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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今天是 2020年的最后一天。这一
年， 对于故宫这一中华文化的瑰宝来
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 昨晚，上
海民族乐团的民族音乐史诗《紫禁城》

全球首演，上汽之夜·《紫禁城》开启了
上海大剧院 2021新年音乐会的序幕；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
心摄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故宫博物
院联合出品的纪录片 《我在故宫六百
年》今晚起播出。

这两部作品， 作为紫禁城建成
600周年的收官活动， 引发人们的强
烈关注。

在民族音乐史诗《紫禁城》中，民族
管弦乐、古老编钟、弹拨乐与合唱……

主创人员用多姿多彩的民族音乐语汇，

合奏出一曲盛大的交响， 讲述故宫的
博大、文化的深厚，以及它在漫漫历史
长河中的变迁———如何从帝王之城到
人民的紫禁城，再到全人类的紫禁城。

明中都皇城在规模初具时，

为何突然被朱元璋喊停，成

了他未完成的理想之城？ 皇帝的卧室
后殿， 为何也有偷工减料的现象？ 近
200年前的清朝宫廷春晚节目单上留
下了怎样的文艺华彩？ 一块毫不起眼
的蓝色瓷砖为何承担着“丹宸永固”大
展的特殊使命？种种疑问，都可以在纪
录片《我在故宫六百年》中找到答案。

故宫 600年， 是巍巍矗立的宏伟
建筑群，是一砖一瓦，一石一木；是代
代相传的设计者与匠人，人能弘道，文
以人传。在漫长的接力中，每个人付出
时间与责任，才最终留下了红墙黄瓦、

流光溢彩， 留下了可以永远诉说的紫
禁城故事。我们看不到时间，却能看到
时间的痕迹，听见文化的回响。

无论世界如何变化， 岁月如何变
迁，镜头和音乐努力捕捉并呈现的，是
在文化遗产面前， 人们所展现出的坚
定和坚守。 这是故宫之所以能够历经
600年， 并能继续讲述精彩故事的底
气和力量。这是我们回望历史、畅想未
来的文化自信。

    “首演前夕我们排练到晚上 12时许，走完春夏秋

冬一个轮回，走出大剧院，骤然发现，下雪了。”上海民

族乐团团长罗小慈感慨，上海的天气和昨晚首演的民
族音乐史诗《紫禁城》里的冬之意象不谋而合。一抹故

宫朱红，带给上海观众新?的暖意。
今?是紫禁城建成 600?，在故宫博物院的特别

支持下，上海民族乐团携手上海大剧院、上汽集团、上

海国际艺术节中心，以上汽之夜·《紫禁城》开启上海大
剧院一中一西 2021新?音乐会的序幕。

作为紫禁城建成 600周?的收官活动，《紫禁城》

何以打动故宫博物院？专程来上海出席音乐会首演的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王跃工表示，民族音乐和紫禁城的

文化调性高度契合，故宫里和民族音乐相关的藏品也

有很多，怎么用民族音乐的语言阐述紫禁城故宫博物
院文物和所代表的传统文化，故宫人特别期待。王跃工
说：“《紫禁城》的团队很?轻，90后到底怎么看待 600

岁的故宫，又怎么用音乐展现、能产生什么样的共鸣，
这是我们特别想看到的。”

