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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 ·斯特恩国际小

提琴决赛必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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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能让世界了解中国、读懂上海？国

际赛事是一扇扇展示万千风情的窗口。上

海艾萨克 ·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自创办

起，就立下规则，决赛比拼除常规的古典小提琴

协奏曲外，另有一首必选的中国曲目。既能让

世界各地的参赛选手，通过演奏中国乐曲感受

中国文化，也能通过他们的视角、解读和表达赋

予作品更多可能。

首届赛事的必选曲目是小提琴协奏曲《梁

祝》，来自俄罗斯、意大利等国的选手查阅资料，

深入理解音乐背后的中国爱情传奇，他们的诠

释不同于传统的凄美，却在中国味道的《梁祝》

中注入了当代解读。作品创作者之一的何占豪

听后高兴道：“我们不苛求每个选手都能拉出纯

正中国味道，每个选手创造的都是不可复制的

版本，这让《梁祝》更多元。”

自第二届赛事起，必选曲目的难度升

级，组委会特别委约作曲家陈其钢创作小

提琴协奏曲《悲喜同源》。而此次，周天

的小提琴协奏曲《夜途》同样也是委

约创作。为赛事而作的当代曲目，带

入作曲家独特的人生阅历和情感，

且融汇东西方文化，对选手的音

乐分析能力和理解能力提出很

高挑战。

之所以将中国曲目设定

为必选，并强调演绎的重

要性，也体现了上海艾

萨克 ·斯特恩国际小提

琴比赛要传播最美中国声音的初衷。

诚如组委会主任、上交音乐总监余隆

所说：“东西方文化没有明确的界限，

所有文化都是人类文明的结

晶。而设置中国曲目为必拉曲

目，能让中国文化更多地被看

见、被演绎、被理解。”

第二届上海艾萨克 ·斯

特恩国际小提琴决赛必选中

国曲目：作曲家陈其钢创作

小提琴协奏曲《悲喜同源》

第三届上海艾萨克 ·斯

特恩国际小提琴决赛必选中

国曲目：作曲家周天创作小

提琴协奏曲《夜途》

8月26日-28日，第三届上海艾萨克 ·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将以线上音乐会的形式，完成疫情下的“友

谊赛”，演奏曲目包括一首中国作品——华人作曲家周天创作的《夜途》。昨天，周天在线接受采访，畅谈《夜

途》的创作灵感来源，并解析了这部作品的技巧和内涵。

《夜途》，顾名思义，灵感源自一段“夜途”的感受。“那是在一个深夜的车站中获得的灵感。”周天说：“疫

情之前，我有一天深夜从杭州站乘高铁去上海，当时看着车站里的人来人往，不同的人去往不同的地方，有

些人可能是踏上一个全新的旅途，有些人可能是去找到自己的归属，有些人可能就只是一段夜途。我想用

音乐去描绘充满光明与希望的三个夜间片段。”

如何把握《夜途》的演绎呢？周天缓缓道：“从作曲家角度而言，我想在弓弦间展现独奏和交响乐的碰

撞。”在他看来，独奏家和交响乐队存在三层关系：一是“协奏”，所谓协奏曲的协奏，就是乐队来“协奏”独奏；

二是“合奏”，就是乐队与独奏“合奏”；三是“竞奏”。他特别强调，合格的20世纪以后的协奏作品，不再只是

协奏或独奏来完成作品，也不再只是乐队跟独奏一个“合奏”的状态，而是通过互相竞争迸发出一种音乐的

光彩。所以周天对《夜途》的期待，就是独奏家和乐队迸发

出音乐的张力。

为帮助选手更好地理解《夜途》，周天特别开课，列出“学习

清单”，分享了包括爱德华·霍普的著名画作《夜游者》、选自巴托

克组曲《在户外》的“夜之声”、华彦钧的二胡名曲《二泉映月》、陈

凯歌导演的电影《霸王别姬》等多种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对自己

在创作《夜途》时的启发。当然，周天的点拨仅用作引导，他强调：

“不同的人演奏《夜途》会有不同的意图，而它也将引发不一样的共鸣

点。有些人也许能听见回忆，有些能听见旅途，还有些会听见自己。”

