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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拉姆斯作品专场
音乐会，感受“宴席上快
乐的学生歌曲集锦”。

地点：青岛大剧院

11月

2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青岛这 年艺艺

●10月29日
千剪万缕——苏霞剪纸作品展，一把

剪刀，一张红纸，无须斟酌，无须比照，须
臾之间化作万物。

地点：洛川家美术馆

●10月30日
2024 当代俄罗斯学院派油画展，展

出了以俄罗斯学院派主流画家、曾是俄罗
斯最年轻的功勋画家、著名艺术家梅尔尼
科夫工作室第一助手的祝波夫教授为代
表的8位艺术家的34幅油画作品。

地点：青岛出版艺术馆海尔路馆

●10月31日
逐梦深蓝——青岛国际艺术名家邀

请展，展出来自中国、马来西亚、澳大利
亚、荷兰、阿根廷、印度等25个国家和地
区104位艺术家的122幅画作。

地点：青岛画院美术馆

●11月1日
青话亲子剧场经典儿童剧《青蛙王

子》，步入话剧的童话世界。
地点：青岛青话小剧场

▶●11月2日
勃拉姆斯作品专场音乐会，感受“宴

席上快乐的学生歌曲集锦”。
地点：青岛大剧院

●11月3日
人生海海读书会第7期｜小说《愤怒

的葡萄》以主人翁乔德一家的流亡为线
索，用真实和同情的笔触，集中展现了大
逃难时期农民们所遭受的残忍待遇。

地点：台东商圈党群服务中心

●11月4日
“惠畅齐鲁·工创未来”山东省职工文

化艺术季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书画摄影
作品巡展（青岛）

地点：青岛工人书法展览馆

●11月5日
激扬飞荡——2024青岛市职工水彩

画佳作展
地点：青岛工人文化宫

●11月6日
岁月心痕——青岛画院40年版画作

品回顾展
地点：青岛画院美术馆

●11月7日
“巨兽或哦哦哦”——青岛与先锋文

学文献展
地点：青岛文学馆

●11月8日
京剧《目连僧救母》
地点：李沧剧院

●11月9日
艺术话剧《日出》
地点：青岛大剧院

（具体内容及时间以现场为准）
王 雷 整理

以年轻人吸引年轻人

交响乐的年轻化，交响乐团最为焦急也
最勇敢。年仅 28 岁的芬兰指挥家克劳斯·
麦凯莱执掌了四大交响乐团：6年前，他出任
了奥斯陆爱乐乐团音乐总监。两年后，他又
担任了巴黎管弦乐团总监，接着是 2022 年
的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今年4
月，芝加哥交响乐团宣布克劳斯将是乐团下
一任总监，他也是这支世界名团133年历史
上最年轻的音乐总监。据指挥家孙一凡的
观察，“以年轻吸引年轻”是国际乐团的通行
策略，“现在，全世界的乐团都希望更多吸引
年轻乐迷。古典乐要持续发展，离不开一代
又一代的年轻乐迷薪火相传。国外比较火
的指挥克劳斯·麦凯莱、钢琴家奥拉夫松
（2023年起六大洲巡回演出96场巴赫《哥德
堡变奏曲》）都是通过年轻的音乐家吸引和
他同龄的观众走进音乐厅。”从王羽佳、梅第
扬到曾韵，新生代演奏家也成为国内年轻乐
迷最认可的艺术偶像。

作为布加勒斯特国际青年指挥比赛冠
军获得者，孙一凡对国际交响乐的发展有着
近距离的观察：“从曲目来讲，国内外交响乐
团正在大力将当代音乐家推向前台。一些
青年音乐家平时没有机会上演的作品，如今
也进入了职业乐团乐季曲目里。以德国乐
团为例，几乎每场曲目都会有一个或多个位
置留给当代音乐作品。这是一个重要的信
号，因为古典乐要想持续发展，就一定要有
源源不断的新作品补充进来，不能只演贝多
芬、莫扎特。”

从演奏方式来看，古典乐的演奏也正在
多元化发展，交响乐团越来越亲民，姿态越
来越亲和。“有些音乐会让听众坐到乐团中
间，感受 360 环绕立体的效果，让更多观众
了解交响乐团的工作状态。”孙一凡与青交
有过多次合作，“青交的公开排练、公开走台
等活动对于交响乐普及是特别好的事情。
与听音乐会相比，乐迷在排练时得到的信息
绝对是更多的。很多观众不知道指挥是做
什么的，通过观摩排练，观众能够得到非常
完全的解答。”

游戏音乐，乐迷新门径

今年音乐会的出圈爆款无疑是《黑神
话·悟空》主题音乐会。“随乐西行 且听天
命”音乐会首开深圳、上海、北京、杭州、重庆
5个城市，门票迅速售罄，而多个城市求一场
巡演而不得——年轻人原来愿意为交响乐
买单。

