

邪的童趣，视觉语言质朴可爱，表
现的生活场景清新自然⋯⋯版画

作品里流露出小作者们真诚的内
心感受。

这次选送来上海的 60张作品

里，孩子们用版画画人物，刻出了弟

弟的天真脸庞，慈祥的老师与小伙
伴们的真诚友谊，以及大山里沿坡

而建的平房，形成了一整个参差多
态的村落。“大都市里生活的孩子会

画航天飞机，宇宙星空，我们那里的
孩子更多的是画脚下的土地。”刘晓

东介绍。

上海美术家协会版画艺委会
主任卢治平表示上海和安康地域

不同、特色不同，两地这一来一往，
因版画而结缘，因版画而共勉。

    成立于 2017 年 12 月 24 日
的苏州民族管弦乐团，算起来只
有 1岁零 3个月，却在短短一年
多里技惊四座。成立半年左右就
登上“北京现代音乐节”的舞台，
被音乐节艺术总监叶小纲视为
“惊喜”。

它或许是中国最年轻的民族
管弦乐团。与乐团的年轻相符的
是，它的成员 80%都是九零后，
平均年龄只有 27.5岁。80余名演
奏员中硕士学历以上的 30余人。
究竟是什么魔力，让这些高学历
年轻音乐人心甘情愿投身这支新
生乐团呢？

我们的画里有大山大河
上海为陕西省安康市留守儿童办版画展

■ 辛未

■ 崔灿

■ 高山

■ 彭家鹏

■ 乐团的年轻人们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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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民族管弦乐团初创招聘

