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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宛平剧院因为一场“爱在

春天”的交响音乐会而沸腾。这是

“星星的孩子”首度登上“上海之春”

国际音乐节的舞台，也让98岁高龄

的曹鹏圆梦。在这场“关爱自闭症”

的音乐会上，上海城市青少年交响

乐团与一群特殊青少年，用管乐队

合奏、弦乐队合奏、钢琴独奏、管乐

五重奏、交响乐，以及舞蹈等多种形

式谱写一曲“爱之交响”，也让“星星

的孩子”在舞台上绽放光彩。

2008年，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与

上海曹鹏音乐中心共同为自闭症患

儿建立了“天使知音沙龙”，曹鹏是

其中年纪最大的志愿者。2010年，

“上海城市青少年交响乐团成立。

央视纪录片里，记录了第一个走进

乐团的自闭症孩子，事实上，前后走

入乐团的有11名参加天使知音沙

龙的自闭症孩子。舞台上，圆号手

徐逸政，小号手戴望尘、纪天舒、颜

志星，长号手沈彦臻，低音提琴手陈

正桐和小提琴手黄慧源就用他们的

实力证明了自己。

在《军队进行曲》中，几位天使知

音沙龙的团员一会儿弹钢琴，一会儿

敲木琴，身兼多职。而陈正桐不仅以

低音提琴手的身份成功融入“青交”，

更演绎了李斯特的钢琴独奏曲《钟》。

一专多能在“星星的孩子”中并

不少见，坚持多年和父亲曹鹏一起

给予自闭症孩子无私帮助的天使知

音沙龙负责人曹小夏说：“自闭症的

特点决定了他们在掌握技艺上有着

超越常人的优势。万事开头难，但

是，他们一旦理解了，做对过一次就

再也不会错。无论是用电脑打乐

谱还是学乐器，他们只要用心做了，

往往比普通人做得更好。”

