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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朱渊）亚洲历史
最古老交响乐团，如何在战争中保
全自己，如何在逆境中求生存，如何

在蓬勃的社会中求发展，如何在 21

世纪求进取？一位位鲜活的音乐人

又是如何跨越民族为中国交响乐事
业贡献青春和力量⋯⋯昨日，《上海

交响乐团 140 年（1879-2019）》历
经两年精心打磨编写，正式与读者

见面。

音乐总监余隆在扉页里说道：
“这是一支伟大的乐团。能够为延续

她的伟大历史而工作，足以让你觉
得你的存在是一种幸福，因为这件

事带给了你无上光荣和回忆。”
全书约 400页，39万字，记录了

自 1879年上海交响乐团创建至今的
点滴，珍贵丰富的图片、历史亲历者

的回忆文章和纪念文字，生动翔实地

还原了亚洲历史最悠久乐团的历史
和业绩，揭示了其在中国交响乐发展

事业中的基石地位和重要角色。
本书以多视角、有温度的叙述，

以“口述史”的方式将上交历史尤其
是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具体化，展现

了交响乐在中国落地生根、发展绽

放的音乐史诗。不同于传统的音乐
史写作方式，本书融合史料与大量

访谈，回顾了上海交响乐团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条件下，如何立
足于音乐艺术，继往开来，为上海乃

至全国的文化建设而奋斗。
书中列出了 1879年至 2019年

110 条上交“历史上的第一次”，
1911-2019年上交重要的 350余首

首演曲目，2009 -2010 音乐季至
2018-2019 音乐季与上交合作的

240余位艺术家，这些数据和文字作

为上交 140年发展的缩影和注脚，展

示了上交坚实有力的发展步伐。
乐团近十年发展占到全书一

半，从音乐季到委约、巡演、DG 唱
片录制等在内的与全球接轨的国际

战略合作；从兼顾艺术与市场的机
制体制改革，到列数音乐教育、夏季

音乐节、乐队学院、小提琴比赛等深

耕本土的系列创新；从行至全国的
艺术拓展计划到倡导总结乐团职业

运营之本的管理标准⋯⋯上交近

10年来，扮演的角色逐渐超过了一
个传统交响乐团所承担的角色，更

涉及了专业教育、观众培养、制定行
业标准，甚至制定未来的人才标准。

团长周平说：“‘打江山容易，守
江山难’，未来我们将在拓展音乐品

牌的同时，让品牌更加贴近孕育了

这支乐团的城市，贴近生活在这里
的人们。”

拣出来的宝贝
在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馆的门口第一个

展示柜里，展示的公元前 18世纪-公元前

16世纪乳钉纹管流爵（见主图），就是 1959

年上海博物馆自上海冶炼厂废铜中拣选而

出。“刚看到的时候爵的三足都掉了，只能后
来再配。征集来之后，经过专家分析，这是一

件早期的青铜器，很可能是商代的产物。但

是，直到 1973年河南偃师二里头第三期遗
址中出土了类似的爵，发现裙边上镂空与乳

钉纹管流爵上的相同，另外在二里头遗址也
出土了陶管流爵，器形与上博的这件管流爵

相似，彼此相证，乳钉纹管流爵的年代才被
确定为公元前 18世纪到公元前 16世纪之

间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早于商代。”周亚说，

年代和文化属性的确定，使这件从冶炼厂拣
来的管流爵的文物价值得到了体现，它被认

识到是现存为数不多的中国早期青铜容器
和礼器之一，对研究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及二

里头时期中国的青铜工艺都具有很重要的
文物价值。

在中国博物馆界，以往多采用传统金石

学的方法对馆藏青铜器作研究，即偏重于青
铜器铭文或器形的著录与考证，缺乏对青铜

器器类、器形、纹饰及铸造技术的研究。随着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考古发掘出了大量
内容丰富的文化遗物，在经过考古学家运用