这也正是周天想要达到的效果——让《夜途》给予独一无二的感触。

作为一部委约作品，周天创作《夜途》不仅是为比赛度身定做，也将六

名决赛选手的特性考虑其中。所以在看了选手们的

演奏后，周天重新调整了《夜途》：“接受委约的作曲

家和设计师有相似之处，无论是为一个人设计一件

衣服，或者是设计一个音乐厅或是一个家，都应传达

出委约方包括演奏者的性情、调性的，所以在六强选

手产生后，我自己对他们进行了一些深度的了解。随后，

我把炫技的部分又提高了难度，因为我觉得他们水平非

常高，我的作品就不需要写得那么‘安全’，而是充分释放他

们的技术潜力和音乐内涵。” 本报记者 朱渊

昨天，朱屺瞻艺术馆在门口“再

建”一片梅林，将原先馆内大草坪里

的朱屺瞻先生铜像移至美术馆门口

的梅树丛中的一系列改建项目终于

与公众相见，一个公园里的美术馆

在此形成。在艺术馆内，还以朱老

最负盛名的“梅花草堂”画室为题，

开启了新一轮艺术创新与探索——

特别策划的“重现与回归”梅花草堂

特展。戴着眼镜坐在梅林中，微笑

捧着画笔的朱屺瞻形象，仿佛穿越

了时空，欢迎来此的每一位艺术爱

好者。

经历了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

历史时期的朱屺瞻（1892-1996），

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一直将凌寒不

惧、倔强冰霜的梅花品格作为自己

的精神象征，对梅花情有独钟，不仅

画梅、种梅，也将他的画室命名为

“梅花草堂”，“耋年之变”之后的许

多代表性作品就是在第三个“梅花

草堂”画室中完成的。朱屺瞻艺术

馆特别策划的“重现与回归”梅花草

堂特展，以朱屺瞻画室“梅花草堂”

作为叙事线索，根据时间脉络，追溯

朱老的“朋友圈”，从上世纪30年代

到二十一世纪初，将他们围绕“梅

花”创作的艺术作品展示出来。62

件/组艺术作品跨越了70年，表达

了不同艺术家在不同时期展现出的

不同状态，全面展现“梅花草堂”为

题作雅集交游和艺术创作。作品既

包括唐云《水墨梅石图》、谢稚柳和

陈佩秋合璧的《梅石图》、刘旦宅《湖

石红梅图》等画家的画梅佳作，也有

陈家泠、张桂铭的新水墨作品，还有

建馆之初由钱行健、吴玉梅、施大

畏、马小娟、毛国伦合作由苏渊雷题

的《红梅古艳百梅香图》，仇德树用

多材质拼贴手法创作的梅花也是当

代水墨的探寻。

朱老的这个艺术“朋友圈”，不

仅可以管窥到朱屺瞻艺术馆丰富的

馆藏作品，同时从艺术文脉上呈现

出海派、新海派、新水墨的发展脉络

和谱系。

随着朱屺瞻雕像的位置变化和

鲁迅公园开放式改造的推进，朱屺

瞻艺术馆的馆内改造也已基本完

成。届时艺术馆将以双入口的方式

迎接市民。作为公园里的美术公

园，朱屺瞻艺术馆进一步打开大门

向“公园+”延伸，举办艺术展览、推

广美术教育、探寻中国新水墨画之

传承与创新。一楼再现“梅花草堂”

画室，桌案书架，阳光明媚，为更多

艺术家提供创作空间和绘画主题；

三楼文化空间，则为更多青年艺术

家、独立艺术家、艺术团体提供艺术

漫谈的活动空间和平台；门外在夏

日里郁郁葱葱的梅林，则与鲁迅公

园相连，市民可以从艺术馆漫步进

入满目葱茏中，那是另一个天然的

艺术世界。通过画室的复现和公共

空间的开放，在书写和艺术雅集的

同时，现代人传承朱屺瞻不断创新

的艺术精神，使画室再次呈现出创

作和人文交流的意义。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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