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浪琴环球马术冠军赛在这个“五一”

假期里，为申城带来一抹优雅气质。能容纳

5000人的上海久事国际马术中心，座无虚席，

马艺术、马文化展览区和购物区内人头攒动，

来自世界各地的骑手更是纷纷点赞赛事组织

的周到细致。

对于浪琴环球马术冠军赛创始人兼总裁、

团体冠军赛联合创始人扬·托普斯而言，这样

的场景早已熟稔于心。“来上海的次数？我记

不清了，至少11次了吧。”这位马术界的传奇人

物，每次踏上申城土地，都不禁为这座城市的

日新月异所震撼。开赛前一日，托普斯又一次

走遍久事国际马术中心的角角落落，随后在看

台一隅，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欣慰 赛事发展，马不停蹄
2014年，浪琴环球马术冠军赛在中华艺

术宫前举办首届赛事，开创了国内举办国际

级马术赛事的先河。中欧双方为解决欧洲赛

马入境检疫难题，经多方努力磋商终于达成

一致。每每提及往事，托普斯总会由衷感谢

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

11年间，上海站赛事规模与日俱增。每

逢比赛日，场馆外观众早早排起长队等候，展

览购物区也热闹非凡。“骑手们在这里能感受

到中国观众的炽热，顶级赛马收获无数赞

美。”托普斯言语间满是欣慰。

浪琴环球马术冠军赛的选址皆在世界级

城市的地标建筑前。巴黎赛场设在埃菲尔铁

塔前，墨西哥城则启用曾在 1968年举办奥运

会马术比赛的场地。令托普斯自豪的是，如

今的上海创下了一项纪录——上海久事马术

运动中心是全球一线城市中唯一一座位于市

中心的永久性马术场馆。托普斯感慨道：“马

术运动真真切切来到了上海老百姓的身边。”