科学、严谨的地层学和类形学方法对这些考
古资料作了研究后，就为青铜器研究提供了

必不可少的科学依据。所以现在运用考古资
料作馆藏青铜器的研究，已成为中国博物馆

界的普遍方法。

淘回来的宝贝
上海博物馆馆藏中有两件位列国家文

物局首批 64件禁止出国展出的珍贵一级文

物清单，其中之一就是晋侯蘇编钟（见上
图）。其钟身上的铭文具体记载了周厉王亲

征东夷的功绩，是对西周史料的重要补充。

晋侯蘇编钟是第一件出现“晋侯”两字的西
周青铜器，周亚详细地讲了这件青铜器入藏

的故事和最终的辨伪。晋侯蘇编钟入藏得益
于上博老馆长马承源的慧眼。1992年马馆长

经人介绍，从香港古玩市场征集回来 14件
编钟，每个钟上都凿刻有铭文。这在当时引

起了业内的质疑，认为铭文是后人伪刻的，

因为彼时出土的几万件殷周青铜器大多是
将铭文先刻在陶范上，与花纹一同浇铸在青

铜器上万件文物，无一例外。而买下的这组
钟，铭文明显是刻在钟面上的，殷周时期，哪

里有比青铜更硬的金属呢？但是，字口上有
着一层厚厚的氧化锈，这却是仿制者做不出

来的。不久，山西曲沃正在发掘晋侯墓地的

北京大学考古学专家邹衡表示，在清理被盗
掘的 8号墓时出土了两个编钟，两个钟上也

有凿刻的铭文，上面写着“年无疆子子孙孙、
永宝兹钟”。而上博买回的钟，经过清洗去

锈，内壁的铭文显露出来，上面有着“晋侯”
二字，同时按照顺序排下来，最后一个字便

是“万”，与晋侯墓地出土的两只钟连起来，

就有了“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兹钟”———
这是西周时期常见的关于赞美先祖，祈求平

安的文字。也就是凭着这两个编钟，再也没
有人质疑了这套编钟铭文的真伪了。“16只

钟会分隔两地，是因为当时盗墓分子趁考古
队因老百姓秋收而中断挖掘的空档，将墓里

的 14只钟盗走并偷运到了香港。”

宝贝互相印证
考古资料对馆藏青铜器研究具有非常

重要的作用，同样馆藏青铜器有时也可以为

考古资料提供参考和补充。周亚介绍，上世纪
90年代初期，山西曲沃县晋侯墓地遭到严重

的盗掘，有些墓几乎被盗掘一空，几乎就是一
个空墓，多处盗洞，对后期考古工作者识别墓

主和其性质带来很多的困难。比如晋侯墓地
的 M1和 M2，都被严重盗掘，只剩下一些残

铜碎片，谁的墓，等级如何？从葬制分析，是诸
侯墓。好在当时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抢救回来

一些晋侯青铜器，包括有几件晋侯對盨。其中
一对晋侯對盨的盖钮和晋侯墓地 M2残存的

一个青铜盖钮形制、纹饰完全相同，考古工作

者据此判断这對盨是从 M2被盗的。上海博
物馆还有另外一件晋侯對盨，其铭文和纹饰

与 M1遗存的一块残铜片上的铭文和纹饰相
吻合，考古工作者据此判断这件盨是从 M1

被盗的。由此，这两座被盗一空的墓主身份可
以被确定，考古工作者判断 M1和 M2属于

一组晋釐侯夫妻墓。
本报记者 徐翌晟

自冶炼厂拣出
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如何证明身份

这本书告诉你亚洲最古老交响乐团是如何“炼”成的？

口述再现上交奋斗进取历史

台前幕后

在上海博物馆，最引
以为豪、藏品最为丰富的
青铜、陶瓷、书法、绘画四
大展馆中，青铜器馆堪称为
首，这些历时数千年的重
器，多数来源于市场或者藏
家。那么，青铜器在已经远
离其出土背景的情况下，如
何断代、定名、辨伪？昨晚的
上博讲坛第二期，上海博物
馆研究馆员、在上海博物馆
长期从事中国古代青铜器
研究与鉴定工作的专家周
亚透露，馆藏中有一些珍
贵的青铜器甚至是从冶炼
厂的废铜中拣回来的。

从古玩店淘回

■ 主讲人周亚 记者 李永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