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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上海交响乐团 2019-2020音乐季，

在音乐总监余隆的执棒下，以莫扎特《降 E大
调交响协奏曲》和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

《堂·吉诃德》两部经典作品收官。将近半年都
只能在“线上”与乐团“云相会”的乐迷，再度

坐进上交音乐厅亲身体验现场演奏带来的震
撼力，纷纷表示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终

于又回到音乐厅，找到心动的感觉，真好！”

多一个展示渠道
受疫情影响，这一年的音乐季算不上完

整，但在面临种种困境下，上交依旧坚持着高

品质的艺术呈现，并尽可能拓展线上“云直
播”，以音乐的纽带系住观众的心。疫情期间，

世界各大乐团纷纷推出“线上音乐会”，上交
也在剧场按下暂停键后，相继推出“周末线上

音乐会”、在“线”场室内乐直播音乐会。

而随着“一碗馄饨”小程序上线，乐迷观
众不但能自在游走于“听音乐”、“赏现场”等

板块，回顾以往精彩现场，还能心之所至点播
“首席大师课”，回顾“有准备的聆听”，甚至

“买买买”在“购文创”板块拿下心水的音乐小
物。半年阔别音乐厅的日子，仿佛是一次短暂

的休憩，而那些因不能听到现场演出的遗憾，
也以线上“音乐嘉年华”的形式被弥补。

然而，这样的“嘉年华”是否将慢慢变成
常态？有人说，未来这样的演出“新业态”或许

会逐渐成为主流。对此，余隆在接受采访时直
言：“线上直播只是让古典音乐的展现多了一

个渠道，但它永远不可能有一天替代现场演
出。技术虽为艺术插上了翅膀，可艺术直抵人

心的力量唯有面对面、同呼吸才能传递。”

听两部经典作品
昨晚音乐季闭幕场上演的两部作品，都颇

有挑战性。其中《堂·吉诃德》更是凭借艺术性和

趣味性成为很多乐迷心中的保留曲目。理查·施
特劳斯为大提琴、中提琴和管弦乐队而作的交

响诗《堂·吉诃德》，诞生于 1897年。比起传统交
响乐，交响诗的创作形式更自由。作品强调音乐

中诗意和哲理的表现，着力寻求音乐与其他艺
术如绘画、文学、戏剧等的联系。

《堂·吉诃德》是一部能激发听众对于文

学故事精准联想的作品。作曲家以高超的作
曲技巧融合他对原著的深度理解，通过音乐

与文学的交互拓宽音乐表现功能，扩大自身
界限。听众从交响诗中获取的不仅是动人的

音律，也能看到作曲家描绘的一幅图、一句
诗、一个故事，甚至是一缕思绪。现场不少观

众表示，上交的演绎极具画面感，让人仿佛能

看到那个秉持着骑士精神的堂·吉诃德在眼
前逐渐丰满和鲜活起来。

为了昨晚的演出，乐团整整准备了两个
月。因为疫情，演出的排练起初只能以“网课”

的形式推进，这让在莫扎特《降 E大调交响协
奏曲》中担任独奏的上交中提琴演奏家俞海

峰很不适应：“音乐是需要有肢体和眼神的交

流，加上网络环境也会产生延时，而音乐是要
求严丝合缝的，一个气口都不能差。”最终，音

乐家们还是选择从“网练”转到线下，“唯有大
家在现场磨合，才可能将细节处理到极致。”

疫情之后，国际艺术家入境变得极为困
难，在往后的演出中，中国艺术家将担任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

余隆直言，这对青年音乐家而言将是绝好的
崭露头角的机会：“一大批青年艺术家即将或

已经在独挑大梁，这在 20年前是不可想象
的，这些青年音乐家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音乐

的未来，希望国内音乐机构可以给年轻音乐
人更多的机会和平台。”

音乐会后，余隆为当晚上交演奏家们感

到骄傲和自豪：“他们的表现也印证了乐团发
展的职业化成果，虽然一开始有些小问题需

要调整，但很快将状态调整到最佳，这种能力

和专业素养就是职业化最精准的体现。”

本报记者 朱渊

从从从在在在“““线线线”””场场场回回回到到到现现现场场场
上交2019-2020音乐季闭幕“不散场”

