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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7汇文 体

    琳琅满目的打击乐器，中西交融

的节奏律动，让观众在打击乐的异
“响”世界里大开眼界。昨晚，上海民族

乐团打击乐专场音乐会《异“响”天开》
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举行。

一曲山西绛州传统鼓乐《牛斗
虎》形象描绘牛虎相斗、激烈交锋的

场面，打击乐演奏家杨阳和高晶敲

响两面中国大鼓，铿锵有力的节奏
拉开了音乐会的序幕。四位演奏家

蒋元卿、胡嘉倩、孙莉、张宓共同带
来《锦鸡出山》，呈现原汁原味的湘

西“打溜子”，展现锦鸡的各种动态，
更表达土家族人民热爱生活的乐观

情趣。
打击乐可以展现形，也可以展

现神，京剧元素结合打击乐，更有想
象不到的大气磅礴。打击乐重奏作

品《打虎上山》改编自京剧《智取威虎

山》，在孙莉、张宓和窦强的演绎下奏
响气势恢宏的乐音，带领观众感受林

海雪原中的壮志豪情。打击乐演奏
家蒋元卿和京胡演奏家张佳伟带来

的《夜深沉》重现京剧曲牌，大鼓与京
胡交相辉映，别有一番韵味。打击乐

协奏曲《仓才———风云决》更是将京
剧和交响乐相结合，优美的旋律线

条，激动人心的节奏，令人震撼。

除了中国传统的打击乐曲，音
乐会还上演了西方知名的流行打击

乐作品，呈现丰富多元的世界打击
乐艺术。打击乐重奏《如影随形》融

合古典音乐及摇滚音乐风格，两台
马林巴轻巧灵动的乐音令在场观众

如痴如醉。

值得一提的是，音乐会中还有两
首由乐团打击乐演奏家们自己创作

编排的作品。手碟独奏《心之旅》由
乐团打击乐声部首席王音睿创作，纯

净空灵的乐音传递演奏者真诚的内
心，搭建与观众心灵之间的桥梁。打

击乐重奏作品《争 ·融》诞生于疫情期
间，由王音睿与胡嘉倩共同创编，融

合多样的中西方打击乐器，尾声更是

采用了东西方音乐文化交流的产物
大海锣奏响结束音，展现人类文明交

融互鉴的博大意蕴。
压轴出场的《龙跃东方》欢腾热

烈，民族管弦乐队下，通通鼓、排鼓、
马林巴在极快的演奏速度中不断变

换节拍，极富张力，江苏民歌《茉莉

花》也融入其中，赢得现场观众阵阵
掌声。

在这场音乐会举行前，上海民族
乐团还特别推出了系列短视频《王老

师的打击乐小课堂》，由王音睿通过
镜头向大家介绍中国传统的和来自

世界各地的打击乐器，甚至连矿泉水
桶、算盘、谱架都在演奏家们手中“风

生水起”。
同时，比利时布鲁塞尔中国文化

中心也在国内外社交平台进行了转
发，在一段关于编钟的介绍中，外国

网友大开眼界，纷纷热议锡的含量对
于编钟的影响，网友安妮留言道：“我

曾在武汉观赏并聆听过编钟的声音，
非常了不起！”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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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区图书馆闭
馆改建已一年多，虽然实体空
间暂别，但阅读服务仍以多种创新方式
在城市各个角落延续，如星星点点的灯
塔一般点亮人们的生活，指引人们前进
的方向，有时又可以是暂时休憩身心的
愉悦之所。自去年 7月第一家“灯塔书
房”服务点龙南佳苑党群服务站正式对
外开放至今，“汇悦读”灯塔书房已有了
十余家，特别定制的灯塔 logo 造型寓
意着知识是生活的引航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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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岸边的身心驿站
瑞宁路 99号，是徐汇滨江段一

栋结构简洁的白色房子，屋角线条

飞扬，与周边各个时期工业仓库改
建的美术馆群落保持着和谐共处的

视觉关系。进入其中，有带着电脑沉
浸在工作中的年轻人，也有大汗淋

漓到这里暂歇的跑步者。透过落地

的大玻璃窗，对岸的建筑天际线在
蓝天的映衬下显得尤为舒展。这里

就是徐汇滨江党群服务中心，也是
“灯塔书房”的所在地之一，定位为

市民游客的共享空间、水岸服务的
综合载体、滨江治理的重要平台。

在这里，关于“一江一河”的城
市记忆随处可见、触手可及。走进展

厅，“3D浮雕水网”技术集合了上海
6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珍贵影像，展

现上海“一江一河”的前世今生。

可容纳上百人的“水岸讲堂”，
既是党课、沙龙、论坛的活动空间，

也是开放式阅读空间。市民游客来
到这里，可学习党史专著，阅读亲

子绘本、海派读物，不同年龄段、不
同兴趣爱好的人都能在此汲取精神

养料。

居民区的生活方式
龙南佳苑是上海市中心城区最

大体量的区筹公租房项目，目前有

150 余家区域内重点单位的 2000

余名青年人才入住，其中本科以上
学历占比九成以上，社区呈现青年

化、IT化、创业人群等特点，他们的
文化需求与传统小区有着明显的差

异。于是，位于其中的“灯塔书房”的
打造理念是“生活方式孵化中心：思

想在生活方式中相遇”。

龙南佳苑灯塔书房的书柜里有
党史、社科人文、科学普及等读本，

还有很多关于世界各地的旅游文化
书。在小区主干道旁设置明亮醒目

的形象标志，沿途橙色温暖的设计
元素一路导引居民通往“灯塔书

房”。一楼放置电子阅读本自助借阅

机，凭支付宝信用免费借阅，海报栏
定期更新活动预告。二楼色彩缤纷

的书架搭配灯塔创意阅读装置：依
附于墙面的多维旋转共享书盒、蓝

牙耳机嵌入式多格书柜等，提供平
面、音视频等多种维度的阅读体验。

位于徐家汇街道老式居民区的
乐山邻里汇“灯塔书房”，服务街道

社区中老年、青少年群体，与养老、
亲子等社区功能融合，为老社区注

入新阅读体验，主打以社区养生为
主题的生活方式输入。在空间内及

墙面，点缀“音药”盒子、定制书柜
等，设置手撕页养生书籍，居民可根

据需要撕下带走。定制书柜中，中高
层图书方便老年人拿取不必弯腰，

下层绘本适合儿童翻阅。活动间隙，
当地居民“姆妈”的上海话读童谣录

音，制作了二维码贴于书柜，居民只
需要扫一扫便可收听共享，提升社

区互动性。

商圈里的“自习室”

徐家汇 T 站“灯塔书房”位于
美罗城旁，楼宇内青年白领、附近街

道居民、游客、消费者来往不绝，在
这里，不仅可以阅读艺术人文、创新

科技、历史传记、人物励志等各类主
流图书平台畅销书籍，开展各类读

书分享会。

T站“灯塔书房”还有博物馆奇
妙物语、寻源徐家汇、海派之源下的

红色基因、营商服务最优圈、玩转徐
家汇等 5大主题的知识盒子。读者

只要翻开有图案的方块，扫描内部
二维码，便可了解该点位更多的信

息，还能获取游览路线，深入领略徐

家汇的风景。
偶然路过这里的学生小陈说：

“没想到地处上海市中心，这里却很

安静，坐在台阶上翻翻书，就像学校

自习室一样。”本报记者 徐翌晟

▲

龙
南
佳
苑

“灯
塔
书
房
”

■ T站灯塔书房

■ 音乐会演出现场

▲

 
衡
复
风
貌

馆
“灯
塔
书
房
”

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