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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力量在接力
时隔28年，余隆从青年指挥家成长为中国

交响领军者，而舞台上依旧有新星闪耀——那就

是将于10月入职的柏林爱乐新晋中提琴首席梅

第扬，他也是柏林爱乐历史上首位在开幕演出中

担纲中提琴独奏的中国音乐家。是他，将埃尔加

晚年的人生自省和喟叹诉至弦上；也是他，让人

重新认识温和而不失个性的中提琴。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中提琴一直是交响乐

队最容易被忽略的所在，但其实它有着最醇正温

厚的声音。而通常也是那些性格温和、情感敏锐

的人最能发现它的美。梅第扬就是这样一个人，

生于1994年的他有着同龄人少见的沉稳大气的

性格，他被誉为音乐赛事“常胜将军”，也正是这

份稳定的发挥为他拿下了世界“第一天团”柏林

爱乐首席的位置。

或许是明星效应，梅第扬的加盟也让中提琴

的热度被推高，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透露：“梅

第扬的专场可谓秒空。”对此，梅第扬笑说：“如果

因为我，能让大家爱上中提琴，也是很不错的。”

对他而言，自10岁受恩师启发改学中提琴开始，

就被这一最接近人声的乐器所吸引，“它就像是

一个男中音，琴声中写满着故事。”

中国声音很多彩
上交2022-23音乐季继续关注青年音乐家，

推动委约创作，展现中国作曲家和中国作品的磅

礴力量。在呈现古典音乐的深度、广度和厚度的

同时，回归音乐本质，探索“音乐与城市”“音乐与

人”的自然关系。

今晚世界首演的《时间之轮》用自行车元素

的呈现，勾起人们对一个时代的怀念。此次音乐

季中，余隆还将联手青年钢琴家张昊辰，带来勃

拉姆斯的两部钢琴协奏曲，以及由勋伯格改编为

交响版的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四重奏》；而青年指

挥家袁丁、张橹、黄屹、孙一凡，青年钢琴家罗维、

王雅伦，二胡演奏家陆轶文，上海交响乐团乐队

首席柳鸣，大管首席陈定远也都将在音乐季中挑

起大梁，尽显青年音乐人的音乐才华。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艾萨克 ·斯特恩国际小

提琴比赛中的六强选手林瑞沣在演完周天的小

提琴协奏曲《夜途》的钢琴伴奏版本后，将在吕嘉

执棒下世界首演该作乐队版本。此外，新乐季还

将呈现刘索拉的《大圣传奇》、俞极的《丝路颂》等

委约新作。

除优秀的青年中坚力量，指挥家吕嘉、水蓝，

小提琴家宁峰，钢琴家郎朗、李坚，歌唱家沈洋、

黄英，大提琴家萨瓦拉斯等上海交响乐团的老朋

友，也将再度携手推出多场精彩的音乐盛宴。

而本乐季驻团艺术家、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于

冠群将与歌唱家朱慧玲、夏侯金旭、杨小勇等人

在余隆总监指挥下，合作演绎威尔第《安魂曲》和

比才歌剧《卡门》两部宏大之作。除此，由焦元溥

编译，实力派演员张艾嘉担任旁白的门德尔松杰

作《仲夏夜之梦》也将亮相音乐季。

2022年是上海交响乐团驻团作曲家朱践耳

先生的百年诞辰。驻团指挥张洁敏将与助理指

挥张橹合力完成一场纪念专场音乐会。其中有

他已成经典的新派民俗《黔岭素描》《灯会》与《第

十交响曲“江雪”》，以及声乐作品《水龙吟》。

朱践耳先生与刘索拉、陈其钢、谭盾、周天、

王斐南、俞极等音乐家共同在上交音乐季中呈现

出中国老、中、青三代作曲家的创作力量，让观众

听到不同时期的中国作曲家在平衡与融合“中

国”和“世界”上的不同努力。

上海交响与城市的关系以及对城市的价值，

除了常规演出，还体现在已被家长和学校广泛认

可的“音乐地图课堂”系列，以及针对上班族的

“晚高峰音乐会”系列中。这些撕掉“曲高和寡”

标签的音乐品牌，让年轻人可以毫无压力地走进

音乐厅，感悟音乐。 本报者者 朱渊

时隔28年，余隆再度执棒奏响
《谜语》拉开上交新乐季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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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强的老太太，

满头白发，身体瘦削，

自己爬上梯子，吃力地要拿一本

书架顶格的书，最后蹦跳着下了

梯子的最后一格。女儿“生气”

