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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在 2014 年开张

时，曾向公众发起昵称征集，最终“馄饨皮”
高票当选。如今在疫情之下，搬进“馄饨皮”

已经六个年头的上海交响乐团“转行”包起
了馄饨。上海交响乐团昨日正式上线推出一

款名为“一碗馄饨”的小程序。
受疫情影响，这几个月，上海交响乐团

在“馄饨皮”的演出活动陆续取消。但这支

140余年历史的老牌乐团未曾打烊歇业，在
1月底第一时间转战线上，并一直保持线上

活动高频率上新，更是针对不同观众群体，
不间断地开发出新的线上产品，这些音乐小

食也成了如今“一碗馄饨”的主打食材。
“一碗馄饨”沿用了“馄饨”这一既有上

交特色也有上海美食标识的称呼，让很多乐
迷倍感亲切。小程序包含“购文创”“听音乐”

“赏现场”三大板块，囊括了上海交响的精选
文创产品，和“有准备的聆听”“周末线上音乐

会”“首席大师课”“大师不在台上”“在‘线’
场”系列音乐会等大量视听资源，

可谓用料十足，更是

用料新鲜。

“购文创”板块，除了有腔调的搪瓷杯、

披着指挥棒外衣的 U盘、小小扇面上浓缩了
城市之光的乐器音符竹扇、设计简洁的高级

灰公文包，还有由古典厂牌 DG首张全球同
步发行的唱片 GATEWAYS（中文名《门

道》），这张被国际古典音乐大奖提名的唱
片，不但被苛刻的《泰晤士报》打出四星好

评，也在上海交响乐团 140周年全球巡演路

上赢得无数关注。
“听音乐”板块，目前包含“有准备的聆

听”和“周末线上音乐会”两部分。其中，“有准
备的聆听”含有上海交响的演奏家们录制的

120段音频，他们在每期约 9分钟的时间里，
通俗易懂地介绍一位自己喜欢的作曲家和其

一部作品。最终，我们在这碗“馄饨”里看到了
以海顿、莫扎特、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皮亚

佐拉、陈钢、李焕之等古今中外名家为食材的
“全家福馄饨”。而 16场

“周末线上音乐会”通过 22首曲目作品，用音

频复盘了上海交响乐团在过往音乐季中的一
些精彩记忆，该板块会随着周末线上音乐会

在官微的更新而持续上新。
“赏现场”板块目前已经上线的有 69堂

首席大师课、3场在“线”场系列音乐会、19场
“大师不在台上”，这也是疫情期间，上海交响

不断尝试多终端呈现的一个缩影。其中首席

大师课甫一上线即引起多方热议，甚至引来
《纽约时报》的关注点赞；在“线”场系列音乐

会通过现场直播，将馄饨皮内的室内乐演出
原汁原味送到了手持不同终端的观众眼前，

首场演出直播时就有超过 90万人点击观看，
在后期“云剧场”展播时更是获得了半小时内

170多万人次观看的好成绩；“大师不在台
上”作为已经创办多年的线下音乐品牌，让众

多乐迷与大师近距离互动时，见识音乐家们
不为常人所见的另外一

面。现在乐迷可以通过“一碗馄饨”重温记录

下这些温暖瞬间的珍贵视频，或与大提琴家
王健共烹小鲜，与小提琴家王之炅同打太极，

或与上海交响的 CP伉俪们共话生活点滴，
体验作为上海交响粉丝的独特待遇。

为什么要端出“一碗馄饨”？上海交响乐
团团长周平解释道：“疫情以来，上交一直不

停行动，从 1月 27日的‘音乐隔离包’开始，
我们已经在微信公众号上推出了首席大师

课、大师在你身边等 6个音乐产品系列。做
到现在，我们已经积累了数量庞大的音视频

资源，但观众希望完整体验或者回放看的
话，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就很不方便，再加

上我们还需要持续更新添加，于是我们想到

了包这样‘一碗馄饨’，给用户以快捷。”
与其在疫情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前措手

不及，不如静心思考如何应对，如何丰富古
典艺术在当下的呈现方式。“仰赖线下”只是

曾经单一的生存模式，掌握了线上新技能，
或许就能挣出另一条活路。

本报记者 朱渊

这“一碗馄饨”料足汤鲜米道嗲

上交
出品

□ 朱渊

■ 多年来，上交推出各
种丰富的活动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本报讯（记者 朱渊）上海交

响乐团首位华人首席、小提琴家柳
和埙，因病医治无效于昨日下午在

徐汇区中心医院辞世，享年 93岁。
柳和埙先生最后一次登台面

对观众，是去年上交建团 140周年
庆典音乐会。柳和埙连同另外 12

位老一辈上交首席逐一被邀请登

台。上交音乐总监余隆感慨：“这批
上交的老首席是中国当之无愧的

‘音乐宝贝’，是他们的赤子之心助

燃了新中国交响事业。”

柳和埙 1927年 4月出生于上
海一个音乐家庭，父亲柳尧章擅长

演奏多种中外乐器，并参与创建名
垂乐史的大同乐会。柳和埙自小即

接受音乐熏陶，随父亲学习小提琴。
1946年，年仅 19岁的柳和埙

经第一个进入工部局乐队的华人谭

抒真介绍，进入上海市政府交响乐
团（前身上海工部局乐队）任小提琴

演奏员。1954年经过上海交响乐团

演奏考试和团内民主投票，柳和埙

以高票当选为乐团首席。自 1954年
到 1992年退休，共担任了 38年的

乐团首席。
柳和埙有着丰富的音乐阅历、

精湛的技艺和演奏经验，是公认的

杰出的小提琴家和乐团首席。他领
衔参加了团里许多海内外重要演

出，1957年苏联小提琴大师奥伊斯
特拉赫到上海与乐团合作演出，首

席即柳和埙。赴美国庆祝卡内基音

乐厅 100周年庆典音乐会及十六个

城市的巡演，日本的巡演，德国、瑞
士、意大利等三国的巡演，以及澳大

利亚、新西兰和多次中国香港演出，
都是由柳和埙担任首席。

柳和埙的一生与中国的交响乐

紧密相连，他见证和参与了中国交

响事业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柳
先生对上交风格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做出了贡献，他尽心尽责的职业道德

和工作态度也为后辈树立了榜样。

上交元老级首席柳和埙昨逝世

■ 柳和埙最后一次登台 郭新洋 摄

■ 在上交“馄饨皮”中的演出凝聚
乐迷的心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