都知道自闭症孩子不善于说

话、肢体不协调，舞台上，天使知音

沙龙小班同学的舞蹈《意大利童谣》

《忙碌的牛仔》、大班同学的舞蹈

《Beatit》，却让人看到了孩子们因

为舞蹈带来的改变。《意大利童谣》

这支舞蹈还曾赴意大利演出，受到

当地观众的欢迎。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音乐会也

让“90后”曹鹏一偿心愿。2021年5

月10日，在第37届上海之春国际音

乐节闭幕式上，96岁的曹鹏被授予

组委会颁发的“特别荣誉奖”。然

而，接过奖杯的他仍不忘为“星星的

孩子”发声。在接受采访时，他恳切

说道：“很感谢组委会能授予我这份

荣誉，但如果要对‘上海之春’说点

什么，我就希望将来，这个平台能够

给到我们自闭症的孩子们一方舞

台，那就太好了。”本报在报道中提

到了曹鹏的这一心愿。

前天的音乐会，腰部扭伤的曹

鹏无法指挥全场，但他仍然坚持把

场，并在音乐会最后如同惊喜般出

现在侧幕。在全场掌声下，他指挥

乐队加演了一首《哈哈波尔卡》。音

乐会在全场哈哈哈声中落下了帷

幕。看着孩子们在这方舞台展露才

华，曹爷爷笑得比谁都开心（见图）！

本报记者 朱渊

“彩虹”演出演满百场
此次登上“上海之春”舞台的新面孔，多是

如今火爆网络的文艺新群体。

相比演奏家，方锦龙更希望被定义为“国

乐艺术家”，他始终在努力拉近国乐和普通老

百姓的距离。在名为《无论西东》的演出中，既

有《酒狂》《梅花三弄》《阳关三叠》等传统经典

曲目，也有《忆江南》《彝族舞曲》等现代新编曲

目，还有西方名曲串烧……而演奏这些曲子使

用的乐器，有琵琶、古琴，也有吉他、贝斯，中西

音乐荟萃和谐共融。

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演出已满百场。在

这个重要节点回望，艺术总监、指挥金承志感

慨道：“演出前，我们反复思量，要用什么特别

的形式来纪念。机缘巧合，第100场竟然登上

了‘上海之春’的舞台。”从青涩到成熟，从兴趣

到责任，金承志笔下的“顾远山”中有自己的影

子，也让很多因生活的忙碌而丢失自己的人找

到了理想中的远方。

“90后”
曹鹏圆梦 “星星的孩子”首登“上海之春”舞台

是谁，掀起了“上海

之春”首波浪潮？昨天

是第38届“上海之春”国

际音乐节开幕第二日，

“春”之舞台就被一批新

文艺群体唱响。

上海交响音乐厅里，

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第

100场演出几乎座无虚

席，观众跟着金承志的指

挥合唱《彩虹》，返场曲目

奏响时，又纷纷站起来

“做运动”；走进上海音乐

厅，“方锦龙和他的朋友

们”音乐鉴赏会（见上图）

让人懂得“万物皆乐器”，

演奏配备讲解，妙趣横

生；在宛平剧院，自得琴

社为新老观众献演一台

《琴为何物 ·孤烟直 ·唐》

的音乐会，让人仿佛走入

敦煌壁画感受唐韵唐风。

文艺两新群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

自带流量和热点，而他们的出圈无一不是借助

互联网的传播。

如何让传统文化实现创新性转化和创造

性发展？无论是自得琴社还是方锦龙，都是在

实践中获得真知。被问及如何精准捕捉年轻

人的视线？方锦龙笑着说道：“与其说是捕捉，

不如说是走近。你先要靠近年轻人，了解他们

的喜好，并理解、接受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

趣味，才能琢磨出国乐要以怎样的表达方式被

他们所喜爱。”

不同于传统的民乐团体，自得琴社传播的

是音乐，可最初“出圈”却是凭借演出的“颜

值”。他们屡屡打破人们对古乐演奏的传统印

象，致力于古谱的演绎、改编，也对热门电视

剧、电影以及二次元作品进行再创作。他们是

最早运用精美小视频进行传播，并成功通过网

络圈粉并将观众带到线下的琴社。

自得琴社社长朱里钺原是网络工程师，熟

悉互联网运营和传播。他们在哔哩哔哩等网

站流传的作品有数十部，点击收看量在国风视

频中遥遥领先。很多自得的粉丝最初并非冲

着音乐，而是被他们“古画式视觉输出”折服，

进而接受传统民乐。在昨晚的演出中，女子们

的窄袖上衣、袒领半袖、间色裙，出行时头戴

帷帽，都是初唐时流行的装扮。妆造师刘蕊

为打击乐和笛箫乐手还原了盛唐时期男

子流行的圆领缺胯衫，腰间系革带，而

琵琶乐手则复原了唐代安阳公墓壁画

上的女子妆容，眉作八字，面画斜

红。“那个时期，女子的妆容开始流

行明艳、夸张，它有个好听的名字

——时世妆。”刘蕊说。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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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艺群体在“上海之春”的集中亮相，吸

引了粉丝群之外的新观众。

昨晚，彩虹合唱团和前来助阵的粉丝都

情绪高昂，返场阶段如同台上台下的集体狂

欢。安可环节，一首《活在爱里面！》唱了两

次。台上，演员们各展所长，转呼啦圈、玩

溜溜球、打拳击，还有拖地的；台下，粉丝

观众站起身，跟随音乐扭动身体，还有的

蹦蹦跳跳。金承志笑说：“没想到吧，合

唱的尽头是体育运动。”

这是观众徐女士第一次看上海彩

虹室内合唱团的演出。每个月要来上

海交响音乐厅听音乐会的她，被女儿

拖来感受：“以前看张学友也没这么

疯！”如今是社区合唱团一员的她笑

着说道：“我们合唱，就是站成一排

排，穿着礼服长裙，唱一些中国歌

曲，或有些时候用手风琴配乐唱

点俄罗斯歌曲。真没想到，现在

年轻人这么会玩，有意思！”

在昨晚的“唐”系列演出

中，自得琴社的表演讲究情景

感，演员身着唐代服饰，妆面

也如古画中走出来的女子。

不少年轻姑娘身着唐装或是

汉服来观演，演奏者和观赏者都在身体

力行地将古风带入生活。观众赵琪是

跟着女儿来的。女儿从小学琵琶，以

前总是她带着女儿去剧场，这次是女

儿第一次主动带妈妈来听音乐会。

她也被年轻人的“沉浸式赏剧”所

感染：“看他们的表演，就像看到古

画中的乐队吹奏弹唱起来

了。”

朱渊

我在现场

■ 自得琴社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新势力唱响
之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