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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當代國樂佳品亮相中華文化節

誕生於1952年的上海民族樂團，是中國最早成立
的現代大型民族樂團。多年來，樂團堅持守正

創新，積極踐行「民族音樂、當代氣質、國際表達」
的藝術理念，以「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藝術
態度，努力將中國精神、中國價值融入作品當中，不
斷探索傳統民樂在當代的創造、創新之路，努力打造
中國民樂精品佳作。

當代民樂創新之作
羅小慈介紹，《海上生民樂》音樂會是樂團的原創
品牌，無論是作品的主題內容，還是音樂編排、演奏
形式等，都進行了精心策劃與設計，從古曲新詮到當
代佳作，從中西對話到跨界交融，音樂會傳遞豐富的
聽覺質感和豐厚的人文情懷，呈現優雅、自信、大氣
的當代國樂風貌。自2016年誕生以來，音樂會還一
直在不斷的作品打磨和演出實踐中成長，始有今日的
規模。
此次赴港演出的作品，包括取材自江南景色的《湖
光》、譚盾譽滿國際的《臥虎藏龍》、展現中國書法
深邃藝術境界的《墨戲》、描繪楚漢相爭的《楚
漢》，以當代曲風展現嗩吶多元魅力的《鳳舞》和全
新編配經典旋律的《蜂飛》等。很多作品都是從經典
中汲取了營養，並結合當代觀眾審美所作出的全新探
索。如《楚漢》是融合了琵琶經典《十面埋伏》和京

即使是40度的高溫天氣，上海民族樂團的青年
藝術家們還是堅持每天往返於演出現場和樂團，
不厭其煩地對即將赴港的演出曲目反覆練習、調
整，再練習，再調整。笛子聲部首席金鍇和古箏
演奏家陸莎莎等，都有多次赴港演出的經驗。但
他們都表示，此次參與「中華文化節」的演出意

義不同，希望能夠在香港這樣一個國際化的舞
台，為熱愛的民族音樂文化展示、推廣和傳播，
盡自己的綿薄之力。

香港觀眾熱情素質高
憶起此前的香港之行，藝術家們都有美好的回
憶。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的金鍇介紹，大學時候
曾跟隨學校樂團赴港演出，並觀摩了香港中樂團
的排練，還拜訪了香港演藝學院，記憶猶新。
「香港有真正懂民樂的觀眾群，觀眾的高素質聆
聽和熱情的掌聲，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赴港前集中精進作品
陸莎莎則難忘上一次在香港葵青劇院的演出。

在現場觀眾互動的環節，大家爭相向他們發問，
「問得蠻專業的。有意思的是，有人還問我們一
天大概練琴幾小時。」這些意外的問題，展現了
香港觀眾在民樂領域都有一定的欣賞水平，學習
和鑽研的熱情也很高。

對於這次演出的作品，藝術家們在舞台演繹也
超過百場，但為了準備此次香港之行，仍然作了
不少精進。陸莎莎介紹，她要演繹的是羅小慈團
長創作的著名古箏協奏曲《墨戲》。創作之初，
由謝鵬老師做了一版配器，這次又請孔志軒老師
進行再調整，期待以更加新穎的形式呈現。
金鍇將與樂團另一位笛簫演奏家趙韻夢搭檔，

獻演雙笛簫與樂隊合作的《湖光》。雖然兩人已
經搭檔多年，但他說，對於作品的理解，每隔一
段時間都會有新的感悟。這次又在湯沐海老師幫
助下，對作品結構、演出站位和表演形式再作調
整和改進，融入了一些新的想法，期待能帶給香
港觀眾全新的感受。

