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的世界应该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而了解可以从中国
文化开始。《大地之歌》不仅能让东方人，也能让更多西方人感受
中华文明、中国文化的精彩与深邃。”上海交响乐团签约 DG厂
牌后的第二张唱片《大地之歌》全球发行以来，《卫报》《金融时
报》、BBC广播三台等多家海外媒体纷纷撰文给予好评。上交音
乐总监余隆坦言：“我们这代人的责任，就是守住中国文化的根，
传递给全世界。要有这份耐心和信心。”

东京残奥会上
那些让人感动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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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黑暗中的微光，看灵魂在

舞蹈。”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6 周年，

舞剧《记忆深处》于前昨两晚在大
宁剧院上演并开启全国巡演序幕。

启动仪式上，主创团队用 400余支
蜡烛拼成“0903”字样，致敬英烈、

寄托哀思。

编剧、总导演佟睿睿说：
“舞剧力图还原南京大屠杀全

貌，从亲历者的日记、采访中窥
视这段历史，让他们互为旁

证，对人物塑造及群体灵
魂力求最本真的表达。”

舞剧《记忆深处》
从美籍华裔作家张纯

如探索 1937年“南京大屠杀”这一

历史事件真相的角度切入，并以此
为线索贯穿始终，引出南京大屠杀

这场浩劫中拉贝、魏特琳、李秀英、
东史郎等真实亲历者的那段回忆。

《记忆深处》选取屠杀、见证、忏
悔、否认等关键词构成相对独立又

相互印证的篇章，环环相扣。舞剧

的每个篇章都是一场对话，既是与
张纯如的对话，也是与过往、与人

性、与良知的对话，最终归结为善
与恶的较量。

佟睿睿说：“是所有亲历者的记
忆碎片拼接在一起，才成为了中华

民族不可遗忘的集体记忆，漫延成
为人类共同的记忆。每个角色的视

线和初衷虽然不同，但最后都共指

同一个真相：以和平的名义，用这部
作品，祭奠我们这个民族所经历的

苦难与伤痛。”
艺术总监柯军说：“看完《记忆

深处》，让我久久不能言语，只觉眼
中盛满泪水。这份苦难太过沉重，沉

重到让人无法面对又难以忘却，它

深埋在每个中国人的骨血中。”文学
顾问罗怀臻说：“我至今都不敢凝视

《记忆深处》这张淌着泪的海报，那
泪水承载的是难以描述的苦难。我

觉得我只要看一眼，心中的悲伤就
会涌出眼底。”

《记忆深处》严格以史料为基础
和对照，结合纪录性和艺术性，以新

的思路和手法进行创作和呈现。除

保留少量必要的叙事性外，舞蹈的
编排聚焦人物所处的环境及其人性

的复杂心理，那些可敬的、虔诚的、
勇敢的、诚实的、执着的，当然还有

可憎的，指向记忆深处不可忘却的
部分，呈现出这部舞剧直抵人心的

不同力量。

虽然是在讲述一段史实，但编
舞以当代的视角切入，打造具有现

代审美的舞台质感，用直接有力的
舞蹈语汇捕捉人物情感的爆发点

和心理矛盾的敏感处。有舞评这样
形容：“大开大合的灵魂之舞具有

强烈的雕塑性，主要人物语汇张力
顿挫，细致入微，既表达了多层次

的情感，又给每个人物留下深深的
历史印记。”

上海站落幕后，《记忆深处》还
将去往佛山、广州、厦门等 6个城市

演出。

本报记者 朱渊

灵魂在黑暗中借着微光起舞
舞剧《记忆深处》全国巡演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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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不同魅力

    在叶小纲的作品中，音乐

所唤起的情感和音符背后的思
想比每个听众都能轻易听出的

诸如五声音阶、人声的滑音和
中国乐器的音色等特殊的“东

方”效果更加重要。这部作品的
配器特别多样化，包括大量的

打击乐器，其中既有传统的民
族乐器，也有传统的西方乐器。

余隆表示，从这部作品中

“人们已经能够看到两幅画
面———欧洲人对爱情、享乐和

死亡的感受，以及中国人对同
样事物的感受。在两者的对比

中，可以听到马勒的最后一个
乐章‘告别’和叶小纲作品中的

最后一个乐章，两者表达的是
完全相同的情感。马勒创作的
是油画，而叶小纲的是

水彩画。这两件作品的
并列允许我们进行富有

内涵的比较”。

将东西方两部《大地之歌》
同晚演绎，并录制进同一张

DG专辑，余隆用心良苦：“我
想能让更多人，尤其是西方人，

在东西文化的差异中，产生对
彼此的理解。”据悉，除《大地

之歌》外，开幕音乐会中以唐诗

为文本展现中西音乐表达的，
还有青年作曲家周天以宋词为

灵感创作的《音诗》。除此，新
乐季也将延续上交的“歌剧传
统”，通过《浪子的历程》

《白蛇传》《七日》等佳作

集中呈现中西歌剧

的不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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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余隆执棒上交携手女高

音郭森、男中音袁晨野（叶小纲《大
地之歌》）及男高音夏侯金旭和女中

音朱慧玲（马勒《大地之歌》），以两
部同名交响声乐套曲《大地之歌》为

2021-2022音乐季开幕。现场演奏
再现了音乐的磅礴气势，弦乐的平

衡和铜管的清亮，让现场观众感受
到中西两位不同文化背景作曲家，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诠释的差异。

古斯塔夫 ·马勒的交响声乐套
曲《大地之歌》内含的中国唐诗元

素，采用的是汉斯 ·贝特格的德文
译诗，该译诗并非基于中国古典诗

歌原文，是从法译本转译而来的。
作曲家对此进行了自由修改，事实

上，学者们花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来寻找和确认与马勒的文本相对

应的原诗。
指挥家余隆于

2004年邀请作曲家叶

小纲为原诗谱
曲，创作

了更忠实于原著诗意的版本。叶小

纲《大地之歌》的最初版本只有四
个乐章，2005年在京首演后，作曲

家又增补另外两个乐章后，形成今
日完整的作品。

同晚演绎马勒和叶小纲两部
《大地之歌》，余隆在站上指挥台前

深思熟虑。在处理马勒版本时，余

隆最初试图将作品“中国化”，后来
又改变了主意：“我觉得它必须作

为一部德国声乐套曲来表现。在决
定了这一点之后，我感到更加自

由。我可以把德国艺术歌曲的感觉
融入作品中，用一种非常中国化的

方式表达对诗歌的理解。”
“中国人可能看起来很矜持，

但表面之下他们的情感异常丰
富”。从自己的经验出发，余隆感到

“中国式”的《大地之歌》作为跨文
化对话的一种方式十分必要。“在

世界高速发展的当下，人与人之间
的距离却疏远了，大多数人沉浸在

自己的生活中，没有尝试去了解其
他文化。目前的疫情流行使我们更

有必要尝试相互理解和同情。”

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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