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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国皇家歌剧院共同投资、联合制

作的歌剧《蝴蝶夫人》只是许忠手头最新的

国际合作项目。自2016年担任上海歌剧院

院长以来，他促成、推进、落实的国际制作

不少，包括2018年与德国埃尔福特剧院制

作的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与匈牙

利大艺术宫联合制作的轻歌剧《微笑王国》

等。最具里程碑意义的要数歌剧院联合上

海大剧院首次与德国巴伐利亚国立歌剧院

联合制作瓦格纳的《罗恩格林》，今年9月进

行中国首演。

明年是普契尼逝世100周年纪念。这

是歌剧院与英皇歌剧院联合制作《蝴蝶夫

人》的契机，也是许忠明年受墨尔本交响乐

团参加新年音乐会，且与和慧携手举办普

契尼专场的缘由。受邀出访之际，许忠不

忘向国际舞台推荐朱践耳代表作《黔岭素

描》，“我们一有机会登上国际舞台，就应

该向全球推荐中国作品、中华文化。陈其

钢的《五行》是传统文化、朱践耳的《黔岭

素描》就是蕴含民族特色的现当代文化一

瞥……”2024年还是中法文旅年。曾以第

一名成绩考入法国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

院、法语流利到母语程度的许忠继续盘点

国际合作：“我们与国家大剧院、陕西大剧

院，将再度携手排演古诺经典的《罗密欧与

朱丽叶》，明年1月在上海大剧院上演。”

擅长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熟练掌握德

语的许忠，在欧洲歌剧圈“很兜得转”。因而，

他的日子分成两半过：傍晚7点开始小睡，子

夜时分跳起来与各国联络到凌晨5点。然后

就寝到七八点，准备上班：“这样加起来，一天

也能睡七个小时，完全没时间应酬。”

在东西交融中讲好
——访交响合唱《复兴的大地》指挥及作曲许忠

本报讯（记者
朱渊）今日，第38

届上海之春国际音

乐节在乐迷们的期

待中拉开帷幕。仅

今明两晚，就有八

台形式迥异的歌舞

演出竞相争艳。下

周一晚，开幕式演

出——原创交响合

唱《复兴的大地》也

将亮相上音歌剧

院。

本届音乐节以

“圆梦新征程”为主

题，将举办42台演

出，12项主题活

动、3个节中节、4

个征集活动、5项

教育成果展示以及

多个展演活动。其

中，新人新作占比

超过40%。

无论是勾起一

代人温暖回忆的

《那一抹心底的

红》，还是老少通吃

的上海彩虹室内合

唱团的《活在爱里

面！》，抑或是凭借

沉浸式演出视频让传统民乐火出天际的自

得琴社……无不让人感受到上海之春的润

物细无声和演艺舞台的勃勃生机。

今天上午，2023东方市民音乐会牡丹

亭 ·音乐传奇——昆曲与竖琴五重奏音乐

会将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音乐厅举行。

作品在保留昆曲《牡丹亭》唱腔、韵律之美

的基础上，以西洋室内乐形式重新编配，绽

放出新的艺术魅力。

而一江之隔的上海音乐厅里，“方锦

龙和他的朋友们”音乐鉴赏会最适合民

乐爱好者。鉴赏会的演出配以讲解，观

众还有望看到方锦龙珍藏多年的乐器，

并听他现场演绎五弦琵琶、箫、尺八、锯

琴、葫芦丝等乐器。此外，用鼻子吹奏、用

杯子“吹水”演奏的方式，也让人感叹“万物

皆乐器”。

“上海之春”的风同样也拂过上海五个

新城。“百人百场未来大师”系列——张明

艺笛箫专场音乐会将于明晚亮相九棵树未

来艺术中心 ·实验剧场。“笛笙交辉、竹篁掩

映”，青年笛子演奏家张明艺将携手青年笙

演奏家唐若凡和青年钢琴家张馨予带来一

场充满青春气息的音乐盛宴。

本届“上海之春”的闭幕演出《海上之

声 人民之城》将于4月2日在上海城市草

坪音乐广场上演。这台“合唱音乐会”以

《红旗颂》为序曲，以《海上春潮》《人民欢

歌》《再次飞奔》为篇章展开，讴歌了上海城

市精神和人民幸福生活。演出展现了混声

合唱、阿卡贝拉、男声、童声等多种表现形

式，多角度、多空间的场景布置也为观众营

造沉浸式观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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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响 品牌上海文化

