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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0?、70?、80?， 四代作曲

家不忘初心，各自创作了《逐浪新潮》《中
国颂》《相信未来》《父辈》4部作品———看

似是 4个个体的各自发挥，实则形成了上
海作曲家“群像式”的实力展现。这是一项

酝酿 3年的创举，交叠出音符营造的波澜
壮阔的中国史诗。

4部作品昨天在 2020上海重点舞台艺

术创作———上海交响乐团建党百年委约新

作品研讨会之前，进行了试演。 这 4部饱含
深情的作品音乐性充沛， 有的旋律感人至

深，听得人直掉泪；有的基调昂扬，听得人

热血沸腾； 有的还纳入了耳熟能详的主旋

律，令人听得既有熟悉感又有创新性。 4部
作品的连缀展现， 让人们发现了作品的戏

剧性———增强了作品“整体呈现”的创作动

机乃至叙事表达。

虽然创意之始、创作之初，是四代人
的 4部独立作品， 但是对初心的追求与

向往， 凝聚在四代作曲家的笔尖和音符
里，加上同步委约的模式，无形中也让我

们有意识地融 4 条溪流为一条大江大
河，澎湃出“相信未来、致敬父辈的中国

新浪潮”。

    谈及此次委约创作初衷，上海交响乐

??长周平直言：“从《2019上海新年音乐
会 献给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的第一首歌》

《中国交响 70年唱片集》到如今的建党百
年委约创作，上海交响多次在中华民族历

史进程的重大节点上，不断探索如何用音
乐延续和传承精神火种，这既是我们在新

时代下的奋进与担当，也是乐?面对民族

奋斗前行每一步的激情表达。”

紧随其后的专家研讨会上，中国音

乐家协会主席叶小纲强调：“这 4部作品
将是一个历史性的表达！”而“2021上海

新年音乐会”上，4 部作品片段将由中国
爱乐乐?、上海交响乐?、广州交响乐?

3 ?艺术家联合演出，这也将对这些作

品的推广起到积极的作用，让它们在全
国范围内，甚至是国际舞台上得到更好的

传播。

中国剧协副主席、上海市剧本创作中
心艺术总监罗怀臻听完排演心潮澎湃，他

评点道：“50后的音乐中有着理想主义的
信念；60后大方、飘逸、舒缓，开阔；70 后

这代人受的教育最好，技法丰富、视野开
放、专业表现力强；80后有点返璞归真。感

觉 4部作品彼此不可替代，放在一起就像

一个整体。”
“主旋律创作，成功的关键就看如何

在主题里挖掘艺术性，得到观众和听众的
认可。”上海音协副主席杨燕迪表示：“委

约四代作曲人打造 4部作品，这样的方式
将在全国树立标杆。这样一个重大命题创

作，对音乐而言是艰巨的挑战，尤其是交
响乐。音乐是非常抽象的，作曲家如何对

这厚重、复杂的 100年有自己的感悟，通
过音乐表达出来，是很大的挑战。”

本报记者 朱渊

以
︽
中
国
颂
︾
致
敬
︽
父
辈
︾

上
海
交
响
委
约
四
代
作
曲
家
创
作
四
部
作
品

四代同心 □ 朱光

打响 品牌上海文化 马上评

于阳《中国颂》的旋
律波澜壮阔，一浪又一浪
拍打着聆听者的心潮；杨
帆的《父辈》用年轻人的
音乐语汇向前辈致敬，音
乐极具画面感，引人入
胜；贾达群的《逐浪新潮》
凭借深厚的民族文化积
淀，展现了宽广的气魄和
情怀；郝维亚以诗人食指
的名篇《相信未来》，表达
了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永远坚定的信
仰和永不磨灭的初心。

为迎接建党百年，上
海交响乐团委约四代作
曲家创作的 4 部作品初
具雏形。昨晚，4 部作品
的片段由驻团指挥家张
洁敏执棒上海交响乐团
在上交音乐厅完成首次
排演，并邀请各界专家现
场试听。

据悉，委约四代作曲
家共谱时代强音的创意，
由上交音乐总监余隆提
出，早在今年 4 月，这一
项目就已启动。如今，这
4 部作品也是上海发布
的首批以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和建党百年为主题
的 39项重点文艺创作项
目之一，更将是上交传统
品牌“2021 上海新年音
乐会”重磅之作。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波澜壮

阔，上海交响首次尝试同时委约多位作
曲家，邀请贾达群、于阳、郝维亚、杨帆这

4 位分别出生于上世纪 50 年代、60 年
代、70年代和 80年代的作曲家，将他们

的个人视角及感悟与时代背景相结合，
写入作品中，让人们得以聆听不同代际

的作曲家对信仰和理想的不同诠释。用

有历史深度、人文思考、艺术高度的质感
音乐，折射党的崇高信念和坚韧力量，书

写几代人心中的民族记忆，展示中国音
乐人深沉的家国情怀和音乐思考。

50后作曲家贾达群创作的乐队协奏
组曲《逐浪心潮》以毛泽东诗句“心潮逐

浪高”为标题，营造出大气磅礴的意
蕴———“浪”，暗示自然界和人世间变幻

的风云；“逐”，并非简单追、随，而是一种
认知、驾驭和引领；“心潮”，既是情感的

释放，更是思想的言说。“逐浪心潮”表达
了对理想和信念诚挚的态度，并寓意一

种宽广的气魄及理性和情怀。

60后作曲家于阳创作的交响乐《中

国颂》以浓郁的中国音乐风格，融合浪漫
主义的抒情性、印象主义的色彩性和现

代主义波澜壮阔的交响音乐语汇，展示
了中国当代音乐的新风尚。虽说昨日呈

现的只是片段，还未全面展开，但反复出
现的主旋律所带出的感染力让人向往。

70后作曲家郝维亚，曾因电影《西藏

天空》获得金鸡百花电影节最佳音乐，在
此次作品中，他采用当代诗人食指的名

篇《相信未来》为歌词，特邀女高音黄英
加盟，通过大型管弦乐队与女高音的使

用，表达百年来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
的引领下砥砺前行，永不磨灭的初心。

80后作曲家杨帆，以交响诗《父辈》

致敬父辈，“这部作品融入了我个人的音
乐语汇和创作技法，希望以此来表现我

对父辈、前辈们的崇敬。”杨帆用音乐语
言描绘“父辈、红潮、新梦、囹圄、觉醒、宣

言”等文学意向，通过音乐寻找与父辈的
共鸣，纪念父辈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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