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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宇宙更能看到人
◆ 朱 光

换一种视角的“讲述”
◆ 方家骏

一位上海音乐人对错过日前在
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上演的汉
斯·季默电影音乐会现场懊恼不已：
“还有两天我要生孩子，医生建议我
不要去，但是我真的想啊！”现场观
众会严重同意医生的观点，演奏至
《蝙蝠侠》时，有20秒130赫兹左右
的低频音乐，如果录音后播放出来
是几近无声的，但是现场的大部分
观众都被震蒙了，这个频率的声波
可以与人体共振。20秒后音乐恢
复成电子摇滚风，观众席的欢呼如
海啸……这还仅仅是这场音乐会诸
多令人回不过神来的一幕。
今年68岁的汉斯·季默谱写的

电影配乐数量超过150部。他创作
配乐的电影涵盖了多种类型，包括
科幻片、动作片、剧情片等众多经典
影片，他的音乐作品在全球范围内
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他的最新作品
是《沙丘》——其自我评价是：“这是
一部纯粹由电脑、键盘、合成器创作
的电子音乐，可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它
不是电子音乐。”出生在德国法兰克
福的汉斯·季默从小受的是严格的古
典音乐训练，上世纪80年代跟随导师
斯坦利·迈尔斯在英国踏入电影配
乐界后，“不满足只是给艺术电影写
古典音乐，想去好莱坞”，所以后来
他给很多好莱坞动作片作曲，被公
认为“以古典交响乐编曲为基底的
电子音乐之父”。已经活跃在电影
音乐界40年的汉斯·季默认为：“电
影音乐作曲家的艺术从未改变，最

基本的概念就是，你要问自己——
我们为什么在这里需要音乐？”
汉斯·季默心目中的模仿对象是

曾获得过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意大
利埃尼欧·莫里康内——他的代表作
是《荒野大镖客》《天堂电影院》《海上
钢琴师》等，重在以音乐叙事。年轻
时，汉斯的学习目标还有约翰·威廉
姆斯，这位93岁的作曲家代表作是
《辛德勒名单》《哈利·波特》系列等。
这两位都能通过音乐展现人物内
心，甚至能推进电影情节的戏剧性
发展，几乎让音乐成为电影里的一
个角色。但是，他们还是基于古典音
乐范畴内的创新，并未涉足摇滚乐、
电子乐等流行音乐领域。
全场收官曲目是《狮子王》。汉

斯介绍了黑人主唱，“是我兄弟，我
们年轻时就很熟。”这是他1994年
获得的另一个奥斯卡小金人作品。
他首先在角色个性中寻找到与其对
应的乐器，在《狮子王》里，就是非洲
部落音乐。其次，他要为角色找到
人物情感的共鸣。汉斯的个人经历
虽然有助于感受这样复杂的剧情，
但很难说是幸运：“我6岁就失去了
父亲，所以对我而言理解小狮子，不
难。”他曾经说过，创作一段音乐主
题时，要尽可能了解生活中与之相
关的真实面貌。有多少种可能性？
让你欢乐还是让你忧愁？让你爱还
是让你恨？你能以简单的乐句概括
深邃的内容和情感吗？如果与之相
关的乐句不够好，你能修好吗？用

这段音乐表现这个角色是否会太肤
浅？它是否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它
会让你变得更黑暗吗？
汉斯·季默以上的思考，完全类

似一个编剧，他们才考虑“戏剧
性”——只不过，编剧是以文字来回
答以上问题，而他是以音符、音色、
音质、音感等来体现。音乐甚至可
以展现编剧的弦外之音，尤其是在
呈现天地八荒、宇宙洪荒之际。这
在倒数第二个曲目《星际穿越》中呈
现得尤其完美。梅赛德斯奔驰中心
上空悬挂着一个上世纪70年代曾
经在迪斯科舞厅流行的银色光球。
场内有两处白色光柱投射在球上形
成璀璨的折射，同时女高音始终吟
唱。曲目至半，光球自转的同时，有
银色光点如蜉蝣一般逆时针旋转，
点亮上海苍穹，包裹所有观众。大
家仿佛身处银河，似乎进入《星际穿
越》电影里面……每个人都一度以
为自己漂浮在外太空。“要知道你是
在很大的银幕上看一部伟大的电
影，所以视觉和听觉必须在电影其
他元素之前，就做到‘先声夺
人’”——这就是汉斯的创作观。所
以，在他的视听作品里，能看到宇宙
也能看到人。这也是很多著名导演
选择与他合作的原因。
汉斯还乐于开发出一般乐器很