子夜刚过，许忠开始与国际联络。英国皇家歌剧院即将与
许忠担任院长的上海歌剧院联合投资、制作歌剧《蝴蝶夫人》，
英皇行政总监下周就会飞抵上海……20日，许忠指挥并作曲
的交响合唱《复兴的大地》将作为第38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
节开幕演出，首演于上音歌剧院。随后，许忠将飞往法国，指挥
巴黎管弦乐团演奏陈其钢作品《五行》。出生在上海的著名
作曲家、钢琴家、资深剧院管理者许忠，正站在东西汇融
的交叉点，为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殚精竭虑。

许忠在为《复兴的大地》谱曲之

时，就意识到这部作品作为本届“上

海之春”开幕演出的意义，不仅仅是

在音乐上推出一部原创新作，更是迎

接、欢庆2023年的上海的春天。而

融诗、歌、颂、画、舞、乐为一体的《复

兴的大地》，在艺术形式上又完美匹

配了上海歌剧院的制式，让旗下交响

乐团、合唱团、舞蹈团等均衡发挥出

最高水准。这也是上海歌剧院独有

的艺术优势。

序章《春天，请在我们中国落户》

节选自诗人赵丽宏的名篇。这首由

当时还是大二学生的赵丽宏创作于

1979年的诗篇，叩响了当年打开春天

的大门，如今品来依然满怀希望与向

往。许忠邀约了文艺界各路名家加

盟创作和演绎。参与朗诵的除了印

海蓉，还有佟瑞欣；作曲除了许忠还

有赵曦、刘灏；歌唱家则有方琼、石倚

洁以及歌剧院的男女高音韩蓬、徐晓

英等。中福会小伙伴艺术团也将融

入到第五乐章《大港抒情》之中。这

样“海纳百川”的参演构成，也是第二

乐章《水珠与湖泊》的主题凸显——

水珠就是各路英才，最终汇入湖泊，

在第八乐章《向往大海》中，共同流淌

过复兴的大地……

许忠手头上还有一部大制作——歌

剧《义勇军进行曲》，将成为2025年上海

大歌剧院的开幕大戏。毫无疑问，这部

作品将同时凸显“上海文化”的三个内

涵，融入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

化。在国歌唱响地上海，以这部气势非

凡的歌剧为气势恢宏的大歌剧院揭幕，

还将向全球展示中国故事、中国精神与

中国气派。聂耳是云南玉溪人，田汉是

湖南人。他俩的家乡，本身就处于音乐

色彩丰富的地域。来自全国各地，心怀

理想与追求的年轻人，汇聚在海纳百川

的上海，势必就如水滴汇入湖泊，进而流

入大海般凝聚起排山倒海的能量，创造

一片复兴的大地、全新的世界。因而，

“合唱的力量，将在这部具有民族特色的

歌剧中得到高度的重视”，许忠认为，“这

部剧目要具有地域民族特色，成为一部

全新的、具有国际语言的中国歌剧。”

许忠还有一个实现难度颇高——但

也正因为难度高而显得特别值得期待的

创想：保留瓦格纳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

的旋律及主要歌词，但以中华创世神话的

人物造型和舞美空间，向世界介绍中国古

代神话例如《山海经》的歌剧。既然“指

环”的故事源自北欧神话，那么中国神话

为何不能也以西方观众熟悉的歌剧形式

呈现？这一定也是一部多国携手的巨制。

那么，中国艺术家要如何在国际舞台

上讲好中国故事呢？许忠沉思道：“首先，

中国作品的内涵要深刻，要有反映民族命

运的呐喊的自信；其次，艺术水准要精湛，

是音乐就一定要优美，其旋律要有大国文

化的个性表达；再者，要让世界感受到我

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简言之，就是既

要融入人类共同命运，又要彰显中国文化

个性且又充满民族精神能量。

本报记者 朱光

《蝴蝶夫人》国际制作新作

《义勇军进行曲》大歌剧院开幕

《复兴的大地》原创交响合唱

中国故事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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