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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假，带孩子去
了两家博物馆参观，一家
在 石 家 庄 —— 河 北 博 物
院，一家在东京——东京
国立博物馆。一个是省级
博物馆，一个是国家博物
馆，对比着看，很有意思。

2008 年开始，中国的
博 物 馆 逐 步 实 现 免 费 开
放，到今年正好 10 年了。
记得刚开始免费开放的时
候，有评论说很多博物馆
进去之后看不懂，一流的
展品没有用一种容易被社
会所接受的语言和方式表
达出来，不会讲故事，肉
都埋在饭里了。

今天的情况大不一样
了。我们去东京国立博物
馆，总结它的特色有三：第
一，座位多，可以随时坐着
观看武士刀；第二，解说器
有中文，想了解哪件藏品，
按相应的按钮就行；第三，中国的宝贝多，设
立了东洋馆专门展示来自中国的古代文物。

这三条特色您一看就明白，笔者并不认
为该博物馆在展示设计上有过人之处。即便是
国内一个二线城市的博物馆，在自我表达上，
也已经超越了过去，跟发达国家比起来也不遑
多让。

以河北博物院为例，在提升参观者接受
度、代入感、参与性上做了不少功夫。比如，
参观完一批有文字的青铜器后，有小游戏，猜猜
大篆里的某个文字是今天的哪个文字，全猜中有
精神鼓励；参观完古代兵器后，有射箭的小游戏
可以体验；古代文物不让摸，有3D屏幕，可以全
方位把玩簋啊、豆啊、鼎啊什么的；还有一个
小剧场，循环播放根据历史事件制作的动画视
频，完璧归赵、毛遂自荐之类的，小朋友看得
入迷不肯走。

当然，在服务设施上，我们的博物馆确实还
有提升的空间，走得很累了，但座位不多。不过
从博物馆本身的展示功能上来说，已经做到了融
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走一圈下来，收获不少。

从某种意义上看，博物馆的周边文创产
品，是博物馆藏品传播能力见高下的地方。以
前，我国的很多博物馆都不重视这方面，如今
情况大不一样了。

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很多，但笔者
并没有大买特买，因为触目所及，无非就是把
博物馆的形象放到笔啊、本啊、扇子啊、冰箱
贴上面，加上其中的文化内涵对我们来说有些
隔膜，所以购物欲望没有被钩起来。

而这几年，中国博物馆在周边产品上颇下
功夫。比如故宫博物院，其文创产品已经吊高
了我们的胃口，抬高了我们的眼光，加大了我
们的预期。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自然不会舍
近求远。多走走，多看看，比较一下就能明
白，短短几年工夫，中国的博物馆已经转型升
级了，能够把丰富馆藏的魅力充分投射出来。
下面就是看大家愿不愿意去领略和接受了。我
很愿意，您呢？

德国作曲家是“中国迷”

《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 是上海民族乐团首次委约
外国作曲家创作并指挥整场民族管弦乐作品。作曲兼指
挥克里斯蒂安·佑斯特是一位中国迷。他曾创作音乐作品

《台北地平线》、根据张爱玲同名短篇小说创作的歌剧
《心经》、融合中美诗歌讲述奇幻爱情的合唱剧 《爱人》、
歌剧《大红灯笼高高挂》、芭蕾舞剧《红楼梦》。

佑斯特对中国文化有独特的理解和感悟，也对上海
这座城市抱有极大热情。在创作 《上海奥德赛·外滩故
事》 前，他曾一个人乘地铁在上海漫游，去南京路、城
隍庙、外滩，去阅读和倾听上海。在他看来，上海是一
座神奇的国际大都市。这里壮观的摩天大楼和 19世纪末
欧式建筑交相辉映，让人着迷。它们在不断书写着过去
故事同时，也展现当代上海的发展与繁荣。佑斯特认为
可以将音乐想象成生命之旅，是一段在轮回中追求和谐
的历程。

