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青岛交响乐团的终身荣誉指
挥，谭盾在每届音乐周都与青交有着深
度合作，除了把《女书》《大自然的眼泪》
等重量级作品交给青交演绎，也邀请青
交乐手深度参与音乐周项目。在《海上
电音·节奏浪》现场，青交打击乐首席孙
菁晨和电音艺术家合作了《亦如镜·启》

《亦如镜·嗨》两部作品，华彩不断；青交
首席姜宛书与巴德首席莫灵风、中提琴
家刘珈妤等组成重奏组合，与电音艺术
家演绎了谭盾《电圆·节奏浪》、郑河《黄
河之上》等作品，尤其《电圆》的演绎需
要加入水乐打击、呼喊、身体律动等表
演方式，配以视频素材，为现场观众带
来了听觉、视觉的多重刺激。

自首届谭盾音乐周以来，姜宛书深
度参与了各个艺术项目，对谭盾的音乐
艺术深有感触，“他总是出其不意，每年

都有新的 idea，而且这些创新不只与
音乐有关，又和一些人类社会大命题

比如医药、情感、中国民俗文化
相关联，他想要传达给大家的中
心思想每年也是不一样的。谭
盾大师这两年围绕音、药主题设
计音乐周，按照主题寻找作品，
搭配后非常贴合。”

与电子音乐的跨界合作，对
古典乐乐手也是一项挑战，“首
先技术方面，不只负责演奏，还
要兼顾后台的节奏卡点和现场
音效，顾及作曲家想要融合的古
典音乐与电音之间的效果，需要
不断排练磨合。像郑河的《黄河
之上》对比非常强烈，现场大幕
拉开之后，电音的冲击力与落日
夜景的融合，从视觉到听觉都非

常融合和刺激、震撼。”
从北欧留学归来的姜宛书在丹麦

接触过电音艺术，“电音是年轻人非常
喜欢的，它也需要很多前期技术工作，
比如前期迷笛、前期 Click，两个监听要
连麦，要调试所有设备。丹麦的电音非
常先进，我在留学期间每个学期都参加
两次现代电子音乐节，那也是作曲系学
生脑洞大开的机会，因此我对 Click 电
音合作非常熟悉，有点回到学生期间的
感觉。”而音乐周另一个极端则是古器乐
作品《敦煌五乐神》，“这五种古乐器是民
乐器的前身，为这些乐器写的协奏曲篇
幅比较长，也比较新颖。虽然是民乐乐
器跟现代交响乐乐器的融合，但没有限
定于中国调式，五虎上将的出场曲带有
电游的色彩，辉煌又帅气。这部作品每
个篇章都有主题，乐器本身就是角色，很
有现代感。”

四届音乐周合作，对青交带来了什
么？姜宛书表示，“对内来说，乐团的常
态演出曲目以中国作品、古典作品为
主，比较少有机会演绎现当代的作品。
有机会演绎这些新作品，大家非常有兴
趣，有不一样的感觉。对外来说，乐团
有机会可以跟技术团队、影像团队、电
音艺术家合作，而且谭盾音乐周期间还
可以跟摇滚杭盖等流行乐队、俄罗斯吉
他大师合作，搭配背景气氛音乐和视觉
影像，突破纯古典交响乐团的演出常
态，会让观众非常感兴趣。谭盾是全球
炙手可热的音乐家，是中国的骄傲。每
年谭盾来青岛跟青交合作呈现音乐会，
而且是七天不间断的活动，对青交、对
青岛都是一种‘福利’。”

让音乐既有流量，又有

自2019年起，“谭盾青岛音乐周”已经连续
举办四届，即便经历了疫情影响，这一音乐艺术
品牌仍然持续推进，对音乐艺术的呈现也从谭
盾个人音乐作品系列（“武侠”“四祭”“水乐”）拓
展到音乐艺术新类型（比如电音、预制钢琴）、新
科技（比如AI小冰）、新场景（比如书法、药学与
音乐）。四年后，青岛音乐周仍然是国内唯一一
个以谭盾命名的城市音乐节项目，而谭盾与青
岛的对接已经从青岛交响乐团这个支点拓展至
城市人文地理、音乐教育、影视传统、商业文化
等各个方面，音乐周在青岛实践的不只是新锐
音乐作品，探索的也不只是青岛乐迷对新作品
的接受度，更是对城市现有文化资源的深度整
合：商业赞助、艺术院校、演出场所、艺术新人、
本土乐团……同样的文化元素，同样的艺术条
件，被谭盾这颗火种激活，迸发出不同的色彩。

在8月上旬的“2022全国交响乐团青岛峰
会”现场，来自全国60多家交响乐团的代表探
讨了高雅音乐市场的发展方向。而8月下旬的

“谭盾音乐周”可以看作这场峰会的“返场彩
蛋”。交响乐团面临普遍的夹缝，一方面以西安
交响乐团为代表的网红乐团风风火火，甚至拿
到了汽车、动漫游戏的广告代言；另一方面大多
数交响乐团面临开拓市场的压力，如何把经典
作品演出新花样，如何把众多委约新作品变成
受观众欢迎的曲目，成为各个乐团头疼的问
题。“谭盾音乐周”给出了一个颇为理想的回应：
既有流量，又有艺术质量；既有年轻人的话题
度，又有资深乐迷的认同感；既能在音乐厅里坐
着听，也可以在西海美术馆端着酒水听；以明星
品牌与交响乐深度勾兑，动员商业资本、时尚文
化、展馆资源和潮流人群加
入，让乐池里的乐手释放出爵
士、电音、即兴演奏等不同侧
面，同时对经典交响乐作品进
行延伸、对撞、实景化，这是音
乐周给出的“艺术处方”，这个
处方既有独一味的“谭盾品
牌”，也有可以复制的、
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
需要用一届又一届的