赞叹 体商融合，马到功成
在浪琴环球马术冠军赛全年赛事中，上

海站有着无可替代的特殊地位。“许多国外观

众专程为观赛而来，其中不乏第一次来到上

海的。”托普斯毫不吝啬对上海站的赞美，他

也常向友人推荐上海。而朋友们的反馈印证

着他的评价——外滩的璀璨灯火、商业街的

繁华热

闹、美食餐桌

上的烟火气息，还有

上海人热情好客的笑脸，都

让游客流连忘返，感受到宾至如归。

托普斯的夫人埃德温娜·托普斯·亚历山

大，同样见证了上海站的成长。这位曾连续两

年荣登世界排名第一的传奇女骑手，自2014年
便与上海赛场结下不解之缘。昨晚，她在马背

上的飒爽英姿，依旧令人赞叹。

如今的上海站赛事，早已超越体育赛事

本身，成为体育商业的典范。“票务销售屡创

新高，合作伙伴不断加入。”托普斯回忆道，

“14年前，上海对五星级马术赛事敞开怀抱，

如今看来，这无疑是个极

具远见的决策。”当世界级

马术赛事与海派风情深度

交融，上海正以独特的方

式，在世界体育舞台上绽

放光彩。

本报记者 陶邢莹

当“东方既白”四个字出现在天幕上，

五束聚光灯打在身穿粉青色袍子的五位笙

演奏员身上，中间的赵臻以托塔李天王的

姿势托着笙。前奏毕，他们吹起笙，听起来

的节奏、气质与民族传统曲目迥异——盯

着舞台的瞬间，猛然发现笙的结构与管风

琴颇相似，笙音创造的意境有一种在穹顶

下被光芒沐浴的庄严与空灵。想起中国

元朝，由蒙古骑兵开辟的中西文化交流通

道，使得管风琴传入中国宫廷，曾被称为

“兴隆笙”——笙确实与管风琴有着血缘

关系，而 AI 创作的《东方既白》，把人类命

运共同的和鸣，凸显得更为鲜明……

全国首台由 AI 作曲、编曲的民 乐

音 乐 会《零·壹 | 中 国 色》，

作 为 上 海 民 族 乐 团 参 加

“ 时 代 交 响 —— 全 国 优 秀

乐 团邀请展演”的第一台作品，

前晚在上海音乐厅上演。

民乐交响
除了《零·壹|中国色》外，

上海民族乐团参加的“时代交

响”的第二台音乐会《国乐咏中华》（见

图1）昨晚也在上海音乐厅首演。在由中央

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中国

音乐家协会、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主办，中

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上海音乐家协会承

办的“时代交响——全国优秀乐团邀请展

演”中，上海民族乐团的这两台音乐会，成

为民乐交响的“序幕”。

这两台民乐音乐会的方向、风格并不

一致，但都是在根植于中国传统民乐要素、

再现中华文化视觉审美的基础上，与世界

对话。只是《零·壹|中国色》在提炼出中国

传统审美要素的同时，挖掘出中国传统音

乐与世界对话的历史根脉，以科技赋能的

方 式 创 作 。 而

《国乐咏中华》则

是在复原中国传

统礼乐规制的文

脉传承，延续民

乐在礼仪、礼教

等文化生活里的跃

动，以音符勾勒“何以中

国”。简言之，《零·壹|中国

色》让人看到当代中国艺术家如何创新呈

现中国传统视听美学；《国乐咏中华》则能

让人看到当代中国艺术家如何回望古代中

国的黄钟大吕。

科技赋能
中国民乐本身就在历史长河中流变。

二胡、琵琶、扬琴、唢呐等乐器的“源头”来

自丝绸之路；而古筝也成为朝鲜半岛流行

的伽倻琴的“源头”……乐器的形状、演奏

方式的变化，按考古学的说法，可以“以物

证史”。这也就能证明为何《零·壹|中国

色》的开场，笙音在 AI 曲库拥有更多西方

音乐素材的前提下，会演绎出管风琴的气

质。而这样的艺术作品，又会激发观众回

望文化与历史。

当《菡萏》响起时，台上5位弹奏大阮和

中阮的女生，是像弹吉他一般，给阮加了背

带演奏的。菡萏，意为荷花。5位身着粉色

衣裙的女生演绎的曲目，初听起来有几分

像夏威夷吉他。阮，得名于其发明者“竹林

七贤”之一的阮咸。阮，也被称为“东方吉

他”。这支曲目，视觉上兼具少女的端庄与

灵动；听觉上兼容东方与西方的气息。像这

样的曲目，仿佛可以贯通中西、折叠时空。

《娇红》不仅仅是古筝女演奏员身上的衣色，

也是古筝与电吉他“两股乐音激流的对

撞”——一个是中国传统弦乐，一个是西方

电音弦乐，冲击的是观众的心弦，超乎想象

的肯定是古筝的激越，娇而烈！唢呐与电吉

他、架子鼓等西方乐器的合奏，在《茶色》中

直接推向摇滚！而《轻紫》里的二胡竟然能

演绎出爵士乐的节奏与风情（见图 2）。《玄

天》中，一身黑衣红鞋的中国鼓手，直接把

排山倒海的音浪推到观众的椅背……而所

有曲目的名称，都出自古诗词中提及的色

泽。这台音乐会听得、看得人仿佛身处

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核心——事实上，这样

的地方只可能存在于剧场或音乐厅……

文化传承
与《零·壹|中国色》不同，《国乐咏中

华》整台演出都有编钟、中国鼓作为礼乐

“标配”伫立台上。它们前面，就是几乎全

建制的民乐团——就好比交响乐团的演奏

方式一样。

首章《大春秋》，就以先秦乐器开场。

编钟、鼓，定下了中华文明礼仪之邦的基

调。“礼兴乐盛”的意思就是当礼仪兴盛之

际，音乐也会繁荣昌盛。音乐是礼仪的象

征。此时的音乐也相对肃穆，呈现出诸子

百家思想争鸣的盛况。

第二章《醉山水》则潜入山水意境，展

现“青山绿水育风骨”的东方美学。第三章

《纳百川》生动展现民族音乐的多元共生，

通过伽倻琴、萨塔尔、彝族四弦琴等代表性

民族乐器的创新组合，构建出民族大团结、

风格音乐汇的图景。

第四章《天行健》则以竹笛的清越空

灵，二胡的浑厚，琵琶的刚柔并济，互相交

织。末章《咏中华》，山河为卷，音声为墨，

众器齐鸣间，“和而不同”的乐章浩荡升腾，

咏叹中华精神家园的永恒。

这场音乐会，是小学课本上对中国的

形容词的音乐具象化，如“江山如画”“地大

物博”“礼仪之邦”“百家争鸣”“56个民族56

朵花”……中华民族乐器是中华文明承载

音乐之形器，中华民族音乐是中华文明奔

腾流淌的情感长河。浸入《国乐咏中华》，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创新民乐勾勒“何以中国”
上海民族乐团两场音乐会亮相时代交响展演

◆ 朱 光

听浪琴环球马术冠军赛创始人揭秘——

上海为何能吸引全球马术顶级赛事上海为何能吸引全球马术顶级赛事？？

汇文 体6
2025年5月3日/星期六 本版编辑/江 妍 本版视觉/戚黎明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wh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 2025 浪琴环球

马术冠军赛在申城绽放光彩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

■ 扬·托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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