难演奏出来的声音。在下半场开场
《沙丘》另一首主题《保罗的梦》开始
前，他一边与观众说话：“我的母语
不是英语啊……”一边把自己的声

音变得更为低沉，变成类似《沙丘》
中姐妹会使用的、可以胁迫心灵的
“音言”。在《星际穿越》开场时，那
个有点神经质的高音，则出自小提
琴音最高的E弦琴马后的部分——
古典乐绝不会触碰这个部分……

对于这些尝试，他曾说过：“如
果听起来不危险，那我们就没有达
到极致，设备还没有开始燃烧，那么
我们就做得不对。如果人们没有被
我们的音乐刺激到，那么我们也做
得不对。如果有人已经这么做过，
那么我们就显得无聊了。所以，我
们总是走向极致。”

而事实上，他能做到极致，是
因为他捕捉到了人类命运共振的
情感节奏。舞台上的乐队分四层，

既有古典乐板块，也有看不出来自
地球哪里的打击乐阵列，当然还有
铺满台口的美女电音大中小提琴，
台下还暗藏着近10把电吉他。他
的“兄弟姐妹”也来自全球各地；乐
队里还包括上海的新古典乐团。
不算返场的007和《盗梦空间》主
题曲的话，终场曲就是《Cirleof
Life》——生命是一个圆；地球也是
一个圆！

初夏的辰山草地广播音乐节，
上海交响乐团为市民观众送上青年
作曲家梁皓一创作的交响乐《中国
厨房——味觉的盛宴》选段。这部
作品，篇幅不大，视角独特，在余隆
先生指挥下，充满意趣的音乐旋律，
让观众感受到不同于古典音乐会的
轻松愉悦。
作为活跃于影视配乐领域的

95后新锐作曲家，梁皓一早已因
《紧急救援》《红海行动》等爆款影片
被大众熟知。其作品《武侠——为
纪念金庸百年诞辰而作》满载对传
统文化的赤忱，而这部时长仅40分
钟的《中国厨房》，则是他叩击现代
生活的又一力作。作曲家以锦江饭
店的经典菜谱为灵感锚点，在传统
与创新的激荡中，用灵动的旋律解
构上海的城市基因——既有海纳百
川的胸怀，亦不失青春跃动的脉搏。
全曲由十个段落组成，以音乐

形式记录了十道风味独具的中国菜
肴，整体布局或短小精致，或舒放激
扬，以声音描摹出中国菜肴的色、
香、味乃至烹饪过程。例如开篇的

“大红袍”，以茶饮切入一场盛宴，具
有鲜明的中国饮食文化特征——海
洋鼓和咝咝钹等特色打击乐，模拟
茶叶从手工制作到冲泡的全过程，
将“烹茶有怀”的中华茶文化演绎得
清新快意，充满回甘；“佛跳墙”则表
现出浓郁的地域风情，小提琴施展
出揉弦技巧，仿佛是舌尖滋味千回
百转，令人对这道味觉层次丰富的
闽系名菜垂涎欲滴；“北京烤鸭”在
全球的中国菜单中排名第一，如何
表现好“日月江河入碗盘”的历史文
化，又调动起“扑鼻五味惊桌案”的
体验联觉，作曲家煞费苦心，最终以
京城气派的音乐做底，形成了煌煌
赫赫具有纲领性的管弦乐演奏，其
间穿插镲片特效音色，模仿出后厨
炊具的碰撞声，大的旋律色块中淬
出精微的情感火花，情与趣巧妙融
合，相得益彰。更有趣的是，演奏
“北京烤鸭”这一段落时，打击乐组
穿上白围裙、戴上大厨帽来到指挥
身边，模仿“片皮鸭”的操作程序，叮
当有声，乐意诙谐，带动起全场一片
欢笑，也流露出作曲家内心的无拘

与俏皮。
从宏大严肃主题中走出来，轻

松地与音乐结伴，成为当代交响乐
的一种选择：美国新锐作曲家安
迪·秋保曾把乒乓桌搬上舞台，满
台跳跃的乒乓球与乐队节奏完美融
合，组成了别出心裁的《乒乓协奏
曲》；中国作曲家王斐南的《时间之
轮》，将自行车链条声、铃声“混入”
打击乐，以台上台下的立体配合，把
一部年代主题的乐曲演绎得妙趣横
生且充满对往事的回忆。同样，在
这部《中国厨房》中，作曲家运用一
些日常生活中的物品，如竹筒、平底
锅、刀叉炊具等，制造出传统乐器无
法发出的独特声效，拓展了音乐的
可能性，也使音乐更加亲民，更具有
烟火气和现实感。
如果说，音乐加美食所产生的

破圈效应是文旅融合的新模式，那
么，这部乐曲更深层的探索，则在于
换一个角度看上海，换一种语境讲
述中国故事——交响乐《中国厨房》
以生动的音乐语言、立体的艺术呈
现，精准而有效地实现这一创意。