2016 年底，佑斯特和上海民族乐团正式投入音乐会
的准备工作。乐团演奏家协助佑斯特仔细了解和熟知二
胡、琵琶、古筝、竹笛、笙等各种中国传统民族乐器的
音区、传统演奏技法以及融合各种现代演奏技法的可能
性。中国民乐的声音，激发了这位德国作曲家的创造
力。当 2017年年初作品第一次排练时，佑斯特为现场乐
队的声场所震撼，大呼不可思议。经过与演奏家连续排
练、磨合，佑斯特在对中国音乐元素创造性地运用上不
断完善和精进，一曲谱写跨越国界的精彩篇章徐徐展
开。

“国际范”的中国民乐作品

民族音乐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是古老的、传统的。然
而，在文化发展多元化的当下，民族音乐其实也在不断
地与时代共振，与生活融合，与世界对话。

《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 就是使用了新创作手法、
新音乐语言创作的一部具有国际范的民族音乐作品。作
为古希腊最重要的史诗之一，也是西方文学的奠基之
作，“奥德赛”最主要展现的是主人公奥德修斯勇往直
前、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积极进取精神。

上海，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
行者，也体现出“奥德修斯”精神内核。而外滩是上海
百年巨变的一个缩影，既有着历史记忆，有展现着新时
代的发展。因此，佑斯特希望借助“奥德修斯”来讲述
一部非同凡响的上海“史诗”。

音乐会由《东方韵味》《浦江明珠》《伊甸园之桥》《中华
第一街》及《外滩》5个篇章构成。充满律动和画面感的音
乐，跳脱出民乐的惯性表达思路，以一种新的色彩和活
力展现中外文化的交相辉映，以及现代和传统文明的兼
收并蓄，让听众在有限的声场空间得到无限遐想。

为了此次巡演，上海民族乐团还将《上海奥德赛·外
滩故事》 打造出多媒体全景版和光影版。多媒体全景版
以上海画家毛冬华的作品 《外滩心影》 为主要视觉呈现
之一，通过技术手段的融入，使静态的绘画艺术随着音
乐的流动起伏变化，尽情舒展，为观众带去耳目一新的
视觉新体验。光影版则通过灯光视觉艺术与音乐交相辉
映。不同色彩、不同层次的光影随着音乐的推进产生细

腻的变化，制造和音乐情绪相符的环境氛围，让观众全
面体会音乐的丰富表达。

民乐老厂牌走近年轻人

《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是当代中国民乐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笔墨当随时代，创作要表现当下。要让民乐在年轻
人中流行起来，就得融入当下的音乐元素，符合当代人
的审美观念。”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说。

成立于 1952年的上海民族乐团，是中国最早成立的
现代大型民族乐团，曾涌现出张子谦、孙裕德、龚一、
顾冠仁、闵惠芬、俞逊发等一批艺术家。如今的乐团继
往开来，不仅有一批年轻且极具实力的优秀演奏家，也
有充满创意和想象力的艺术创作和管理团队。他们以新
的创作和演出，让民族音乐在当下焕发新的光彩。如近
些年的《海上生民乐》《栀子花开了》《冬日彩虹》《牡丹
亭之梦的十二个瞬间》《国乐中的诗书画系列》等多台音
乐会，都以精彩的创意、动听的音乐和青春洋溢的风
格，受到市场尤其是青年观众的热烈欢迎。

以《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为例，上海民族乐团也
一直在不断探索中国民乐的国际交流模式。罗小慈说：

“我们一直希望呈现民族音乐的国际表达和当代气质，于
是有了《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这样的尝试。中国民乐
要更好地走向世界，不能自我束缚，要让全球更多人一
起来聆听和创作。”他表示，希望借助此次巡演，让更多
地区的观众感受到海派民乐的活力与能量，也让世界更
多地了解中国民乐和中国故事。

“奥德修斯”奏响中国民乐
□ 闫 平

“奥德修斯”奏响中国民乐
□ 闫 平

儿童戏剧界的“奥林匹克盛会”——国际
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 （ASSITEJ） 艺术大会，将
于 8 月 18 日至 8 月 24 日在北京举行。这是国际
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自 1965年成立以来，首次
在中国举办艺术大会。大会由中国儿童艺术剧
院与中国儿童戏剧研究会共同主办。

本次艺术大会从 56 个国家 426 部申请剧目
中精选了覆盖五大洲10个国家的17台剧目，在
一周内集中展演50余场；来自五大洲46个国家
和地区的艺术家代表团、演出团以及儿童剧
院、艺术机构负责人和戏剧节主席、总监等500
余名代表将参加此次艺术盛会。