从帝王之城到人民的紫禁城，再到全人类的紫禁
城，音乐会的五个篇章视角不断切换，文明之光穿越历

史的尘烟依然温暖而耀眼。第一篇章《东方奇迹》，民族
管弦乐与合唱的音响全景式呈现了紫禁城这一人类文

明史上的伟大奇迹；第二篇章《中华礼典》，古老的编钟
扣响悠远的金石之声，华夏礼乐和文明的庄严与典雅

翩然而至；第三篇章《卉木拾音》，弹拨乐与乐队表达木
结构建筑灵动与精巧，以此赞美大国工匠精神和和谐

之美；第四篇章《风雨沧桑》，管子与乐队的音乐语言回
望历史，讲述紫禁城的岁月沉浮，映射中华历史的风雨

沧桑；第五篇章民族管弦乐与合唱《文明之光》将音乐
会推向高潮，恢宏的乐队音响和人声合唱震撼人心。

整场音乐会的视觉设计并没有直白地运用紫禁城
的实景图片，而是提炼出象征性的文化符号并加以艺

术化的处理，比如抽象的宫殿屋顶装置，通过不同的排

列和调度，既可以呈现层峦叠嶂的气势恢宏，也可以营
造古楼明月的宁静致远。春有百花，夏有月；秋有银杏，

冬有雪。幕间曲《春》《夏》《秋》《冬》音乐会以四季轮转
的方式诠释紫禁城季节之美和生命张力。“金水桥”由

舞台延向观众席，仿佛只等你往前几步便能进入紫禁
城的世界……

本场音乐会由上汽集团冠名支持，这也是上海民
族乐团、上海大剧院和上汽集团第二次携手在新?档

期联合推出的民族音乐盛宴，音乐会也通过腾讯视频
全程直播。这场音乐会亦是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重大

文艺创作项目、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委约作品。

本报记者 赵玥

    皋兰路 16号的思南书局·诗歌

店一周岁了。自从向读者发出邀约
“写一首诗，为诗歌店庆生”后，书店

线上线下收到 100多首诗作。其中，
有 40多位读者走进了诗歌店，提笔

写下诗歌。翻看留言簿，发现有多位
6至 8岁的小诗人，倾听内心“诗性

的声音”，写下了诗歌。6岁的成成

模仿了李白的《静夜思》：“高高的小

楼/像一座灰色的大山/我抬头看着

小楼/低头想起我家在 216 的房
子。”
诗歌店生日，便以诗之名相聚。

诗人韩博、木叶、张定浩三位嘉宾来

到诗歌店，分享与“时光机”这一主
题相关的诗歌。小诗人们也在老师

的带领下来到诗歌书店，分享他们

的诗歌。
8位 6至 8岁的孩子将他们的

诗歌留在了店里。6岁的萌萌写道：
“白白的云朵 /像软软的棉花糖/我

抬头看着云朵/低头想起/妈妈给我
买的/棉花糖。”

思南书局·诗歌店是世纪朵云

旗下首家垂直领域主题书店，于
2019? 12月 28日开业。诗歌书店

由上世纪 30?代优秀历史建筑改

建而成，面积约 560平方米，业态以
阅读购书、艺术展览、文创产品、沙

龙活动为主，是集阅读分享、讲座培
训、社交休闲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公

共文化空间。上架图书以诗为主题，
涵盖诗集、散文、评论、传记、绘本等

相关文学艺术书籍 1880 余种，共

6300多册。
诗歌店在开业季共举办了 10

场线下活动，吸引了文艺爱好者的

关注。但开业季刚过，疫情突如其
来，诗歌店从除夕开始闭店，直到 2

月中旬，才随着上海复产复工的脚
步重新开门营业。从 3月 20日到 6

月 5日，诗歌店组织了包括“什么算
是一首好诗———诗歌鉴赏指南”等

多场线上活动。从 7月 10日起，诗

歌店重启线下活动，并保持着平均
每月两次的线下活动频率。

到目前为止，思南书局·诗歌店

已举办各类线下活动 30余场，60多
位嘉宾做客书店，为读者带来诗歌主

题的新书分享、创作对谈、经典诵读，
还有舞蹈工作坊等活动。约有上千名

读者参与过诗歌店的线下活动。
正如思南书局·诗歌店开业季

主题“明亮的刻度盘”，这句引自俄

罗斯白银时代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
诗句，它提示着诗歌所蕴含的光明

力量以及仿若刻度盘一般的精确
性，也预示着思南书局·诗歌店的初

衷：希望书店如一道明亮的光，成为
这座城市中令人瞩目的诗歌文化坐

标之一。
本报记者 徐翌晟

马上评

文化的回响

大人孩子一起为她写诗
诗歌书店一周岁了

我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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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抹故宫
带来新年

民族音乐史诗《紫禁城》全球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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