地写下便利贴，“爬高会摔死”，

倔强的老太回一张便利贴说“不

爬高也会死”。

日前，将于9月10日全国

上映的电影《妈妈！》提前一周

率先与上海观众见面。电影开

始，一个有老年疑心病的85岁

母亲和一个也已经从大学退休

的女儿，在一处老宅子里，徐徐

展开她们的日常和生活。但很

快，便利贴上的内容变了，变成

了每一个电器的介绍，变成了

不要忘者关炉灶的提醒，变成

了妈妈去了养老院的告知，因

为女儿发现自己得了阿尔茨海

默病。

银幕上流淌的是时间，是

奚美娟、吴彦姝两位女演员精

湛、细腻到几乎要让我们忘却

她们正在表演的表演。电影用

这一对母女，许许多多生活的、

细腻的变化，节制却又残忍地

展现阿尔茨海默病病程的发

展。有人的第一次叹息，是因

为女儿多年后返回大学图书

馆，借回家的书叫作《忘了我是

谁》，一个要强了大半辈子的人

发现自己有一天可能会遗忘、

会失控、会没办法再照顾年迈

的母亲，她的疼，叫观众为她

痛。奚美娟说这个角色重新唤

醒了她对于创作的激情。有人

的第一次眼圈发红，是因为那

个好强甚至有几分孩子气的老

妈妈，因为女儿的病几乎“一夜

长大”，她用瘦弱的身体，举着

小哑铃在院子里锻炼身体，无

论多老迈，只是想照顾女儿多

一点再多一点的母爱，叫人动

容。吴彦姝说：“我也是一个妈妈，感谢

导演给我这个机会，也感谢与我互相成

就的‘女儿’奚美娟。这是一部献给每

个妈妈的电影。”

大多数人的第一次落泪，会是因为那

句“不怕，不怕”。女儿回家路上尿急，两

人心急忙慌却怎么也打不开电子门禁，于

是老母亲用工具砸碎了玻璃，爬进屋子，

给女儿开了门。女儿走向卫生间的路上，

滴滴答答地已经沾上了浅黄色的污迹。

从卫生间走出来的，

是一个狼狈的女儿。

幸好，迎接她的

是母亲的温

暖的怀抱。65岁了，

重新躲进妈妈的怀抱

里，身为知识分子的女儿，

哭得很委屈，像是一个孩子；

85岁了，同样身为知识分子的

母亲轻轻地拍着女儿，说“妈

妈在呢，不怕”。

这场戏，和后面的许多场

戏，都是两位女演员共同为观

众奉献的近乎教科书级的表

演。真实、细腻、克制，却充满

力量。我们听到女儿说，“我

很害怕，我觉得离你越来越远

了”，叫人心疼不已；我们听到

妈妈说，“你怎么样，妈妈都爱

你”，心疼中却又生出骄傲来；

我们看到母亲为女儿洗澡，那

些晶莹的肥皂泡，让人恍惚回

到童年，温馨中有动人的生命

力在绽放；我们看到母亲读女

儿的来信，那些空白到只剩下

墨点的信纸，却装满了母女间

的爱与默契……偶尔短暂清

醒的时候，女儿说“谢谢妈

妈”，然后沉沉睡去，母亲默默

地回她说，“谢谢你，我的女

儿”。尽管女儿听不见，但观

众能听见。谢谢这两位演员，

为我们带来了这样一对母女

——这对退休教授母女用爱

对抗遗忘，尽显生命的尊严和

体面，也将勇气和希望递出，

将如何面对老去与离别的思

考延至观众心中。

《妈妈！》并不是一部没有

缺点的电影。比如，这对母女

可能从没有面对过现实生活的

困难，她们有丰厚的退休工资，

她们也没有要养大却可能没办

法抚育好的外孙女，她们近乎

被架空在一个玻璃罩子里；比

如，电影中除了这对母女之外

的其他角色多是功能性的，朱

时茂友情出演的角色承担了串

联各种关系和事件的作用。但《妈妈！》，

依旧是一部值得掌声的电影。

电影的最后，在大海边，母亲和女

儿，在蹒跚学步，也在尽情舞蹈。生命

其实脆弱，但却也充满无所畏惧的力量，

因为她们有爱；疾病充满苦痛，但却又让

我们拾起最平凡、最宝贵的亲情，因此她

们勇敢。那海浪里的恣意舞蹈，踢踏出

的是生命的尊

严，带着的是

爱与温暖，带

给观众的则是

勇气和

治愈。

随着余隆的指挥棒轻轻扬起，昨晚，上海交
响乐团2022-23音乐季拉开大幕。开幕音乐会
下半场，英国作曲家爱德华 ·埃尔加的《谜语》变
奏曲的演绎让观众席里弥漫着一种热烈气息。
1994年，30岁的指挥家余隆首度执棒上交，演出
的正是这首曲目。

据悉，今晚的演出上海交响将首次开通线
上付费直播。此外，音乐季第二场开幕音乐会
中，上交还将在余隆执棒下，特别呈现由上交委
约、青年跨界作曲家王斐南创作的《时间之轮》
世界首演。

■ 隆슡 者者 凯뾭 摄

■ 扬뗚퇯

■《妈妈》ꆷ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