艺术大会将举办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包
括 3 场艺术交流大会、22 个中外儿童戏剧工作
坊及圆桌会议、2场东西方多元文化对话、下一
代培训项目、专题研讨会、儿童戏剧主题夏令
营、“中国日”主题活动、ASSITEJ亚洲会议、金砖
国家青少年儿童戏剧联盟会议、中外儿童青少
年戏剧图片展及中外优秀少儿图书展等，让与
会的国际戏剧代表通过观摩戏剧、艺术研讨和
参与戏剧活动，分享世界儿童戏剧的创作经验
和创新成果，深入探讨儿童戏剧发展的未来。

此次大会将共同见证第一本中英双语 AS-
SITEJ 年刊出版，第一次国际执委参与的慰问

“太阳村”孩子公益演出项目、第一次开设中外
优秀少儿图书展、第一次引进“婴幼儿”戏剧
展演。由美国夏洛特儿童剧院学生用中英双语
排演中国儿艺的《成语魔方》，将会成为中外儿
童剧交流历程中，外国剧院开始不断演出中国
作品的新坐标。

“艺术大会首次在中国的举办，是中国儿童
剧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绝好机会，
标志着中国儿童戏剧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
央，必将成为促进中外儿童戏剧交流的窗口，
推动世界儿童戏剧事业发展的引擎，展示国际
儿童戏剧创作成果的舞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
院长、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执委会顾问、
儿童戏剧研究会会长尹晓东表示。 （郑 娜）

由北京演艺集团、北汽集团联合主办的2018奥林匹克
公园音乐季将于9月7日至10日在国家体育馆南广场拉开
帷幕。为期4天的音乐季包含4场主题演出活动：“交响乐
之夜”“中国民族歌剧之夜”“中外经典协奏曲之夜”以及

“缤纷京演之夜——燃情北京”。
本次音乐季总导演周涛表示，此次音乐季从创意层

面、演出整体结构设置、曲目选择和演员的邀请上，都做
了全新的设计、尝试和融合，力争在前两年的基础上，令
音乐季品质再上一个大台阶。

此次音乐季继续使用国家体育馆外南广场作为演出场
地。观众在现场可以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三大标志性建

筑尽收眼底，享受音乐与建筑结合带来的
美好体验。首场“交响乐之夜”中，著名
指挥家李心草执棒指挥，男中音歌唱家廖
昌永、女高音歌唱家殷秀梅、二胡演奏家

宋飞及众多艺术家演奏家将同时亮相。“中国民族歌剧之
夜”着力挖掘中华民族经典歌剧中耳熟能详的选段，曲目
上包括歌剧 《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江姐》 选曲。
首次推出的“中外经典协奏曲之夜”将集竹笛、小号、小
提琴、马头琴、胡琴、打击乐等众多中外乐器，为观众奉
献一台协奏盛宴。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竹笛演奏家陈
悦、马头琴演奏家齐·宝力高、胡琴演奏家姜克美等艺术
家将倾情演绎。作为最后压轴的“缤纷京演之夜——燃情
北京”，将以燃情北京、追寻梦想等元素为线索，以舞
蹈、歌曲等形式节目为载体，将民族经典与世界元素相融
合，突出北京特色，京味文化。 （文 纳）

国内首档音乐创演秀 《幻乐之城》 正在
湖南卫视每周五晚黄金档热播。作为今年备
受期待的一档音乐节目，《幻乐之城》将电视
场景、电影场景、音乐剧场景三者合为一
体，创造了首档“去剪辑化”的综艺模式。
每期节目中，唱演嘉宾以8分钟音乐微电影的
形式，生动唱演出深沉大气的个体梦想和家
国情怀。

“去剪辑化”之所以成为这档节目的一大
亮点，是因为节目利用电影长镜头的表现形
式，保证作品在舞台上不NG、不剪辑，唱演
嘉宾的表演必须一气呵成，即使失误也没有
重来的机会。“不接受剪辑，只接受真实”，
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观众可以获得沉浸式体
验，因为“每一次唱演都是现场直播”。这种
理念也让节目既具备了“准直播”下舞台呈
现的紧张感，又有真人秀的戏剧张力。