    一个不期而至的破碎音乐季，却考验着

一家交响乐团、一座城市音乐底蕴的整体素
养。 在鲜花与掌声中乐声悠扬，自是悦耳怡

心。 在风暴与未知中，若仍声声入耳从容自
在，便有格外一份气魄与气韵。也许这一次，

疫情中的上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当得上
“爱乐之城”这张城市名片。

爱乐之城，音乐家不慌不忙。 国际艺术

家入境变得困难，没事，中国艺术家昂头顶
上。 青年人挑上大梁，这份“迫不及待”，虽

是时势所迫，却也是水到渠成。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潜心苦练，终在机会来临时，不

惊不怯，成为舞台最中央的那一抹闪耀。 他
们是中国音乐的未来，他们不期然地被推到

幕前，向众人显示———我们已做好准备。

爱乐之城，机构核心不破不立。 上交拓
展线上“云直播”，从“周末线上音乐会”到

“线”场室内乐直播音乐会，有它们在，申城
妙音不止。 除了那些看不见摸不到的音乐，

“一碗馄饨” 小程序上线， 除了回顾往日精
彩，点播大师课程，更可以在文创板块买到

实实在在的音乐小物。这些新形式、新业态、

新事物，来源于上交的新思路、新作为。

爱乐之城，观众们不离不弃。在线上，他

们静心守候，侧耳倾听。待场馆重新开放，他
们又走进剧场。 资深乐迷纷纷表示，想念这

种让自己震撼的感觉。 懂你，陪你……这批
知音人，是音乐之城的基石。

2019-2020 上交音乐季昨晚闭幕，没
事，上海夏季音乐季即将到来，就在 7月，就

在一切都好起来的这个夏日。

    青年文学评论家项静有一枚闲章，刻的

字是“多所欣”，章是另一位评论家黄德海相
送。每有读者请她在书上签名题字，她都不忘

为这枚章仔细蘸上印泥，为读者盖章留念。

一枚闲章
原来这三个字出典自陶渊明诗句“虽未

量岁功,即事多所欣”。在项静看来，解释就是，

虽然还未到丰收的季节，但是眼前的一切已
经让我们感到了喜悦，至少没有虚度光阴，至

少还在努力。“尤其读书这种事，就是靠着一
点点阅读所得，不要靠着讨巧，而是尊重辛勤

的劳动获得的收获。”

项静是青年文艺家计划中的唯一一位文
学评论家。项静的文学评论有洞见，文字和言谈

中透露出一种对文学作品的敏感和超群的解读

力量。文学批评需要价值判断，回答一部作品

“写得怎样”的问题，是她将文字的热爱，转换为
了阅读的热情。这需要耐性、心性和一种纯粹。

一种选择
项静师从蔡翔，念完了上海大学的文学

博士，之后进入了上海作家协会工作。一个人

的写作，有时候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往往会根
据生存环境而变化。作协为项静提供了一个

观察当下文学创作的平台，对文学的纵深了
解和观察，使文学评论成为项静的一个很好

的写作选择。

项静并不太喜欢情绪性的写作，她更希望
看到的是作家们的“理智之年”，他们经过长期

智力准备和精神打磨的写作。“理智是什么呢，
在青年文学中，它似乎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

理所当然人们会容易接受感伤的旅程、清新的

语感、酷烈的火焰。理智之年需要在诸如此类
的东西上，再做一些反刍和停顿。”

一个愿望
虽然开始写点自己的小说，但是项静的作

息一点儿也不“作家”，晚上 10点就上床睡觉，

早上 6点即起送娃上校车，然后回来坐在书桌
前，把早晨的清醒时间段留给理论书籍的阅读。

下午就看些小说放松放松，极少熬夜。

文学评论的基础在于海量的阅读，项静的
阅读速度快得惊人，长篇小说基本一两天内就

看完。文学评论介乎理论与文学之间，她希望
自己写的那些能有更多的读者，希望别人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如果在文字当中设置太多阅读
障碍，研究意义就不大了。”本报记者 徐翌晟

希望看到更多“理智之年”

爱乐之城 □ 华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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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评

■ 余隆在指挥 本稿摄影 记者 郭新洋

■ 昨晚上交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