交流與學習並重之旅
除了舞台演出，上海民族樂團還將與香港觀眾

開展一系列交流活動。樂團駐團指揮姚申申、琵
琶聲部首席俞冰、打擊樂聲部首席王音睿和嗩吶
演奏家胡晨韻將連續帶來多場講座活動及國樂大

師班，從不同角度與香港市民們面對面分享上海
民族樂團對當代民族音樂的多元化探索。藝術家
們也將與當地學習民族樂器的香港學生們近距離
互動，以國樂增進滬港兩地友誼，深化交流合
作，共同推動中華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藝術家們也把赴港演出視為一
個難得的學習機會。金鍇特別告訴記者，香港中
樂團的職業化運作與他們竹笛聲部優美飄逸的音
色，一直令他難忘。最近的一次，是幾年前在上
海欣賞了香港中樂團的演出，竹笛聲部在兩位元
老朱文昌老師和孫永誌老師的帶領下完成了新老
更替的磨合，除保留了聲部優美的音色特質外，
音準與音色平衡也很棒。朱文昌老師的樂隊 SO-
LO 演奏音色飄逸鬆弛，有着讓他嚮往的自然狀
態。孫永誌老師在笛子演奏外，簫與尺八的演奏
也都有很高的藝術造詣。他說，自己平時也會練
習簫與尺八，深知同時兼顧到這三種樂器並有很
高的規格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所以，這次有機
會的話想去拜訪兩位前輩老師，向他們請教。」

《海上生民樂》簡介

海上生「民樂」，天涯共此時。經過8年的

打磨，上海民族樂團原創音樂品牌《海上生

民樂》將於下周首次赴港演出。這台糅合傳

統與現代風格的音樂會是本次「中華文化

節——焦點城市上海」暨「上海文化周」的

重要參演劇目，並特邀享譽國際的大師湯沐

海執棒指揮。上海民族樂團團長羅小慈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介紹，多年未來香

港，希望把握這樣寶貴的機會，向香港觀眾

更好呈現上海民族樂團新一代藝術家的整體

風貌，和在民樂傳承創新上的探索成果，

「誠意滿滿！」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帆

圖：上海民族樂團提供

青年藝術家：盼訪港推廣民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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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曲牌《夜深沉》的全新編配。《臥虎藏龍》、
《絲綢之路》等更是樂團多次演出的作品。
在演出陣容方面，整場音樂會將由樂團的拉弦、

彈撥、吹管及打擊樂四個聲部全編制演繹，並精心
挑選了各聲部的首席和青年骨幹。青年藝術家們都
有豐富的演出經驗，僅《海上生民樂》一台音樂
會，就演出超過百場。連日來，這台作品仍然還在
上海音樂廳舉行駐場演出，不少藝術家在演出之
餘，還在團內加班練習。她說，演奏是一種現場藝
術，手上的功夫每日練習必不可少，不進則退，不
能鬆懈。「每次演奏對我們來講都是第一次。」

難忘與港深厚淵源
雖然已經數年沒

有整團赴港演出，
但羅小慈和上海民
樂人，與香港觀眾
和香港同行都有非
常深厚的感情。羅
小慈介紹，在過去
幾十年間，上海民
族樂團老一輩藝術
家閔惠芬、湯良
興、陸春齡、俞遜
發、顧冠仁、龔一

等，與香港音樂界有很多交流。樂團與閻惠昌先生
及香港中樂團的交流也非常頻繁。
羅小慈本身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古箏演奏家和民樂

作曲家，談起與香港的淵源更是如數家珍。早在
2003年，香港就出版了她的專輯唱片《陸游與唐
琬》，並邀請她在香港大會堂舉辦了獨奏音樂會。
她說，香港觀眾和香港元素在她的藝術生涯中還多
次給她帶來啟發和鼓勵。難忘的那一年，她邀請著
名作曲家何占豪先生為她創作古箏協奏曲《西楚霸
王》，「我和何老師就坐在上海音樂學院附近的一
家電影院，看了香港電影《西楚霸王》有了新的靈
感。」此前，何老師的作品以才子佳人的溫婉為
主，這一次的「霸王」則有了全新突破。至今，這
部作品仍然受到演奏家們的喜愛。
更加難忘的，莫過於2008年，羅小慈赴港演出

自己為李清照的代表作譜寫的簫、箏與吟唱融合作

品《如夢令》。全曲有大段的吟唱，但因為對現場
設備不熟，導致她佩戴的麥克風發不出聲音，差點
就以為自己要演啞劇了。沒想到台下的觀眾沒有一
人喧嘩，反而安安靜靜地坐着繼續聆聽，這讓她一
下子踏實起來，完整順利地完成了彈唱。「我就覺
得香港觀眾有很強的藝術鑒賞力，這些細節令我感
動。」
作為樂團當家人，羅小慈也向香港中樂團學到了

