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2022 年 1 月 3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杜汶昊 □本版美编 龙双雪文 化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
的音乐文化符号繁多。其中，
爵士乐尤其影响深远。上世纪
20年代末，受历史、地域等客
观因素影响，上海与欧美国家
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也正是
在这个时期，起源于美国新奥
尔良市的爵士乐跨过大洋，落
户上海。

经过几代音乐人的传承、
融合与创新后，如今的上海爵
士乐呈现出独具中国魅力与民
族特色的艺术风格，表演形式
不断拓宽，涌现出一批又一批
优秀音乐家。爵士小号演奏
家、作曲家李晓川和青年打击
乐演奏家、作曲家荣辰初夫妇，
便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李晓川与荣辰初的爵士乐
风格较为多元化，他们将爵士
小号与打击乐两种演奏类型作
了融合，并在作品中赋予中国
传统音乐元素，受到不同年龄
段爵士乐爱好者的广泛欢迎。
这对因音乐结缘的伉俪还多次
受邀前往世界各地，奏响海派
爵士乐，传播中国文化。

因音乐结缘
合作默契亦不乏各自精彩

2014年，在中央电视台原
创音乐真人秀节目《中国好歌
曲》录制期间，当时并不相熟的
李晓川和荣辰初以特邀嘉宾的
身份聚在一起，进行现场合作
演出。李晓川回忆说：“荣辰初
在舞台上的表演充满魅力。合
作时，我发现她不仅仅有着炉
火纯青的乐器演奏技巧，更为
音乐赋予了大量的情感和独特
理解，使人产生全新的感受。”

此后，随着合作越来越频
繁、接触越来越密切，两人最终
走到一起。“这种结合很大地促
进了我们创作与演奏不同风格
的爵士乐。”李晓川说，“每当有
人问起我俩的舞台表演为何那
么默契时，我都会说，这种默契

来源于生活。”
如今，在国内外众多爵士

音乐节，如耶路撒冷爵士节、爵
士上海音乐节等现场，都能见
到李晓川和荣辰初携手并进的
身影。

实际上，李晓川和荣辰初
各自都有耀眼的音乐成就。

李晓川曾是首届华人爵士
大奖最佳器乐与最佳录音专辑奖
双料得主，与格莱美奖获得者，卢
森堡著名音乐家、指挥家Gast
Waltzing 有 过 合 作 。“Gast
Waltzing因为与非洲著名歌手
Angélique Kidjo 合作改编
非洲传统音乐而荣获格莱美最
佳世界音乐奖。”李晓川介绍说，

“受此启发，我希望用爵士乐的
形式向世界的听众介绍中国当
代音乐。所以，与Gast Waltz-
ing合作的那场音乐会，我提出
了‘当爵士遇到中国’的主题，
并得到他的深切认同。”

与李晓川理念相似，荣辰
初也一直尝试在爵士打击乐中
融入多元文化因子。“‘多元’

‘即兴’‘跨界’等都是打击乐的
特色。”荣辰初表示，从2017年
开始，她把中国传统打击乐元素
加入到爵士乐及现代音乐呈现
中，并为一向担任和声演奏的颤
音琴编写了独奏曲目，给听众营
造了一场场“打击乐+爵士乐”的
融合盛宴。故此，荣辰初多次被
著名华裔作曲家、指挥家谭盾
邀请参与其作品的打击乐独奏
及客席打击乐首席演奏。

2021年11月，在第四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由荣辰
初领衔的上海师范大学打击乐
团代表上海音乐文化界进行了
数日的现场表演。

谈到进博会现场演出的心
情、感悟时，荣辰初非常自豪，
她说：“被进博会和上海音乐厅
邀请参与演出，向各国参展商
和媒体展示中国爵士乐的力
量，不仅能够提高民族文化自
信、传递音乐正能量，也有利于
拓展我们的视野、磨练我们的
技艺。”

几天的演出，荣辰初
及师生们用爵士和打击
乐的音乐语言，演奏了不
少富有上海特色的音乐
改编作品，给参加进博会
的国内外嘉宾留下了深
刻印象。

即兴表达与包容创新
爵士乐丰富上海风情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
到，早期的爵士乐商业味
浓，经常在舞会、酒吧和咖
啡厅等娱乐休闲场所作伴
奏演出。直到上世纪40
年代初比波普爵士乐出现
后，爵士乐有了重大转变，
朝着更具艺术性的创作型
音乐方向发展。演奏家和
作曲家开始倾向于在音乐
中增添即兴元素，并使比
波普爵士乐逐渐成为20
世纪爵士乐最重要的表现
形式之一，为当代爵士乐
发展提供了重要范本。

