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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体现东方智慧
范圣玺早年留学日本千叶大学，这是

一所以工业设计见长的大学，博士毕业后

来到同济大学任教。2009年同济大学成立
设计创意学院，范圣玺是这个学院的元老，

短短十多年，在他和同事的努力下，设计创
意学院 QS排名已是亚洲第一。范圣玺对东

西方文化都有较多涉猎，喜爱书法、绘画，

还是学院非遗中心主任。
2016年，中国的二十四节气被列入世

界非遗名录。而早在十多年前，范圣玺就已
深入研究二十四节气中蕴藏着的中国智

慧，他在同济大学开展了相关的传统文化
教育，去年还举办了二十四节气艺术展，甚

至还写了一个舞台剧剧本。此次钢琴家万
捷旎要举办音乐会，大家一拍即合，决定以

钢琴音乐会的形式，把二十四节气主题搬
上舞台，并请来学院优秀的数字媒体团队

加盟，用当下最先进的科技体现东方智慧
之美。

数字交融自然艺术
范圣玺习惯用科学的眼光看待自然、

艺术。他说，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也是一种数

字关系，如所有的树、花、昆虫的生长都有
规律，体现了美学法则，像鹦鹉螺的结构就

符合黄金分割比例。此次音乐会名称中的
15°就体现了这一点：在自然的二十四节气

中，太阳运动轨迹以每 15°为一个节气；音

律中的“15°”包含了二十四个音符。
他为每一首乐曲确定了关键词、色彩

和画面：春，是萌动、舒展、神采飞扬；夏，是
夏夜、新雨后、雀鸟的跃动；秋，采用秋月、

月光意象；冬，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肃杀、
凄凉，但范圣玺却不这么认为，从小在东北

长大的他说：“冬天恰恰是最温暖的，因为
和家庭、灯光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关键词

是宏大、崇高、温暖、永恒……”他还为音乐

会创作了 30多幅画，有水墨，有水彩，如为
门德尔松的《春之歌》创作了细细柔柔的柳

条，为汪立三的钢琴曲《新雨后》创作了雨后
的荷塘与远山。

范圣玺的创意，被数字媒体团队充分演
绎———《新雨后》用 3D 水墨动画技术，呈

现出粉色荷叶与岸边柳树的轻微摇曳；谭盾

的《水彩画“秋月”》，则通过计算机提取了水
彩画里分布的像素色彩数据，渲染绚烂秋

色，甚至采用 AI 风格迁移的算法呈现。数
字工程师还增加了动作捕捉技术，演奏时背

景不断变化，具有奇幻的视觉效果。

聆听世界感受神奇
和音乐会结缘，也源于范圣玺对声音的

敏感。他常常独自聆听世界。少年时，他曾经

在铁路边上独自学习，伴随着他的只有时而
经过的火车有节奏的“咔嚓”声。在上海，有

一次他到和平公园散步，在一片安静的树丛
中忽然听到了轻微的窸窸窣窣的声音，抬头

一看，面前几棵大树上的种子全部爆裂开

来。这声音一般人可能忽略了，但范圣玺却
一下子被感动了：这不就是种子的大合唱？

种子撒到大地，不是生命的轮回吗？大自然
真是神奇啊！

多年前，范圣玺和太太在日本留学，有
了女儿。在陪太太产检时，他第一次听到了

胎心。医院把胎心用扩音器放出来，声音很
大。“扑通扑通”的有力心跳传到范圣玺的耳

朵里，他感到了一种震撼：“这个生命在努
力，在拼命和世界取得联系！”

种子的大合唱、胎儿的心跳、大地的声
音……音乐的律动与万物的生长密不可分，

而自然节气与音乐艺术中相互关联的数字
密码正在被发现。在范圣玺看来，不断发展

的数字媒体、算法科技，将使音乐与自然实
现完美交互。 本报记者 邵宁

“理工男”策划了一场跨界音乐会

    科班出身并不意味着固步自

封，Z世代的古典“青鸟”要建立自
己的游戏规则！前晚，自首批上海

交响乐团“青鸟计划”中脱颖而出的
金郁矿（见下图），携手他所组建的

“新古典室内乐团”，在“第三空间”

用一场彰显年轻人艺术格调和音乐
理想的音乐会开启“青鸟”新征程。

金郁矿说：“传统也必须要发展，我
们要引领下一个时代的潮流。”