回顾近年来的音乐会演出，2022年，青
岛交响乐团与谭盾合作的《敦煌五乐神》迄
今让岛城乐迷津津乐道。这部作品也是谭
盾为《王者荣耀》里“五虎上将”创作的配乐，
筚篥、奚琴、尺八、五弦琵琶、唐笙5件古乐
器与交响乐融合，诠释这部致敬“三国”5位
英雄的力作。在青年指挥家俞极看来，游戏
音乐、电影配乐脱胎于晚期浪漫派的创作思
路，“这些音乐按照主导动机来创作，以类似
瓦格纳的创作方式延续到游戏音乐。像是

《怪物猎人》中每个怪物都有自己的主题音
乐，本身就有英雄化的主题，让年轻玩家听了
就记得住。他们游戏陪伴过程中熟悉音乐、
建立对游戏音乐的认同，这也是很自然的道

理，就像是民族乐派扎根于民间音乐一样。”
近年来，游戏音乐的质量飞速提升，大型

游戏里混搭着民间曲艺、民族音乐、交响乐、
爵士乐等多种元素，构建了丰富的听觉体
验。《王者荣耀》除了谭盾外，还邀请了好莱坞
配乐大师汉斯·季默（代表作《雨人》《狮子王》

《黑暗骑士》《沙丘》）创作音乐，而《原神》更是
引发年轻作曲家奔向游戏配乐赛道。孙一凡
表示：“游戏音乐是近年来新兴的、有潜力的
板块，玩游戏的人肯定比乐迷多。比如最近
很火的手游《原神》，它的配乐有着非常高的
艺术价值，而且，游戏厂商会找像伦敦交响乐
团、上海交响乐团等一流的乐团来录制游戏
音乐，演奏水准有很高的保证。”

从宫崎骏动画配乐、电影配乐到游戏配
乐，年轻人通过万千门径进入音乐，关键的
一步是引领至下一个层面：亲近古典乐，转
化为真正的乐迷。俞极表示：“游戏迷也是
对音乐有一定的兴趣，才会欣赏游戏配乐音
乐会。怎么让他们进一步对高雅音乐也感
兴趣？熟悉感是非常重要的，从熟悉感变成
对有组织的、复杂的音乐产生认知和审美，
需要通过更多的讲解，让年轻人变成潜在的
音乐观众。”

流量加持，如何引流？

在国内众多城市交响乐团里，西安交响
乐团堪称网红乐团。它在B站有着数十万
粉丝，而乐团的演出策划也别出心裁：与郭
达合作《将进酒》，与董宇辉合作演绎《琵琶
行》，让音乐会获得了乐迷的高度肯定。

8月，指挥家董超出任西安交响乐团驻
团指挥，他对乐团的推广有自己的理解，

“现在是一个后自媒体时代，大家普遍意识
到宣传对乐团的重要性，输出更为丰富、多
元的演出内容有助于交响乐团侧面提升其
品牌影响力。”董超介绍，“不同的平台有其
各自的受众群体。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乐
迷朋友会在聆听音乐会后，将自己的所思、
所想、所感发声于网络世界中。在大数据、
关键词等技术手段的支持下，这股新生力
量正在不断聚集。”

在指挥家俞极看来，乐团在宣传策划的
同时，要不断加深与城市乐迷之间的关联。

“参照足球的案例，欧洲足球为什么蓬勃发
展？它的模式包含了社区俱乐部、半职业俱
乐部到职业俱乐部，很多时候大家不会因为
成绩和水平来决定‘我看不看这场球’，而是

‘这个球队跟我有关系’，我有朋友、有亲戚
从这个球队走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家都是
俱乐部的支持者。城市乐团也是这样，城市
乐团要跟城市的人在一起。比如进校园、进
社区就是非常好的方式，曲目思路要改变和
翻新，我们有责任提供惠民演出，跟市民有
愉快的关联和深度的联系，才能获得城市乐
迷的支持。”

在国内众多新兴乐团里，俞极非常欣赏
贵阳交响乐团的发展思路，“重要的是观众
和这个乐团的关系很理想。其实，贵阳之前
没有交响乐的传统，通过乐团的普及和推
广，尤其是张国勇总监不懈地做公益演出、
讲解音乐会，每场之前都要讲解作品，跟台
下的观众建立了交流和关联。实际上，很多
演出不如听CD更好听，但城市乐团的魅力
在于现场观众跟舞台上的演奏家是有精神
连接的。”

交响乐不只是正襟危坐，也不是只能在
晚间聆听，而是完全可以更有亲和力和“温
度”。董超介绍：“在北京、上海等地的许多
室内乐团会将演出场地从传统的音乐厅与
剧院转入‘黑匣子剧场’、艺术博物馆、画廊
等。一方面，乐手与听众的距离感在这些不
同以往的场所中被削弱；另一方面，场地租
借的成本也得到了更好的控制。”参照各地
乐团的情形，广州交响乐团推出了“周日音
乐下午茶”活动，苏州交响乐的音乐讲座还
带着茶歇，不断拉近乐迷和交响乐的距离。