在《时代交响·全
国优秀乐团邀请展演》
开幕之际，便得知贵阳
交响乐团即将来沪演
出，消息传来令人振
奋。贵阳交响乐团近
年来发展迅速，实力不
俗，早已在乐坛积累了
良好口碑。此次音乐
会主题为“纪念肖斯塔
科维奇逝世五十周年
专场”，不仅曲目分量
十足，也富有深意。
开场曲目是肖斯

塔科维奇的《节日序
曲》。乐团很快进入状
态，展现出一种高度凝
聚的力量与能量。他
们对演出的专注和投
入，不仅体现在每一个
细节，更在整体呈现中
形成强烈的感染力，这
种内在精神与集体意
识是相当可贵的。
上半场的重头戏

是《F大调第二钢琴协
奏曲》，由钢琴家宋思
衡担任独奏。在第一
乐章中，钢琴以八度奏出雄健有力
的第一主题，宋思衡的音色明亮而
富有穿透力，恍若“黄金的号角”。
宋思衡能在音色与音量之间实现
精准的变化，这往往置于较大的轻
响动态背景之中展开，从而抓住了
作品中诙谐幽默的内核。尤其是
那段钢琴独奏，我们可以领略到宋
思衡精妙的触键，及丰富的音色变
化，营造出了强烈的舞台效果。慢
乐章以C小调缓缓展开，开头如同
一段低声吟唱的圣咏，沉静而肃
穆。弦乐织就的和声氛围下，钢琴
悄然进入，调性随之转至C大调，
仿佛一道温柔的光线透入沉思的
空间。宋思衡的演奏充满幻想色
彩，那一段悠长的旋律被他赋予了
流动的诗意与内在的张力，音色柔
和而富有深度，使人仿佛置身梦境
之中，整体氛围充盈着温柔的神往
与沉静的情感流动。紧接而来的
第三乐章，以模仿巴拉莱卡琴的片
段揭开序幕，宋思衡在钢琴上巧妙
再现了这一民族乐器特有的拨弦
质感，灵动而富有弹性。他在声音
的塑造上依然细腻讲究，始终保持
对动态层次的敏锐控制，音色辉煌
而富有光泽。在那段著名的“哈
农”片段中，他将技巧的张力与音
乐的幽默感巧妙融合，使乐章充满
了速度感与戏剧性，也展现出其深

厚的演奏功底与卓越
的艺术表现力。
在演完协奏曲后，

宋思衡加演了自己的
作品集《音乐日记》中的
《散步》，他表示：希望通
过这个作品能让肖斯
塔科维奇在另一个世
界获得真正的安宁。
下半场是肖斯塔

科维奇的《d小调第五
交响曲》，在贵阳交响
乐团的音乐总监——
中国著名指挥家张国
勇执棒下，我们听到了
一个演绎上既稳定，又
可以充分表达音乐意
图的“肖五”。张国勇
是国内指挥肖斯塔科
维奇的权威，他注重肖
塔音乐中的节制与隐
忍，通过控制乐团的动
态对比，展现肖塔作品
中压抑与爆发的戏剧性
冲突。他也注重乐句、
乐段、乐章间的逻辑性
与层次感。
贵阳交响乐团在

本场音乐会中的表现同样相当抢
眼，无论在整体的声音塑造还是细
节的把控上，都展现出高度的专业
水准。全团的配合极为默契，乐手
之间在节奏、音色与情绪的衔接上
几乎没有任何脱节或松动，整体的
协调性令人称道。铜管组的发挥尤
为稳定，无论是在强奏时的雄浑音
响，还是在合奏中所需的平衡控制
上，都做到了张弛有度，始终保持高
度的集中力。尤其在第一乐章和第
三乐章的高潮处，铜管的加入令全
团音响瞬间爆发出磅礴的气势，声
势浩大、势不可挡，令人振奋。
然而更让我佩服的，是这个乐

团对“轻”与“弱”的理解与掌控能
力。在肖斯塔科维奇第二钢琴协
奏曲这部作品中，表面上的诙谐背
后潜藏着极为精巧的动态层次要
求。尤其是第三乐章结尾处弦乐
的弱奏段落，贵阳交响乐团的弦乐
声部以一种近乎纤细却又充满韧
性的方式将那段旋律娓娓道来。
音色柔和，音量克制，却绝不空洞，
宛如夜色中最后一缕微光，令人动
容。这样的“轻”，不是简单的音量
减弱，而是一种对音乐深刻理解之
后的内在表达。这种张力的控制
能力，在国内乐团中实属难得，也
体现了贵阳交响乐团近年来日益
精进的整体素养与艺术修养。

记作曲家汉斯·季默的电影音乐

时代
交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