时，对应考者的要求就是必须“一
专多能”， 除了传统民俗乐器，键

盘类乐器也要略懂一二， 最好是
兼具中西方文化背景， 懂得融会

贯通，能够打破传统民乐的局限。

这样的招聘条件是艺术总监彭

家鹏定下的“规矩”，这和他“要按照

交响乐团的规格打造一支崭新的民
族管弦乐团”的理念相符。彭家鹏的

目标，就是要用交响乐的方式去演绎
民乐，用世界的语言和声音去交流，让

中国传统民乐走上国际的舞台。

也正是这样的定位和理念，

吸引了包括辛未、高山、周云捷等
年轻乐手的回归。 他们有的有国

外留学背景， 有的有知名交响乐

团的履历， 他们纷纷加盟只为了
同一个梦想———让美丽的中国声

音传遍世界。

民族音乐的交响化或是民族

乐团走向国际， 或许还有很多未
知的可能等着人们去发现， 或许

还有很多陌生的领域等着人们去

开路，幸运的是，这个时代永远不
缺敢于尝试、勇于探索的年轻人，

他们心中存有一份源自中国传统
文化基因的自信， 他们相信只要

寻到合适的语言， 越来越多人会
读懂中国文化的美。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朱渊

读懂中国美

苏州民族管弦乐团下月来沪

“民族交响”
演绎风雅颂

    本报讯（记者 朱渊）4 月 19

日，苏州民族管弦乐团将由艺术总
监兼首席指挥彭家鹏执棒亮相上

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为申城观众奉
上一台“风雅颂之交响”原创作品

音乐会。让中国民乐新一代奏出他
们心中最美的“中国声音”。

演出上半场可谓“委约”专场，

三个曲目《烟雨枫桥》《来自苏州的
声音》以及《丝竹的交响》都凸显了

苏州古典雅致的人文情怀。《烟雨
枫桥》由作曲家李滨扬创作，其名

取自诗句“暮烟疏雨过枫桥”。在隐
约的苏州评弹与昆曲元素的几丝

韵味的穿引下，描绘出作者心中那
座令人神往的千年枫桥。《来自苏

州的声音》展现的是作曲家郝维亚
眼中的苏州，作品从苏州的园林、

山水、昆曲中汲取素材，并以当代

人的视角重新感受和审视苏州的
独特气息。刘长远创作的《丝竹的

交响》以江苏民歌《姑苏好风光》为
素材，仿佛让人听到了太湖的船

歌、寒山寺的钟声、庭院中的评弹

和江南水乡的浪花。

音乐会下半场则是重头
戏———作曲家赵季平的《风雅颂之

交响》。自诗经中走出的这部管弦
乐作品能让人听到《关雎》中“窈窕

淑女、君子好逑”的向往，也能听到
《幽兰操》中史诗与英雄传说的气

质。这是赵季平从中国诗歌总集

《诗经》与《唐诗》中选取其中部分
具有代表性的章节，历经近一年完

成的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
“我们要按照交响乐团的规格

打造苏州民族管弦乐团。”乐团艺
术总监兼首席指挥彭家鹏表示，乐

团一直在探索民族管弦乐交响化
的道路。一方面用国际通行的交响

建制来丰富、完善中国民乐，使其
规范化、多元化和国际化。与此同

时，在内容气质上坚守中国民乐特
色，亮出鲜明的中国标识。迄今为

止，乐团委约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
紧紧围绕“中国元素”“江南文化”，

而借助交响化之路，民族管弦乐将
向世界展现它的浩瀚和斑斓。

欲成为文化传播桥梁
2018 年 4 月结束美国的学业回

国，苏州民族管弦乐团便成了东北姑

娘辛未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家。在美国
就学，本有机会留在美国发展，但辛未

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国内，并投身这支
刚刚成立的乐团。她说：“很多人劝我

留在国外发展，或许对于一个低音大

提琴演奏者来说，国外确实有更多机
会。但我离开家实在太久了，很想回到

祖国。当我第一次听到苏州管弦乐团
那些融合了江南风情、丝竹风韵，又极

具磅礴气势的民族交响作品，被深深
地迷住了。”

辛未说：“以前就一直坚信，我们
民族音乐中有着让人难以抵抗的魅

力，只是它的美总是独自芬芳，没有被
当代观众所认知。现如今我们乐团委

约创作的作品，仿佛拂去美人镜前的
雾气，直面这种美，让人窒息。”不过，

辛未也直言：“要让更多人认识中国民
族文化或是音乐的魅力，还缺少行之

有效的传播，乐团中不少都是像我这
种有留学经验的，我们每个人都应当

是传播中国美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中
国音乐人崭新的姿态。”

每首曲子流淌中国美
来自中国台湾高雄的周云捷，同样也是乐团的低音大提琴演奏

员，在来到苏州之前，她曾在美国的乐团工作过 9年。她说：“苏州民

族管弦乐团虽然是一个年轻的乐团，却也因为年轻让人感受到蓬勃
的活力。我们排练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新鲜的，这让已经工作了 9年

的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新奇。”
此前在香港中乐团工作了十年的湖北小伙高山与同在乐团工作

的爱人崔灿于 2017年离开香港，双双加入苏州民族管弦乐团。第一
次听到乐团的演奏，高山就很惊讶：“没想到一个这么年轻的新乐

团能演奏出这样的作品。”高山的吃惊不仅在于乐团的综合

演奏水准，更在于乐团委约创作的作品打破了传统民乐

的窠臼，音乐内容是最地道的江南韵、民族风，但创作技

法却极为国际化。
当然，除了吸引周云捷、高山等外来客，苏州民族管

弦乐团里也有不少本地人才。1994年出生的倪敏婕就是
土生土长的苏州姑娘，自幼学习二胡的她对家乡苏州有

着一份别样的感情。在她看来，苏州是最美的地方，这里
有江南丝竹乐音，有古典雅致的园林，有慢笃笃却品来趣

味盎然的评弹，还有世界级非遗的昆曲。相比其他同龄

人，她备感幸运的是，即便如今毕业工作了，却不用离开
她所爱的这一切，因为“我们乐团的每一首曲子里，流淌

的都是苏州风韵之雅，民族文化之美。”本报记者 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