1923年，中国第一家广播
电台ECO在上海建立，成为国
内听众接触爵士乐的首个窗
口。“虽然最初爵士乐在我国的
传播速度较慢，但影响范围很
广。”荣辰初告诉记者，上海、北
京、武汉、广州等城市都有爵士
乐发展的历史痕迹。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现今
中国爵士乐早已成为包含不同
地域文化特色的音乐种类。“一
方水土养一方人。就像语言一
样，不同地区都有自己的方言
体系。”荣辰初说，“但爵士乐的
融合发展，主要还看该地区是
否有市场和空间，以及当地音
乐工作者和爱好者投入了多少
精力。”

在上海，上世纪二三十年
代的爵士乐相当于流行音乐，
同样呈现出较强的商业娱乐特
征。特别是以百乐门大饭店
（以下简称百乐门）舞厅为代表
的娱乐场所，在将爵士乐与歌
舞表演形式相融合后，受到了

广大上海市民的喜爱，百
乐门也因此成为上海的
地标之一。

提到上海爵士乐，虽
然不少人首先想到的是
百乐门、和平饭店等场所，
元老爵士乐队、杰美金乐
队、周旋和白虹等表演团
体及艺术家，但在李晓川
看来，音乐的发展和时代、
地域密不可分，以固有的
思维看待上海爵士乐的文
化符号存在局限性。“与上
世纪 20至 60 年代相比
较，如今的上海爵士乐一
直在创新和改变。”李晓
川说，“娱乐功能不再是
爵士乐的全部，音乐家的

创造力与自我表达被逐渐释
放。这代表爵士乐的本土化演
变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爵士乐之所以能在上海牢
牢扎根、快速发展，并成为这座
城市的文化标签之一，追根溯
源，李晓川认为是因为爵士乐
文化的精髓——即兴表达，在
上海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较
易引起上海市民的共鸣。“比
如，在近年来规模不一的音乐
节、话剧节上，人们都能看到各
式各样的现场即兴表演。这其
中，即兴脱口秀更是在上海年
轻群体中具有较高热度。”李晓
川表示，“此外，爵士乐提到的包
容性和创新性，与上海的城市
精神也很接近。爵士乐就相当
于一个载体，它能够给予不同
年代、不同背景、不同文化、不同
年龄、不同民族的表演艺术家
一个讲故事的空间及方式。”

加强“当前”和“未来”对话
培养爵士领域复合型人才

谈到中国爵士乐发展与国
外有何差异化时，荣辰初说，与
欧美、日韩等国家不同的是，我
国爵士乐事业比较年轻，爵士
乐配套教育相对缺乏系统性。

“我国古典音乐、民族音乐教育
体系完善，方向清晰、分支明
确，但爵士乐体系则不然。”荣
辰初认为，教育与艺术的发展
情况紧密相联。“欧洲在上世纪
40年代就创建了系统的爵士
乐教育体系。比如被称为全球
最佳艺术学院的李斯特音乐学
院，不仅为世界培养了大批优
秀爵士乐人才，也奠定了学院
所在城市匈牙利布达佩斯的音
乐教育领先地位。布达佩斯由
此衍生出完整的音乐产业链。”

虽然我国的爵士乐教育系
统性尚有不足，但李晓川近几
年去欧洲演出时发现，与我国
爵士乐受众年龄层侧重不同，
那边的听众年龄普遍较大。“如
德国的爵士乐爱好者，年龄多
在60岁上下，年轻人关注度并
不是太高。”李晓川说，“国内就
呈现出不一样的情况。我接触
到的许多听众非常年轻，甚至
不乏十多岁的中学生。我感
觉他们对爵士乐充满好奇与
渴望。”

这种现象让李晓川和荣辰
初倍感欣慰，认为中国爵士乐
未来的发展充满生机与活力。

“让年轻人对这种音乐形式有
兴趣，才能不断培养出更多听
众与爱好者，从而壮大中国爵
士乐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力量。”
荣辰初说，为此，她特意在爵士
乐中揉入新的、易于年轻群体
接受的元素以增加吸引力，如
电子乐等一些科技感较强的节
奏、旋律及表现手法。

当下，李晓川和荣辰初分
别在上海音乐学院、上海师范
大学任教，借助学校和演出、讲
座等平台，他们努力帮助更多
年轻人认识爵士乐、热爱爵士
乐，并引导年轻人对爵士乐形
成正确的理念。“近些年，在各
大音乐综艺节目中，不少嘉宾
都提到音乐风格上的中西文化
交融。但我们认为，仅从爵士
乐出发，更应关注的是‘当前’
和‘未来’之间的对话。”荣辰初
说，“所以我一直鼓励我的学生
们要以筑牢音乐理论为基础，
开拓自己的思路和眼界，同时
在创作和表演中进行更多尝
试。唯有此，才能促进爵士乐
领域不断涌现出更多优秀的复
合型人才。”

音乐伉俪李晓川音乐伉俪李晓川、、荣辰初荣辰初：：

琴号琴号交鸣爵士乐交鸣爵士乐 曲秀艺美海派风曲秀艺美海派风

李晓川和荣辰初在上海外滩1号艺术博物馆演出。朱家杰摄

李晓川和荣辰初在上海JZ Club演出。谢 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