开放心态，多元审美

随着时代的变化，交响乐团对于音乐的
处理、乐迷对音乐的期待也在应时而变。孙
一凡介绍，指挥大师阿巴多堪称现代指挥审
美的分水岭，“从阿巴多开始，指挥们更加注
重乐团的‘室内乐化’。从欧洲乐团到国内
乐团，大家在演贝多芬、莫扎特作品的时候
乐团编制越来越小，演奏法越来越往巴洛克
靠拢：弓子更加轻盈，弓速更快，音乐的流动
感更强。好处在于，乐队的演奏更加通透和
轻盈，声部交流更加细腻，而不是像卡拉扬
时期比较有‘吨位’的感觉。”另一方面，随着
乐团水平越来越高，指挥与乐团的关系也变
得更加平等。“现在的交响乐团每个成员都
有很好的教育，都有自己的音乐鉴赏和理
解；现在的指挥越来越偏重于交流和合作
者，用不同的理解去说服乐团。”

构建一个“交响乐友好”的文化环境，需
要乐迷与城市的合力。孙一凡看来，乐迷需
要对音乐保持开放的态度，“做到国际顶级的
中国演奏家很少，然而，国内青年演奏家虽然
名气没那么大，却有着非常棒的音乐造诣和
潜力。希望乐迷减少追星的心态，每个演奏
家对作品都有独一无二的理解，并不是只有
明星的演奏才是标准答案，10个人演奏就有
10个不同的版本，大家的心态要开放一些。”
对新作品的包容度也会促成“新经典”的诞
生，“上海乐迷对新曲目的接受度很好，演奏
家可以大胆演一些小众甚至大家没听说过的
作品，票房都会非常好，这代表了城市对文化
的好奇心。确实，乐迷喜欢听那些已知的、比
较顺耳的作品，而当代音乐一开始往往不好
听、听不懂。但音乐要重复听，才能得到更多
的艺术信息，贝多芬、莫扎特都是经过无数次
地演奏，才会变成现在的经典。”

从学生时期到担任乐团指挥，董超、孙
一凡都与青交有着多次合作，在他们看来，
青交担负起了城市乐团对城市文化的责任，
同时也担负起了扶掖新人的责任。董超表
示：“青岛交响乐团的社会责任感一方面表
现在与上海音乐学院的‘未来指挥家系列’
音乐会的合作；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对年轻
指挥家的支持与帮助也一定会体现在他们
今后的职业发展道路上。像是柏林爱乐乐
团中国行也会加入指导学生乐团的行程，这
对于交响乐团的社会形象有非常大的作
用。乐团不只是负责演出，还要以艺术回馈
城市。”孙一凡表示，“每个城市文化历史背
景不同，包括人文环境、观众对交响乐的理
解程度都不一样，没有普适模式，乐团要因
地制宜才能走近观众。青岛交响乐团之前
推出《琴岛序曲》这样的委约作品，让听众觉
得‘交响乐跟我的生活环境是有关联的’，我
觉得是非常好的作品。 ”

牵手青交，让年轻吹拂年轻
董超、俞极、孙一凡接力献艺 “90后”指挥家回答“交响乐之问”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2024乐季秋季档，青岛交响乐迎
来“青春风暴”：从9月到10月，青岛交
响乐团连续与三位“90后”青年指挥家
合作献艺，他们分别是西安交响乐团驻
团指挥董超、宁波交响乐团常任指挥俞
极、昆明聂耳交响乐团首席客座指挥孙
一凡。这三位指挥家与青交有着深厚
的渊源，同时也是新时期中国古典乐的
有生力量。在交响乐行业面临全球性
的乐迷老化、曲目老化、演奏家网红化
等问题的当下，三位“90后”指挥家或
执掌热门城市乐团或赢得国际指挥大
赛大奖，对交响乐的发展有着全球视野
的观察和入局者的思考。

高雅音乐在2024年“涟漪”不断。
中国钢琴家王羽佳蜚声国际，成为引爆
演出市场和古典乐坛的话题人物；德
国柏林爱乐中国之行带来系列音乐
会、校园普及活动，两位中国首席梅第
扬、曾韵备受乐迷关注；而3A游戏大
作《黑神话·悟空》火遍全球，游戏配乐
主题音乐会开售两分钟门票便被一抢
而空，让人感慨“年轻乐迷原来藏在游
戏里”。交响乐如何下沉至“90后”“00
后”，让年轻感吹拂年轻乐迷？在青岛
交响乐团即将迎来重新组建20周年之
际，“90后”指挥家也在为新时代交响
乐“破题”。

■“90后”指挥家董超

■“90后”指挥家俞极

■“90后”指挥家孙一凡

■青岛交响乐团2024乐季秋季档迎来“青春风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