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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意迭出的音乐节
天幕半开，能看到剧场依傍

着浦江水；天幕上打着电脑编程

使用的Python语言以及古诗词：

“笙者生也，日升破晓，东方风来

满眼春，此谓《东方既白》”。台

上，吹奏笙者开始演绎由AI作曲

的曲目《东方既白》……昨晚，全

国首台AI创作的民乐音乐会——

《零 ·壹|中国色》在1862时尚艺术

中心首演，为今天闭幕的第39届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画上一个新

意迭出、中西合璧、展望未来的感

叹号。20多天来的丰富展演与春

相伴，与乐同行。开幕演出350余

人的阵容、66台主体演出的数量、

30%的国际交流演出比例，均创下

了历史最“新”纪录。

AI作曲
让国色也能听得见

《零 ·壹|中国色》是由上海民

族乐团与腾讯音乐联合出品，由

AI算法先出具小样，然后由民乐

演奏家反复调整，共同完成最终

呈现的音乐会。AI破除了人类作

曲家的“习惯思维”；民乐演奏家

则丰富了AI的曲库和“理解力”。

例如，起初要求AI为笙作曲时，听

起来的感觉像是管风琴——即便

这两件乐器确实在构造上有相似

之处，但是民乐还得有“中国味”，

所以要依照音乐家的建议进行调

整。AI作曲让“如泣如诉”的二

胡也在爵士调调下演奏出切分音

符——这是在以往的民乐会上

“闻所未闻”的。AI还让阮重奏听

起来有一点像是夏威夷吉他重

奏，呆萌可爱……

与此同时，每支曲目都由中国

传统色泽的名称“统领”，国乐与国

色相辉映。曲目《松花》，由笛与箜

篌的“对话”构成，管弦唱和，轻如

松花落金粉。曲目《娇红》凸显的

是古筝娇俏飒爽的一面，不仅古筝

站着弹奏，还有电音配置强调节奏

感。曲目《菡萏》，由一群着粉色衣

裙的姑娘，弹奏阮。曲目《玄天》

（见下图）则是中国鼓的最强音，剧

场地板都在震动。曲目《茶色》则

是唢呐与架子鼓、电吉他的重金属

风，震撼全场……国乐与国色的融

合，让中国色也能听得见。

新人新作
让经典重现咏流传

新人新作，始终是“上海之

春”不变的主题。开幕演出《浦江

春潮 ·启航新程——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五周年主题音

乐会》就绝妙地揭示了这一主

题。序曲，是1965年第六届“上海

之春”的“新人新作”——吕其明

作曲的《红旗颂》。这一年还有一

部“新人新作”——就是昨今两天

复演的芭蕾舞剧《白毛女》，按上

芭团长辛丽丽的说法：“早在上世

纪60年代，就在跨界、创新了——

《白毛女》的文学顾问是戏剧大家

黄佐临；反派的肢体动作参考了

京剧的手眼身法步……”如今，该

剧已经传承到了第九代。

推“新人新作”，是为了创造

更多的经典名作。求新的本质，

是求经典。“上海之春”为音乐舞

蹈“新人新作”提供了持久的支

持。今年“新人新作”版块就有10

台节目。“艺青春——新时代优秀

钢琴作品音乐会”“轻听江南——

上海轻音乐团音乐会”以及颇具

人气的“江南好——自得琴社江

南丝竹新国风乐集”等均是一票

难求的音乐会——市场也期待有

更新更好的作品。假以时日，“新

人新作”终会酿成甘醇的美酒。

本报记者 朱光

本报讯（记者 朱渊）昨天下午，

2024上海城市草坪音乐会“春之声”

系列演出在“没有穹顶的大剧院”城市

草坪音乐广场拉开序幕。首场演出由

集新潮、优雅、革新、民族风格于一体

的简单新古典乐团带来了一场以电影

音乐为主题的交响乐。从喜悦到忧

郁，从冷静到热烈，从神秘到浪漫，市

民游客在春日的城市草坪上，沉浸式

忘却烦恼，跟随音乐探寻经典电影背

后的魅力故事。

2024年上海城市草坪音乐会由

黄浦区文化和旅游局携手中国上海国

际艺术节中心举办。按“春之声”“夏

之魅”“秋之韵”“冬之乐”四季主题展

开，在微风拂面的春日午后、在悠悠蝉

鸣的夏日傍晚、在天朗气清的秋日阳

光、在银杏飘黄的初冬暖阳里为市民

游客带来交响乐、爵士、民谣等不同类

型的高雅音乐演出。本场演出后，图

瓦国宝级乐团ALASH阿拉什乐队和

Namgar娜穆佳乐队也将相继登上草

坪音乐会的舞台。

作为国家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项目，上海城市草坪音乐会始终聚

焦公益和高雅，经过十年深耕，拥有一

批忠实粉丝。六刷草坪音乐会的王丽

芬说：“这里经常有国外的乐队来，所

有的演出都是公益的，只要在官方微

信公众号提前抢到入场票，性价比很

高。”尤琳在附近写字楼工作，她带着

5岁的儿子来到现场，她说：“黄浦的

公共文化服务做得很贴心，对于我们

上班族来说，在这样一个户外空间听

一场交响乐能释放快节奏带来的压

力，也是周末亲子活动不错的选择。”

近年来，云上看演出成为新风尚，

黄浦区文化和旅游局借助数字化提升

草坪音乐会辐射力。本季“春之声”系

列3场演出在“乐游上海”“上海黄浦”

“黄浦最上海”“演艺大世界”“中国上

海国际艺术节中心”等平台进行线上

直播，通过线上线下双轨联动，使更多

市民群众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务。

春舞台响起“艺之声”
刘艺独唱音乐会古典与现代交融

没有穹顶的大剧院开演啦
上海城市草坪音乐会奏响“春之声”

▲▼ 开幕音乐会现场 记者 王凯 摄

▼ 曲目《茶色》演出现场

本报讯（记者 朱渊）作为第39届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相关演出，“艺之

声”刘艺独唱音乐会日前在上海音乐

厅举行。十余首脍炙人口的中外经典

名曲，风格涵盖古典音乐各个流派，让

人听到古典与现代交融。

旅意抒情花腔女高音刘艺，本科

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就读于

米兰威尔第音乐学院，2023年7月8日

成功举办研究生毕业

独唱音乐会，以满分

成绩毕业。

刘艺 2012年以

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上

海音乐学院附中，先

后师从歌唱家卞敬

祖、陈其莲，在校期间

曾参加第五届巴洛克

室内乐声乐师生音乐

会。2015年以第一

名的成绩考入上海音

乐学院声歌系，继续

跟随陈其莲学习声乐，歌唱技巧不断

提高，掌握了不同风格的艺术歌曲及

歌剧咏叹调的演唱，积累了大量的声

乐作品。

旅意三年，刘艺将声乐套曲、艺术

歌曲、歌剧咏叹调与自己的演唱紧密

结合，从西方古典到中式浪漫，走出了

一条传统文化与古典音乐结合的创新

之路，屡获国际大奖。

曲目中既有声乐舞台“常客”《玛

依拉变奏曲》，也有中国传统诗歌《我

住长江头》，每段音乐都带有浓郁地

方特色，以热情明快、抑扬顿挫的演

唱诠释着或古朴典雅或唯美精致的作

品。

此外，助阵的青年男高音歌唱家

张龙带来歌剧《图兰朵》中久负盛名的

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而刘艺与张

龙的二重唱威尔第歌剧《茶花女》选段

亦是音乐会一大亮点，二人对起

承转合的精妙把控将整场

音乐会的气氛推向高潮。■ 刘艺在演唱 郭新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