除了创新节目模式，《幻乐之城》不满足
于浅吟低唱、自娱自乐，而是从创意之初就
与芒果微基金等公益组织展开了合作，在舞
台上力求展现出更多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对
弱势群体的关爱。位列节目阵容的歌唱家、
国家一级演员雷佳在节目筹备之初，便与节
目组达成共识，希望通过节目完成自己多年
来的一个公益愿望，并唤起大众对传统文化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让更多年轻观众
了解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

首 期 节 目 里 ， 雷 佳 唱 演 的 作 品 《虹·
光》，就将对弱势群体的关爱与多民族的音
乐、语言等丰富艺术形式结合起来。此外，
节目的众多作品聚焦大时代里的小人物，对
情感、青春、梦想、奋斗等话题进行了深入
演绎。 （胡 楠）

首都北京和云南山村，中国电影的最高学
府北京电影学院和无名山村的贫困小学，大学
校长教授和小学女教师，甚至一群人的野外奔
跑和女教师的厕所……把这些人和事项联系在
一起的，是一部电影：《150小时》。这部电影诞
生在西部无人区的荒野大漠，承受过骄阳风
沙，也去过戛纳，接受过中外电影人敬佩的目
光和许多赞叹。

这是一部公益电影，以真实记录的形式讲
述以主人公孙教授为首的五男两女组成的“业
余”越野小队，进行了一次公益挑战赛：他们
在 150 小 时 内 徒 步 800 公 里 ，挑 战“ 生 命 禁
区”——柴达木盆地，只要参赛者中有 1 人按时
完成挑战，就能筹集到善款，为云南偏远山区的
贫困小学修建女厕所，改善女教师与孩子们的
如厕条件。在经历了恶劣的天气，不可预见的
惊险、经验不足等问题后，其中 6 个人按时抵
达了终点，并收获了超乎比赛的成长。

这部片长 90 分钟的影片，主创队伍强大：
总制片人是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俞剑虹，艺术
总监孙立军是北京电影学院博士生导师。其余
如制片人郁笑沣、联合制片人、资深旅法电影
人Liu Ying、导演张淼、摄影指导Phillippe Bottiglion、声
音指导尹哲、美术指导常凯、音乐总监董卫等，都是海内
外知名的电影人。

近年来，孙立军每年都拍摄一部公益性质的电影，从
2104年起，相继有《十八岁，十八天》《一起走吧》《疯狂马拉
松》等。谈到这部电影的缘起，孙立军告诉记者，他们在
贫困地区的小学发现，这里最缺的不是衣服、食品、教
材，而是师资。中国乡村女教师的数量已达 200 万，90%
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任教，大部分都在最艰苦的村小工
作，“如厕难”是乡村女老师们常常会遇到的尴尬窘境。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女教师更体面、更有尊严地工作”。拍

摄地青海准格尔盆地，是生存与教学条件都极为艰苦的地
区，主创主演以身体力行的方式践行公益，切身体会如厕
难带来的不便以及环境的艰苦，也让银幕前的观众感触到
西部开发的不易以及西台盐湖沿线的自然之美；另外，这
项极限运动传递出的“勇气、坚持、不畏困难”等精神，
与乡村女教师的精神魅力高度契合。

据悉，目前已有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木场乡完小、云南
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上江镇旧乃山完小等多所小学
通过影片的拍摄获得援助。影片最后一个镜头，就是翌年
春天，孙教授带着6位同伴一起前往云南怒江，和当地的孩
子们一起推开了新厕所的大门……

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

艺术大会将首次在中国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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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奥林匹克公园享受户外音乐季

由上海民族乐团、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组委

会共同委约德国作曲家克里斯蒂安·佑斯特

（ChristianJost） 创作的民族音乐会 《上海奥德

赛·外滩故事》，曾于去年11月在上海大剧院首

演，业内外反响热烈。今年9月，乐团将携这台音

乐会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巡演，用民族音乐

的国际化创新表达来展现当代城市日新月异的发

展，为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

《幻乐之城》

高唱个人与时代之歌

▲歌唱家雷佳 （右一） 在节目中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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