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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力量。

“三家同以上海城市命名的城

市文化品牌，不只‘各美其美’，

更有‘美美与共’，以艺博相融的

全心制作，将音乐和文物置于同一

时空之下，艺术化呈现‘一带一路’

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丝绸之路是展

示人类不同文明魅力的共享舞台，

也是不同文明彼此交融各取所长的

共有路径。千百年前穿行于丝路上

的人们将他们各自的文化像种子一

样沿途播撒，成长至今，这些种子

早已融入我们生活的点滴之中。”

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说，“由‘求

索’‘梦寻’‘和合’三个篇章联

配合下，我们仿佛听到海风阵阵，

听到海浪声声，在音乐中重走海上

丝绸之路，追寻文明的历程。朱践

耳说，他想通过这一曲，来颂文明

的缔结，颂文明的多样，也颂文明

的悠长：“蔚蓝海岸，潮起潮落，

小小的船只经过风浪和险滩，驶入

梦幻般的蓝色世界，驶向上百个国

家和地区。东西方文化在此交汇，

各民族友谊在此连结。它承载着茶

叶、香料、瓷器，传播着音乐、舞

蹈、绘画，泱泱中华以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着八方来客，

彰显出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

古代文明的智慧传承至今，推动沿

线各国发展。多起点、多航线，覆

盖大半个地球，也使灿烂的中华文

明绵延千年生生不息。”

《和合》一章，作曲家俞极的《丝

路颂》，则是在赞颂和合中的硕果

累累：“十年里,‘六廊六路多国多港’

有序建设实施，贸易与投资便利化

措施稳步落实推进。沿线国家以文

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

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

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

尊重、相互信任。我们始终站在人

类进步的一边，乘历史大势而上，

走人间正道致远。”

艺博相融，撒播文明种子

除了开幕式演出以外，上海交

响乐团还与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

博物馆联合首发交响诗篇《丝路颂》

黑胶唱片，举办丝路主题的展览。

当三位作曲家的丝路主题作品与上

海博物馆馆藏文物相遇，更是以深

邃的文化肌理再现中华艺术之美与

缀而成的交响诗篇，也是上海国际

艺术节、上海交响乐团和上海博物

馆三家艺术机构对‘一带一路’这

个时代话题的有力回响。比如第二

篇章‘梦寻’以朱践耳先生的《丝

路梦寻》和来自唐朝及明清等不同

朝代的绘有远航船只的上博馆藏，

让观众在视觉、听觉双重感官下，

追溯海上丝绸之路，追寻文明的历

程。音乐上既有沿丝绸之路传入中

原的琵琶、二胡，也有源于华夏大

地古老的吹奏乐器笙，当然也有诞

生于西方的管弦乐队，这种穿越时

空的交融和音响搭配，让音乐既有

中国传统音乐调式特性，又有西亚

地区的异域色彩，配以上博馆藏文

物展示，让我们更真实地感受‘丝

绸之路’的果实。”

为交响诗篇《丝路颂》执棒的

是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著名指

挥家余隆，他曾被《纽约时报》称

为“中国音乐版图上最有影响力的

人物”。而大提琴演奏家王健、笙

演奏家吴彤、上海民族乐团笙首席

演奏家赵臻等艺术家也一同联袂献

演。开幕式演出当日，在“一江一河”

交汇处的世界会客厅，“第二十二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丝绸之路国

际艺术节联盟论坛”也同步启动。

文化艺术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也是传递美的信使。白居易在《琵

琶行》中描绘的曲项琵琶，源自波斯，

在大唐盛极一时；一千多年后，马

勒的《大地之歌》以中国唐代诗词

为灵感，流传至今。多元文化在交

流中相通共融，推动人类文明向前

发展。五线谱上的跃动音符，博物

馆里的青花瓷器，都在向世人娓娓

述说着丝绸之路上闪耀的文明之光。

上图：《丝路颂》唱

片海报。图片提供 / 上

海交响乐团提供

下图：上海交响乐团

音乐总监余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