颠覆古典音乐会的传统，“青
鸟”的开幕音乐会于晚上 9时 30

分开演。候场时分，侧台不见演奏

员，他们纷纷“潜伏”在观众群里
“做调研”，微笑聆听台下潮人们

对这场音乐会的期待。随着一声
小号响起，年轻音乐人逐一登台

演奏。以钢琴为中心，弦乐和管乐
声部环绕的舞台布局，让观众从

心理空间到物理空间都有“沉浸
式演出”的互动感与参与感。

作为青年人才“孵化平台”，
“青鸟计划”不仅仅针对少数精英

群体，而是面向所有怀抱着音乐
梦的年轻人。零门槛入会，然后，

通过参加演出获得积分，完成晋
级，拥有属于自己的专享音乐季。

“青鸟计划”中没有主办方规定动
作，也无需为商业品牌代言、站

台，年轻人可以自由地成长为独
立成熟的艺术家。上海交响乐团

团长周平说：“我们只负责提供支
持和帮助。”

让“支撑者”们自豪的是，经
过上海交响乐团一年的扶持和孵

化，首批“青鸟”已然蜕

变升级为 2.0版。音乐会从创意

策划、乐务、谱务到选曲、演出编
制、艺术家确认等，事无巨细都由

“青鸟”们主导并逐一落实，就连
检票、礼宾等场地执行也统统包

办……“青鸟”们自编自导自演，
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搭建起一

套有规则、成体系的架构。

不仅如此，“青鸟计划”同时
也为年轻音乐人才争取更多关

注。联动上交及国内其他职业乐
团、艺术经纪公司，为他们的音乐

抱负和艺术热情提供施展空间。
从“想到”到“做到”，助力他们事

业快速起步。一如“青鸟计划”发
起人余隆所说：“我不愿看到年轻

的艺术家在刚起步时就因为种种
困难与门槛，消磨掉最宝贵的东

西———热情与自信。”
据悉，整个“青鸟音乐季”由

N个年轻音乐家的“个人音乐季”
组成。“王雅伦的音乐季”将用布

洛赫和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展
现年轻人的思考和情怀；“陈俊羽

的音乐季”用一场独奏音乐会“旋
律的力量”，思考音乐作为媒介的

魅力；而“鞠小夫的音乐季”取名
“生活的默契”，展现格什温的美

国生活和李斯特的辉煌精神。
“青鸟”们在音乐季伊始发表

宣言：“我们科班出身，我们经历
了传统音乐会形式的一切，并且

早已深谙于心。但传统是也是不

断变化的，从斯托科夫斯基时代
开始音乐会形式的改革，到王羽

佳大胆地用 iPad看谱演奏音乐
会———我们要引领古典新潮流。”

本报记者 朱渊

    上交“青鸟计划”2.0版开幕音乐会启动的当晚，上海国际舞蹈

中心剧场“青年孵化平台”2021年度孵化项目名单也出炉了；而戏
曲舞台上，金静从艺 40年展演今晚收官场《血手印》，亦将 C位让

出给予戚派新秀徐婷。

在上海，年轻人永远有机会；在上海，寻梦人永远有舞台。

舞台上，金郁矿挥舞着指挥棒，描绘着他的音乐王国，那样自信、

光彩熠熠。自小在杭州求学的他，考入上音附中才踏上了音乐的康庄

大道，能成长为古典乐“青年”中的领军人物，上海给予这个“斜杠青

年”的是包容兼并、是鼓励扶持，更是天高海阔任翱翔的自由。

迈入新时代，需要打破成规、探索创新。 但跨出“舒适圈”需要

勇气，颠覆原有游戏规则需要魄力。 上交推出“青鸟计划”，就是要
把舞台整个让出来给予年轻人。就像余隆说的，“青鸟”们要

展翅，需要时间磨砺、需要空间试飞，“我们要做的就

是给予他们自由，让他们保持对艺术的热

情与想象力； 而他们要做的，就

是坚定地去实现自我、

孵化作品。 ”

让舞台给年轻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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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的萌动、夏的繁华、秋的深邃、冬的崇高，伴

随着肖邦、德彪西、丁善德、谭盾等中外音乐家的名
曲，在舞台上以跃动的线条、斑斓的色彩和炫目的

光影呈现给观众。 昨晚，在保利大剧院首演的《15°———万捷旎数字与钢琴印象》音乐会

上，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主题首次在数字媒体营造出的梦幻世界中，和钢琴一起自由
舞蹈，一场视听交响让人沉浸其中，惊艳不已。

这场演出，不仅是一次先锋艺术之旅，更是科技与艺术的成功跨界。 音乐会的总策

划、艺术总监是同济大学教授、博导范圣玺（见下图），一位工业设计和创意设计的专家。

而这样一位人们眼中的“理工男”，是怎么让数字媒体和钢琴音乐融合起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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