很多樂團管理的經驗。「他們非常嚴謹的管理，他
們的敬業，對音樂的追求，包括在音樂教育推廣等
方面的成功實踐都值得我們學習。」因此，此次到
香港除了演出外，上海民族樂團還將進行不少交流
活動，力求更好與香港的同行互學互鑒。

打造國內首台AI國樂音樂會
近年來，上海民族樂團一直堅持「海納百川」探

索民樂的當代表達，尋求傳統文化的創新。就在今
年，他們率先與國內知名互聯網企業開展戰略合
作，探索將人工智能引入音樂創作，並推出了國內
首台AI創作的國樂音樂會《零．壹｜中國色》，
亮相第39屆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引發廣泛關
注。
這次合作，從設想到演出只用了短短兩個月時

間。談到如此大膽的突破，羅小慈直言，上海民族
樂團是一群好奇心比較重的人，追溯歷史，如果沒
有好奇心，就很難有現在那麼多的創新和突破。當
前，人工智能滲透到生活方方面面，音樂創作也不
例外。即使他們不做，別人也會做。但回顧這第一
次，她最大的感受是，科學與藝術的融合，歸根到
底仍然考驗的是人的智慧。
羅小慈介紹，AI提高了創作的效率，並能在最
短時間最有效達到符合樂團審美的作品雛形，但是
最終將作品在舞台上呈現，並能表達出相應的情感
層次變化乃至演奏技法，無不需要演奏家進行再創
作、再磨合。其實，任何一部作品能夠成功，都離
不開演奏家的詮釋，甚至每次的演出，都是二度，
甚至三度、四度創作，從這一意義上說，AI的大
行其道，並不意味着人可以躺平，作品思想性、主
題性的表達，舞台的呈現，以及整台演出的方方面
面，人力都不可替代。因此，現代技術的引入只是
一個探索的方向，未來還將繼續，但必須遵循舞台
藝術的客觀規律。
羅小慈還特別強調，多年來，上海民族樂團都堅

持，無論進行怎樣的創新實踐探索，都要把握「守
正」，就是守護好老祖宗留下來的，藝術審美原
則。「那種雋永的美，怎麼都不能流失掉。在此基
礎上，才能在表演形式、樂器編制、表現手法上，
與現代觀眾有更好的精神互動。」由此，她還聯想
到，香港的音樂、創意人才資源非常豐富，藝術創
意富有活力，非常期待也非常願意繼續推動滬港兩
地的文化創意人才、音樂人才更好交流，也可以共
同打造作品。相信一定會在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和
創新方面擦出更多美麗的火花。

▲ 陸莎莎將帶來羅小慈創作的古箏協奏曲《墨
戲》。

▲上海民族樂團團長羅小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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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民族樂團笛子聲部首席金鍇（右）將帶來展
現西湖美景的作品《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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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節2024：
上海民族樂團《海上生民樂》

8月5日 晚上8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8月6日 晚上8時
地點：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話你知話你知
《海上生民樂》是上海民族

樂團打造的原創音樂經典品

牌。近年來，音樂會先後赴英

國、法國、比利時、德國、美

國、俄羅斯、泰國、以色列等地巡演，登

上巴比肯藝術中心、巴黎愛樂音樂廳、柏

林愛樂音樂廳、漢堡愛樂大廳、肯尼迪藝

術中心、聖彼得堡國立模範卡貝拉音樂廳

等世界一流音樂廳的舞台，引發不同文化

背景聽眾的共鳴和喜愛。

本次赴港演出，將由名團名家強強聯

手，上海民族樂團特邀享譽國際的著名指

揮家、樂團首席客席指揮兼榮譽藝術指導

湯沐海先生執棒，以其充滿激情和感染力

的指揮風格，一展大師風采。湯沐海是世

界級著名的指揮家，在國際樂壇極具影響

力，他與上海民族樂團合作多年，曾執棒

《海上生民樂》《國樂詠中華》等多部海

派民樂原創作品，並率樂團赴歐洲、美國

等多地多國巡迴演出，收穫國內外觀眾的

熱烈反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