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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7汇文 体

    音乐会最后，当这首由贝拉填词、根据犹

太民谣改编的《幸存者之歌》被唱响，将观众重
新带回了那个战火纷飞却又患难中见真情的

时代。当巨大的 LED屏上打出“谢谢，上海！我
爱你，上海！”的字样时，掌声响彻整个音乐厅。

有七旬高龄的老伯起立鼓掌，他说自己是
看了贝拉这本同名小说后特地来“打卡”的，身

为一个老上海，他知晓这段过往却又遗憾还有

太多人不了解，他说：“犹太人在上海的那段历
史，应该被更多人晓得。”

唱出心中的歌
“如果我是最后一位幸存者，我会以微弱

的声音、仅存的力量，唱出心中的歌。”这段文

字截取自《当命运以苦难亲

吻我》的诗篇，选自贝拉长篇
小说《幸存者之歌》，它道出

了贝拉坚持不懈追寻“犹太人在上海”那段历

史的初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近三万名犹太难

民为逃离纳粹的迫害与屠杀，来到上海。尽管
他们来自遥远的国度，说着陌生的语言，但善

良、热情的上海人秉承着这座城市海纳百川、
包容兼并的精神，给予他们最大的善意、友爱

和帮助。这份情谊，这段佳话，至今流传于世

界，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巨大光芒。
之所以坚持创作“犹太人在上海”系列，又

跨界打造“幸存者之歌”音乐会，贝拉说：“旅居
海外的那段时光，无论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

有犹太朋友对我反复提起那段历史。”想到自
己的故乡上海，曾以如此博大的胸怀和温暖的

双臂拥抱了数万犹太难民，让她骄傲、自豪，也
油然而生一种使命感———要用文字、用音乐记

录下这些动人故事。
这场音乐会，围绕作家贝拉的长篇小说

《幸存者之歌》展开，它以好莱坞传奇制片人迈
克 ·麦德沃的父母于二战期间在上海的真实生

活为蓝本而创作。为还原历史的真相和迈克父
母经历的艰难岁月，贝拉从上海电信档案中找

到了迈克的父亲大卫在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的
大量史料，还多次去洛杉矶采访迈克以及他的

母亲朵拉。从老人对遥远岁月的回忆和时而迸

发激情的目光里，感受到了犹太人对上海的感

谢和眷恋。

盼回梦中故乡
贝拉至今记得，第一次被迈克引荐给他的

母亲朵拉时，老人亲切地拉着她的手，如同看

到了故乡的亲人，她用一口地道的上海话问
好：“侬好呀，贝拉！一直听迈克提到侬，终于见

面了。”贝拉也在音乐会上忆起最后一次探访
朵拉时的情景：“她拉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开，

如同孩子般恳求我带她一同回上海。她对儿子

迈克说：‘让我回上海，我自己买机票。’又回头
看着我，吵嚷着说要躲进我的行李箱，让我带

她一起回上海。她说她做梦都想回到那里，回
到梦中的故乡，因为她的青春、爱情和梦想都

曾在那里绽放。”
让贝拉遗憾的是，《幸存者之歌》出版时，

朵拉已悄然离世，她带着书和花束在迈克的指
引下前往朵拉和丈夫大卫的墓地，她能做的，

唯有将朵拉墓边的小草连同泥土，一同带回上
海：“我想，现在或许你们已经化成了蝴蝶，回

到了梦中的故乡。”
昨晚，很多观众耳熟能详却又久违于舞

台的重量级嘉宾也纷纷到场助阵。他们分别
是：配音艺术家童自荣、刘家祯，“燕子姐姐”陈
燕华，女高音歌唱家陈小群，以及以色列钢

琴家索尔卡、俄罗斯舞蹈家尤金、阿耐斯泰
西亚夫妇、美国教授蒂姆 ·凯利等。他们用

弦乐、钢琴、演唱、舞蹈和朗诵的方式共同
歌唱人间大爱。 本报记者 朱渊

九易其稿
依然
交响曲《百年颂》昨晚公演

    《百年颂》由上海爱乐乐团驻团青年作曲

家龚天鹏创作，贯穿“初心”主题，四个乐章生
动谱写了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

磨难挫折中成长、在艰苦奋斗中壮大、在探索
创造中前行的百年辉煌历程。说起全曲的创

作结构与所描绘的意象，龚天鹏用“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来形容，“就好像音乐也有戏剧性

一样，每一段旋律都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而

是有逻辑贯穿的，这个关键词就是‘初心’”。
第一乐章中出现的初心主题，在小提琴

独奏中引领着所有乐章旋律的发展。乐曲行
进到第二乐章，整体风格转向了热情奔放的

舞曲快板，龚天鹏以浓郁的中国民间传统音
乐元素，表现了亿万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建

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欢畅心情。第三乐章高潮
迭起，各声部以独奏、重奏、协奏与大合奏的

形式不断变奏与升华“初心”主题。第四乐章
尾声的各声部齐奏，首尾呼应，层层推进，形

成开启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音乐高潮，抒发
了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时代心声和庄严誓言。

全曲演奏时长约 40分钟，四年里历经八

稿提升和修改。今年 5月 3日试演后，乐团和
创作人员便主动听取听众反响，征求各界建

议，进行了第九稿的完善和提升，力求音乐主
题更加鲜明生动，音乐语言更加形象丰富，音

乐结构更加简练严谨。
再次修改后的《百年颂》于 9月 30日在

上海市人民政府庆祝国庆 72周年音乐会上

首次公演，高度浓缩了跌宕起伏的建党百年
征程，以初心不改的坚定传递了厚重、磅礴的

情感和力量，又一次收获了热烈掌声和交口
称赞。

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不舍昼夜完成再一
次修改的龚天鹏感慨地说：“能在‘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之际创作《百年颂》，
意义深远，责任重大，这是时代赋予文艺工作

者的光荣使命，我们一定要交出一份优异的答
卷。”而这一次修改，仍然只是“在路上”，公演

后，《百年颂》还将进一步听取意见，再作完善，

以新的姿态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昨晚举行的音乐会，由上海爱乐乐团指

挥家张亮执棒，除了演出交响曲《百年颂》之
外，还上演了作曲家赵光为庆祝建党百年创

作的小提琴与大提琴双重协奏曲《石库门随
想曲》，以音乐语汇展现着从石库门到天安

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的筚路蓝缕。
本报记者 赵玥

初心旋律萦绕耳畔，嘹亮号角
催人奋进，上海爱乐乐团昨晚在东

方艺术中心公演交响曲《百年颂》。这部抒写讴歌
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的大型原创交响曲，作品历经数次修改，
以叙事化的音乐语言，以纯器乐的音乐表达构筑了中国共产
党百年来引领中华儿女砥砺前行的壮丽史诗。

谢谢，上海！
“幸存者之歌”音乐会昨上演

“在一辆颠簸的马车上，坐着一
位姑娘，她的眼中饱含忧伤……夜色
中等待启航，拥抱远东的曙光，诺亚
方舟的船长，站在江边召唤。”昨晚，
贝拉“幸存者之歌”音乐会在上海音
乐厅举办。出生于上海的加拿大籍作
家贝拉，携手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
及以色列的音乐艺术家，用文学与音
乐诠释人类命运与共，患难与共的人
道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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