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ulture&sports

首席编辑/华心怡
视觉设计/邵晓艳

11
2022年8月23日/星期二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wh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手记记 者

本报讯（记者 赵玥）敦煌石

窟探索一日营、敦煌舞蹈工作坊、

敦煌古乐赏析、舞台剧《敦煌奇妙

夜》……上海文化广场第八年度的

小白亲子嘉年华日前落幕，从舞、乐、

探、赏、学等角度为这个充实的暑

假注入欢乐探险元素，将孩子们带

入一场东方世界的艺术启蒙之旅。

小白亲子嘉年华是上海文化

广场自2015年起倾力打造的剧院

亲子品牌。今年的嘉年华首度从

户外绿地转战“大西北”，剧场以敦

煌文化艺术为主题，结合剧院文化

和舞台艺术展开，让萌娃走进剧院

感受舞台之美，体验传统文化的魅

力。莫高窟第220窟等比例模型

制作，是一场近距离接触敦煌文化

的活动，让各个年龄段的观众都接

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浸润；在“壁画

绘制：解析壁画构造”活动中，小学

员们通过壁画绘制体验、壁画修复

小实验等方式，深度体验了敦煌壁

画制作技艺，并系统了解壁画制作

与修复过程，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壁

画杰作。

由大船文化出品制作的亲子

音乐舞台剧上周末也带领各位大

朋友和小朋友共同走入一场奇幻

冒险之旅：整场演出将九色鹿、天

宫乐器等等传统元素与多媒体技

术结合，展现了敦煌绮丽多彩的文

化艺术。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汇聚三

大品牌插画展览的上海国际插画艺

术展近日同时亮相朵云轩艺术中心

和奉贤区图书馆。这次展览集结了

世界插画大赛2021年度获奖作品、

中欧当代插画与影像展，以及全国

插画双年展三大品牌大展，是国际

插画领域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中展

示，汇集了来自全球200多件/组插

画作品。

展览现场，阿毛毛带来的《花园

女孩》《回南天》《购物精品店》《居

民楼》等作品（见图 本报记者 王
凯 摄），有些鲜艳的色彩，基于人

们熟悉的城市日常生活，迸发出爆

棚的想象力。来自芬兰的插画师

凯图带来的《森林》《苔藓》《上树》

《刺猬》等作品，则流露出对于自然

的亲近。近年来，插画的应用场景

正在数字媒介的赋能下不断打开，

在与各个行业的融合中不断实现着

商业转化。它不只是泛绘本类的图

画作品，更是作为艺术媒介和艺术

产业的又一种呈现方式。展览现

场，不断打开插画的应用场景，让展

览随处充满体验感与参与性。

世界插画大赛是世界范围内公

认最综合、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插

画大赛之一，本次展览是延续47年的

全球性插画赛事首次在中国的展出，

共展出来自81个国家的插画师的十

大类别获奖作品。立足上海的中欧

插画与影像展侧重于表现插画的不

同领域与主题，至今已举办4届，共

邀请73位海内外艺术家参展，举办

200多场工作坊与100多场讲座。

该项目还受到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

科学校扶持，已成为上海高校品牌

展览。15年里举办了8届的CIB全

国插画双年展由深圳市插画协会主

办，是中国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

最多、最具影响力的插画类赛事之

一。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6日。

毗邻上海交响乐团有一片浅绿

色的老式居民区，虽颇具年岁、风尘

满面，却是卧虎藏龙、底蕴非凡。小

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以

下简称“梁祝”)的作曲者之一、作曲

家何占豪就“藏”于其间。无数个寂

静深夜，在那个不足12平米的朝北

小书房中，他写下了150余部大小

作品，让民族之魂融入交响之声，将

山河之美化入万千音符。

8月29日，何占豪将迎来他90

岁（虚岁）生日。即将迈入“九零

后”，他并没有要颐养天年的打算，

而是笔耕不辍地又交出一份新作

——交响秦腔组曲《根据地》。问到

90岁的生日愿望，66年党龄的他诚

恳道：“保持健康和充沛精力，为党

和人民写出更多好音乐。”

在同龄作曲家中，何占豪绝对

算得上高产，他每年要创作大小作

品近十部。在这些作品中，尤以红

色题材居多。“这和我少年经历和所

处的环境有关。我们这一代人，作

曲带着一份责任感。”

