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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
歌剧《山海情》，深情讲述
发生在宁夏西海固的温暖
故事，倾情讴歌了中华大
地上的人间奇迹。

地点：青岛人民会堂

4月

7

▶●4月7日
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山海情》，

深情讲述发生在宁夏西海固的温暖故事，
倾情讴歌了中华大地上的人间奇迹。

地点：青岛人民会堂
●4月8日

“青青交团，乐海扬帆！”青岛大剧院
青少年交响乐团开始招募。

地点：青岛大剧院
●4月9日

“墨香怀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书画联展，参展作品意境丰富深刻，个性
特色鲜明。

地点：青岛市图书馆
●4月10日

“向海回归：人类世海洋的哲思”展，
融合海洋学、人类学、哲学、诗学和社会
学等跨学科的理论视角。

地点：西海美术馆
●4月12日
鼓楼西戏剧·刘震云作品三部曲《一

句顶一万句》，牟森执导，李光洁出演剧
中主人公“杨百顺”。

地点：青岛大剧院
●4月13日
纪念老舍先生诞辰125周年系列活

动之“走近老舍”公益诵读课堂，重温历
史，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一种
精神需求，成为一种人生境界。

地点：骆驼祥子博物馆
●4月14日
FIRST 主动放映·青岛文学馆站，

《有羽毛的东西》《假如公交车走错路了》
《当我走向你的时候》《蚂蚁》《少年与驴》
《间歇》数部短片连放。

地点：良友书坊·塔楼1901·西塔
●4月15日

“永恒的经典-法国法兰西院士系
列展之让·卡尔多艺术作品展”，展出作
品 81 件（组），其中包含境外作品 75 件
（组）和中国美术馆馆藏作品6件。

地点：青岛市雕塑馆

●4月16日
漫道世态 姜末漫画作品展
地点：洛川家美术馆
●4月17日
我爱这美丽的世界·凌子风电影作

品电影海报展
地点：青岛西海岸电影城幸孚茂店
●4月18日
传承与拓展——窦凤至师生水彩画

形式语言教学展
地点：青岛市美术馆
●4月19日

《“流行邂逅经典”民族音乐会》
地点：李沧剧院
●4月20日
柴科夫斯基作品专场音乐会
地点：青岛市人民会堂
（具体内容及时间以现场为准）

王 雷 整理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青岛这 年艺艺

本版摄影 王 雷

亲民 青交和年轻人的距离

青交的年轻态，在2024乐季开头就清晰起来——梅第扬、
杨天娲、白伟岐为代表的新生代演奏家青岛献艺，可以说，集中
了当下交响乐领域的新锐力量。与此同时，青交推出精心打造
的年轻态音乐会，具体而言，首场动漫视听音乐会的曲目集中了
当下版权动画音乐最有商业看点的作品，包括《火影忍者》主题
曲、《灌篮高手》主题曲、《功夫熊猫》配乐和《某科学的超电磁炮》
等经典之作。而演出时间定在6月2日的下午3时。

这一点颇有突破性。“为什么交响乐必须在夜间演出？为什么
不能定在年轻人习惯消费音乐节的下午档？”青交方面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乐团今年计划在高雅音乐营销方面做出更大突破，以期达
到以更亲民的方式将交响乐送达年轻观众、新乐迷身边的目标。

从2024乐季的整体策划看，青交的年轻态分为三个层面：
音乐家的年轻态；演出营销的年轻态；演出内容的年轻态。

青交是国内新锐音乐家的重要舞台之一。2024乐季开幕
演出，梅第扬带给乐迷一次强烈的冲击——他的中提琴演奏不
只是乐器的硬性呈现，更是音乐风格和内在思想的传递。引入
梅第扬、杨天娲为代表的年轻艺术家，配合以董超、孙一凡等近
年来崭露头角的年轻指挥家，这让青交的舞台变得更加年轻。
指挥家李飚、歌唱家王宏伟在采访中均表示“曾与青交有过合
作，如今再次合作，延续了良好印象”。

“有看点、有流量的艺术家不断与青交合作，形成了丰富且
有活力的演出阵容。”一位乐迷点评说。

回顾近年来的交响乐演出可以看到，题材的突破性与传播
力的“破圈”相辅相成。演出内容的年轻态突出表现在选择那些
具有网感、青春触感的作品。比如，乐迷反响上佳的《敦煌五乐
神》，实际上是谭盾写给《王者荣耀》的游戏动漫交响诗。再比
如，赵季平民族交响组曲《乔家大院》、关峡《激情燃烧的岁月·第
一交响序曲》、谭盾《武侠三部曲》……交响乐作品与现象级文娱
产品的结合密不可分。

