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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对话]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谭盾的创作欲望，从未枯
竭。成就了全球名声的他，如今越发
将自己的视线，投射在了中国的传统
文化上。6月，他将来到东方艺术中
心，带来两场音乐会，其中，就有他备
受外界关注的交响曲作品《敦煌·慈悲
颂》。这部作品，创作的前因后果，谭
盾昨天也在上海和记者畅聊了一回。

2018 年的 5 月 23 日，谭盾新作
《敦煌·慈悲颂》在德国德累斯顿文化
宫完成世界首演。当晚，一千八百多
名观众全场起立向来自于中国和世界
各国的音乐大师们致敬，雷鸣般的鼓
掌和欢呼长达十五分钟之久。德国著
名媒体德累斯顿日报对此给予了高度
的评价：“《敦煌·慈悲颂》像是一部可
以听的电影，音乐的故事，如风暴般震
撼着每个人的心灵。”

时隔一年后，2019年谭盾将再次
来到东方艺术中心并展开为期两日的
演出，首日也就是6月20日，谭盾携手
法国里昂国立管弦乐团和吕贝克国际
合唱学院，同时在中央音乐学院青年
教师、旧金山歌剧院签约歌唱家王传
越，中国著名的原生态歌唱家谭维维
等七位著名艺术家的助阵下，以《敦
煌·慈悲颂》为我们又一次演绎一出极
致的“敦煌”盛宴。

在谭盾的音乐创作里，除了湖南
的地区的楚、巫文化外，敦煌文化也一
直为他输送着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敦煌·慈悲颂》是谭盾根据敦煌壁画
的故事并以其为灵感创作的一部交响
曲作品，是谭盾耗费六年心血完成的
巨作。被壁画吸引的他十五次进入敦
煌洞窟，揣摩隐藏在建筑、雕塑和壁画
中的奥秘，只为用自己笔下的音乐挖
掘出深埋在中国人心里的故事，作品
以敦煌壁画故事为蓝本，借助敦煌的
壁画与敦煌的旋律的结合，将敦煌壁
画的精神传递到世界。去年，2018年
德累斯顿音乐节上，《敦煌·慈悲颂》作
为世界首演时曾让无数观众为之动
容，就连作曲家谭盾自己也说:“我把
对生命的理想放进了《敦煌·慈悲颂》
里，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在即将迎来
上海解放70周年之际，学习读书会
邀请到了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邵
雍教授，让他带领读者一起回顾
1949年5月，上海这座大都市如何获
得新生。

邵雍教授结合大量历史图片，从
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层面讲述了他
对上海获得新生的理解。邵雍说，上
海历来有“江海要津，东南都会”之称，
要解放这样一个战略要地、经济中心
和文化重镇，打破“共产党军事100
分、经济0分”的质疑，显然是需要很
多特别的措施。而人民解放军进城
之后的严明军纪，让这支队伍很快获
得了民心，站稳了脚跟。“面对慰劳品
和食品，有的解放军甚至连开水都不
喝，就喝自来水，有的连续三天没有开
水喝。”邵雍说，当年很有名的资本家
刘靖基曾回忆道：“我上街仔细观察解
放军，不进民房，不取老百姓一针一
线，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几十年来从
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样好的军队，这出乎意料。”

用交响曲演绎敦煌壁画

谭盾：灵感来自莫高窟里六小时
学习读书会回顾
上海如何迎来新生

记者：您创作《敦煌·慈悲颂》的

故事，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谭盾：当时我去敦煌莫高窟，我
在窟里就出不来了，一直出不来，呆
了6个小时，所有工作人员都没下班
在等我，但是我完全忘了下班这回
事。后来别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出
来？在里面想什么？我说，我在洞里

“怀孕”了，就是这个作品，我想做这
个作品。因为窟里面的故事，里面的
绘画，里面的音乐，完全把我感动了，
我就想自己一定要专心把它作出
来。而且我当时很想做的事，就是一
定要把敦煌壁画带到世界上去，但壁
画是走不了，如果把绘画转成声音
呢？我就把它变成音乐。

记者：您为了这个作品，还复原

了反弹琵琶。

谭盾：对。我的洞里6个小时，
有几个愿望。一是希望看到那些音
乐手稿，看看千年的传承，体味其中
的故事，这个愿望我去全世界很多国
家，已经看到手稿了，完成了；第二个
是把故事和壁画变成声音，现在已做
到了，正在巡演；第三个是特别想把
壁画里的乐器恢复，把手稿上的声音
奏出来。唐代的古乐器，就只演奏唐
代的音乐。我打算为此成立一个敦
煌古乐团，现在正在跟上海民族乐器
厂合作，已经复原了4件古乐器，如

果12件都做出来，应该就可以了。
此外就是弹奏的演员，要做到壁画中
的样子不容易，比如反弹琵琶。我后
来去北京舞蹈学院找学这个舞蹈的
学生，问谁弹过琵琶，结果真有两人，
小时候练过10年，我很兴奋，就把她
们找出来，跟着我练反弹琵琶。

记者：这次合作的歌唱家里，还

有谭维维，您是怎么考虑的？

谭盾：谭维维是非常了不起的艺
术家，注意，我是用“艺术家”来形容
她。她在演出《敦煌·慈悲颂》时，每一
个音符都是用眼泪来诠释的。她有一
场，是大漠遇到乐僧的场景，她演完真
的是全场很多人跟着流泪，很感动人。

记者：这次巡演除了这首，您还

有打击乐协奏曲《大自然的眼泪》，能

介绍一下吗？

谭盾：此前我最大的心结，是我
在网上无意看到几个外国打击乐手
写的帖子，他们说现在写打击乐最多
的作曲家是中国的谭盾，但这个人写
了水乐，写了风，写了石头、陶器，却
唯一不用打击乐器。他们是调侃我，
但我也因此想到，我应该写一次纯粹
用打击乐器的作品。所以这次第一
乐章用了鼓，第二乐章马林巴，第三
乐章更是用了几十种打击乐器，形成
了一个声音的圈圈，象征大自然的
圆，轮回，来展示人和大自然的关系。

海派评弹赴港首演

受香港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邀
请，上海评弹团21日开启赴港演出
之旅。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繁
花》改编的海派评弹《高博文说繁花》
（简称评弹《繁花》）5月23日至6月2
日将在戏曲中心茶馆剧场演出8场。

根据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与
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此前签署的合作
框架协议，双方将共同弘扬中华戏曲
文化。此次评弹《繁花》赴港既是合
作框架内的重要演出项目，也是上海
评弹团首次赴港公演现代书目。

据新华社电

谭盾在沪介绍新作《敦煌·慈悲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