“我们是亲眼见过日本侵略者

烧杀抢掠、屠戮百姓的一代人，记忆

中，上课上到一半，听到头顶飞机轰

鸣而过，就要躲到课桌底下。艰难

岁月中，朝不保夕，有着一份很深的

耻辱感。”小时候的何占豪立志成为

科学家，“唯有掌握先进科学技术才

能救国”。后来，何占豪成了音乐家，

但那份为国为民的责任感没有变：

“我的音乐，要么歌颂祖国大好河山，

要么展现革命者不屈不挠的斗志，或

是唤起人们对国家民族的爱。”

听何占豪的曲，总有生动画面

感浮现于眼前，少儿筝曲《姑苏风

光》《茉莉芬芳》是满眼满心的江南

风情；疫情期间有感于奋战在一线

的医护工作者而创作的《妈妈，我想

你》，是孩子和医护母亲隔窗遥望的

眷恋不舍。

怎样可创作出有画面感又能引

发共鸣的乐曲？何占豪的回答有关

键词：真实和深情。他说：“我的音乐

每个音符都来自真实的人、真实的

事、真实的情，唯有真实才能动人，唯

有真情才能换得真心的共鸣。”写

作《根据地》，何占豪特地回到中

共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井

冈山，重读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

感受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

年轻作曲家拜访何占豪，常

常问如何能写出如《梁祝》般扎根

中国人心中的旋律。对此，何占

豪会不厌其烦、语重心长地说

——去听听地方戏曲，或是民间小

调和山歌，答案统统在里面。

“民族音乐是民族文化的一部

分，一个民族的审美体现在艺术的

方方面面，琴棋书画诗酒花都是相

通的。”何占豪说，和西方音乐的“无

标题”不同，中国音乐大多都是有标

题的，“中国老百姓喜欢在音乐中听

见故事、听见爱情、听见传奇，而我

们作曲带出画面感也只是手法并非

目的，我们最终是要借景抒情。”何

占豪对后来人有句肺腑之言：“先进

的理论和技术都是工具，最终还是

要服务于民族音乐的发展，因为它

才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魂。唯有强根

塑魂，才有中国音乐之未来。”

本报记者 朱渊

熟悉何占豪的人，都会惊讶于

他的冻龄状态，始终精神矍铄、神采

奕奕。可你若向他讨教养生之道，

又会发现完全无法效仿。数十年创

作生涯，何占豪遵循一张“分段式睡

眠”的特殊作息表——傍晚吃过饭

七点左右入睡，十点入夜后起身开

始伏案创作，凌晨四点晨曦初露前

再度入睡，直至天亮。他总说自己

生活于两个世界，白天是现实世界，

嘈杂却充满烟火气；晚上遁入音乐

世界，“唯有夜深人静时，才有澎湃

的旋律自心中流出”。

和这不按常理的作息表相匹配

的，是何占豪的创作天地——不足

12平米的朝北小房间，东西两面墙

的书架上，整齐码放着唱片、碟片、

书，还有许多奖杯和奖状。朝北窗

口下是两个书桌，放着成沓的曲谱

和一台作曲用的电脑，靠南边是一

架钢琴。留下中间小小一方，若有

客来，逼仄得几乎难以转身。何占

豪却极爱这小屋，将之视作福地洞

天：“你们不懂，在小空间里创作，才

能集中思想、聚精会神。”

作曲到凌晨，何占豪时常泡面

当宵夜。学生们以为他爱方便面，

便寻来各种口味，他失笑：“我爱的

是方便，不是面。”即将步入90高龄，

何占豪从未放弃坚持锻炼的习惯。

年轻时是篮球健将的他，至今每日

黄昏时分，都要出门快走一小时。

一双跑鞋始终在脚上，

精神抖擞。有次在机

场，他在专供80岁以上

老人通行的绿色安检通

道被拦下，只因安检人

员无论如何不信他已年

过八旬，仔细查验了身

份证，才放行。

2019年，在第七届

“上海文学艺术奖”颁奖

礼上，何占豪拿下第三个

终身成就奖。在接受采访

时，他说：“我们这代人写音

乐，就是要写给人民，要接地

气，老百姓不夸赞你的作品，得再

多奖也没用。”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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