交响乐的年轻态新作品，伴随着年轻人群对交响乐的“二度
理解”。随着时代背景变化，交响乐带给人们的“旧印象”已有全
新的解读。比如听交响乐“助眠”，以往被认为是观众不了解交响
乐的表现，然而，在新的语境下，助眠则是交响乐解决现代人困扰
的一大优势。“从古典乐入门到真正理解交响乐，乐迷免不了有一
段被交响乐催眠的体验，在勃拉姆斯、莫扎特作品中感受沉浸式
的音乐包裹。进一步说，助眠也是放松心灵、沉入音符的体现。”
西安交响乐团品牌总监曹继文认为，“听音乐会睡觉怕啥？听音
乐睡觉是最舒服的，用这样的方式先把观众吸引进来。”

营销 守正出“奇”，贴近当下

6月的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交响乐“天团”——柏林爱乐乐
团将与当下最热门的钢琴家王羽佳合作，在上海一口气献上四场
交响乐音乐会。不出所料，这应该是2024年最受中国乐迷关注
的盛事。

“‘柏林爱乐冲击波’一方面在于它的顶级阵容和极富传播热
度的独奏家，另一方面在于它对交响乐市场的长期耕耘和综合开
发。从冠名商、青少交、开放日到国际巡演，柏林爱乐做出了标准
的示范。”一位业内人士说，面对这些顶级艺术盛事的热度，青交
一直在琢磨如何借力脱颖而出。

去年11月10日、11月13日，青交与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多
明戈合作，在“第22届上海国际艺术节”潍坊分会场和上海主会
场演出两场，这无疑极大提升了青交在音乐演出领域的可见度。

今年，国家大剧院歌剧《山海情》开启巡演，青岛成为该剧继天
津之后巡演的第二场。对此，张国勇总监表示：“国家大剧院是‘国
字头’，是世界级的，王宏伟等演员都是代表中国最高艺术水准的
歌唱家。对青岛来说，《山海情》这样一场歌剧可谓锦上添花。青
岛的文化建设不只是靠当地艺术团体，更需要外来影响。”

青交加强与顶级艺术家合作的频频“试水”，让观众对后续的
青交乐季充满期待。

在交响乐领域有一个常见的“闭环”：城市缺乏深厚的交响乐
基础，缺乏年龄结构合理的交响乐人群，缺乏对交响乐团的长期
投入，缺乏来自社会层面对交响乐的投资、捐赠，因而也缺乏具有
发展后劲的职业乐团，势必无法滋养浓厚的交响乐氛围。

如何打破这一“闭环”，各家交响乐团守正出“奇”，各出奇招。
西安交响乐团就是一例。作为业界公认的“网红乐团”，

西安交响乐团的“破圈”之法来自于不拘一格的制造热点。“乐
迷带着睡袋棉被进音乐厅”、“郭达陕西方言配交响乐演奏李
白《将进酒》”、“户外演奏《梁祝》”……凭借持续的短视频推
广、热门作品营销，西安交响乐团如今 B 站粉丝 38.3 万，抖音
粉丝超过中国爱乐、上海交响乐团两家顶级乐团的粉丝数之
和，成为近年来国内少有的现象级存在，而它的新年音乐会门
票已经炒到上千元。此外，西安交响乐团针对大学生推出“演
出前一小时学生通道”：大学生可以演出前一小时在现场凭学
生证 70 元购买余票中最高价位门票。可以说，西安交响乐团

“奇招”不断，惠民与高雅并行不悖，成就了一个城市乐团的营
销声量。

熟悉青交的乐迷发现，2024年，备受入门级乐迷喜爱的动漫
音乐重回青交乐季演出之列。业内将交响乐曲目分为交响乐经
典系列、动漫音乐、游戏音乐和经典流行音乐（古典乐改编）等大
类。近年来，大量学生乐团、业余乐团加入之后，类似“久石让作
品音乐会”“好莱坞经典作品音乐会”等同质化音乐会充斥交响乐
演出市场。随着城市乐团“正规军”进入，尤其引入带有热度的潮
流动漫音乐、人气游戏音乐，交响乐团预计将在潮流品类音乐会
市场实现降维打击。

交响乐团的线上化也是一大趋势。“视觉时代的乐迷越来越
关注交响乐的视频推广。”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表示，“10 年
前，在国内或国际的交响乐团交流中，每次不变的话题是音乐普
及教育如何拓展观众的渠道。但这两年以来，每次避不开的话题
是线上内容推广。这是观众拓展、音乐教育等方面的大方向改
变，需要我们交响乐从业人员和管理者有更多的思考。”

2024年，随着乐季内容搬上各个短视频平台，“线上青交”注
定将成为乐迷伴随型艺术滋养。

培育 从青少交起步

4 月 7 日，青岛大剧院青少年交响乐团发布招募
信息，这也意味着岛城又一家青少交正式启航。之
前，青岛音乐厅交响乐团和青岛交响乐团都在青少
交领域发力，“小贝壳”少年爱乐更是培育了大批音
乐人才。

如何持续建设一支青少交队伍，对于青岛来说，
这是一个“又老又新”的课题。记者采访青岛小提琴
家裴月鑫、大提琴演奏新秀姚佳讯时，她们都认为在
青少年交响乐团的经历促使自己迅速成长，也获得
至今受益的合奏经验，促使她们成功站到国际交响
乐舞台上。

放眼国际乐坛，青少交对于交响乐团的城市归属感
和社会黏性都非常重要。国内的广州交响乐团在青少
交领域独树一帜，青少交形成6岁-9岁、10岁-13岁、13
岁-18岁的三级梯队，组建全国第一个有乐季表演的青
少年交响乐团，甚至还推出青少交国际巡演。“青岛的音
乐人才储备充裕，可以组建专业的少年交响乐团（14岁
以下）和青年交响乐团（14岁以上）。”在乐迷看来，在发
展青少交、以青少交人才填补城市乐团的命题上，青岛
的交响乐还有一条长路要走。

交响乐演出频仍，城市演出资源也在动态调配。在
歌剧《山海情》演出现场，青交特邀来自贵阳交响乐团的
长笛乐手助阵，阐释了极具民族风情的音乐。近年来的
乐季中，青交实现乐团与乐团的深度合作，乐迷能够

“听”到深圳、贵阳等城市交响乐团优秀乐手的演奏，而
青岛的乐手也交流到四川交响乐团等名团合作。业内
人士表示，全国乐团往往面临部分声部补强、特殊作品
的特殊演奏要求等问题，像是优秀的圆号乐手更是各个
乐团的稀缺位置。

青岛虽然有多支民间乐团，仍然与青岛的剧院资源
不匹配。在专家看来，青岛大剧院、凤凰之声大剧院、博
兰斯勒大剧院等硬件出色的大型剧院，理论上可以配备
常驻乐团，也可以带动各区交响乐氛围的提升。在青交
乐迷的心愿清单上，为青交补齐“常任指挥”也是一个重
要选项，毕竟放眼全国，担负日常排练任务的常任指挥
是城市交响乐团的重要角色。

为青交 2024 室内乐开幕音乐会执棒的指挥家李
飚，是一位享誉国际的打击乐演奏家，同时在中央音
乐学院和柏林国立音乐学院担任教授。对照国内外
乐团的发展轨迹，李飚认为，青岛应该加深对交响乐
的认识，有针对性地进行提升，措施包括增加对交响
乐团的投入、免费的青少年古典乐教育和对顶尖艺术
人才的培养。

“当下，中国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剧院硬件，我
们的软件同样要跟得上，软件就是对交响乐团的投
资。乐团是象牙塔上的内容，需要足够的重视，因为
它代表了文化最经典的部分。同时，我们要为孩子
着想，加强青少交的训练。借鉴世界上优秀的青少
年交响乐团的经验，对爱乐少年给予免费的古典乐
教育。”李飚强调，“对于一个乐团投资三千万、五千
万其实不多，毕竟一个传播艺术的交响乐团，影响的
是整整几代人。”

你想听见怎样的交响乐？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乐季总是随着春天开启。青岛交响乐团2024乐季伊始，三场重量级演出先后上演：
3月8日乐季开幕音乐会，特邀柏林爱乐首位中国籍中提琴首席梅第扬担任独奏，为乐迷带来充满艺术性和欣赏性的作品；3月29日室内乐开幕音乐会，指挥家李飚、

打击乐演奏家白伟岐与青交合作演绎多曼《时间冻结》、贝多芬《命运》等多部交响乐力作；4月7日，青交与国家大剧院合作的歌剧《山海情》（音乐会版）青岛首演，王宏伟、
龚爽等歌唱家为乐迷带来充满民族风情的演出。

三场音乐会直接勾勒出青交的乐季关键词：年轻态、高水准、话题营销抓手。那么，如果你是一位乐迷，你想听见怎样的交响乐？
当下，新老乐迷正处在迭代的关口。2024乐季，青交与全国的交响乐团都在直面一个核心问题：如何重塑与乐迷的关系。
对于新生代乐迷来说，交响乐是不是一个伴随型的文化产品？乐迷与交响乐团之间如何加深归属感？交响乐的外延是否包括游戏音乐、卡通主题曲等音乐“快消

品”？从文化属性到消费属性，交响乐要求更深的思考和更广泛的演出落地。
2024乐季，青岛交响乐团即将迈入重新建制20年。在这样一个节点上，交响乐想要与下一代乐迷彼此遇见，做到海内存知己，乐迷遍天下。

■歌剧《山海
情》（音乐会版）演
出现场。

■ 著 名
指挥家李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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