“谭盾音乐周”来长期
运化、久久为功。

运作四年来，“谭盾音乐周”的演出模
式日臻成熟：开幕音乐会突出“高”，海景
与武侠融合、杨丽萍舞蹈与《春之祭》融
合，电子音乐与交响乐融合，无不体现了
立意之高、意境之高；小型会所演出则主
打“精”，荣辰初《水乐》、AI 小冰等音乐作
品展现了对艺术先锋性的探索；与青岛交
响乐团的合作突出“博”，中西方文化的对
话是谭盾重点关注的主题，吉他与唢呐合
作《女书》、杭盖乐队与巴赫对撞的“交响
摇滚·巴赫宇宙”以及今年古乐器与交响
乐合作《敦煌五乐神》概莫能外。谭盾表
示，“东方音乐是有机音乐的体系，西方音
乐更多是数字体系、科学体系。大自然体
系与科学体系结合起来就是东西方音乐
永远的美学对话。”

青交担纲的闭幕音乐会曲目，也体现
了谭盾对东西方美学对话的长期兴趣，

“这次我们演出的《大自然的眼泪》，由三
部打击乐协奏曲构成，邀请年轻有为、国
内外知名的青岛籍音乐家林喆演出全本
协奏曲，从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古代音乐
美术的角度探索一个命题：如果老子（大
音希声）、庄子（至乐非乐）在两千年、三
千年之后还在，将会对当下产生什么样

的影响。”《大自然的眼泪》是
谭盾为庆祝斯特拉文斯基《春
之祭》首演 100 周年而创作，
这部打击乐作品包括三部协
奏曲《夏》《秋》《冬》，与《春之
祭》完成了“四祭”。打击乐演
奏家林喆在德国留学期间被
谭盾的演出打动，毛遂自荐，
随后跟谭盾有了一系列合作，她表
示：“谭盾是真正的大师，有儒家风
范，能看出来演奏者的优缺点以及要
改正的地方，以非常佛系的方式引
导。他觉得，音乐的顶峰需要努力达
到，而开窍的时候犹如奇迹般短暂，
只要坚持、坚信，牢牢握住心中梦想
即可。”

一个成熟的音乐周，不仅娴熟搭
配音乐作品，还能给音乐家提供舞
台。谭盾音乐周将青岛走出的音乐
家林喆、曾在青岛大学求学的小提
琴家莫灵风（巴德）等介绍给观众，
还将西海美术馆、1907 光影博物馆、
梅纽因音乐学校等艺术场所推介给
乐迷，对青岛的交响乐事业是一次介
入、升华。

中西对话，哲思呈现

“谭盾音乐周”用四年探索交响乐新路径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首席记者 米荆玉

姜宛书：
谭盾是青岛的“福利”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首席记者 米荆玉

在疫情期间，谭盾在隔离过程中从电
子音乐里得到了力量，触发了今年音乐周
的电音契机，“在电音科技和人工智能的艺
术浪漫里，我突然觉得我可以放空自我，把
自己的心摆平，这是我自己的体会，特别想
跟大家分享。”音乐周首场音乐会《海上电
音·节奏浪》邀请颜沐宸、左棋文两位电声
艺术家坐镇，颜沐宸是张艺兴的长期合作
制作人，他的国风电子乐独树一帜；左棋文
刚刚“复出”，也是国内 LiveSet 电音技术的
佼佼者。在作曲家郑河《黄河之上》现场，
弦乐四重奏、钢琴的演奏经过收集、电声处
理后，展现了电音的澎湃感，同时保留了交
响乐的旋律行进和内在技术。而在作曲家
刘隽皓《海上电音》现场，姜宛书、莫灵风、
刘珈妤等弦乐演奏家随着音乐躬身行走、
密切互动，让人联想起摇滚乐队乐手间的
舞台即兴切磋。

谭盾把“小冰”称为本届音乐周重量
级的创新介质，这位人工智能少女是上
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的荣誉毕业生，

这也是上音首次把学位授予“非人类”。
在音乐人工智能之夜《生命的奥秘》现
场，与“小冰”搭档的是八位专攻科技音
乐、人工智能音乐的教授和一位来自美
国的脑电波专家，AI、脑电波、科技音乐
的合作探索了人类与人工智能对音乐的
不同反应，也是对普通交响乐模式的超
拔。业内人士坦言，青岛缺乏常态化的
歌剧演出、成体系的音乐与视觉融合作
品，“AI 小冰”的青岛首秀不只是一次音
乐技术领域的“破冰”，也是一次音乐艺术
层级上的跃迁。

音乐周闭幕音乐会主打曲目《敦煌五
乐神》，也是谭盾应邀为游戏《王者荣耀》创
作的音乐。“我有个想法，就是结合游戏的

‘三国’主题，选五位被淡忘的历史英雄，比
如马超、张飞、关羽等等，用筚篥、尺八、奚
琴、五弦琵琶、唐笙五件古乐器对应表现。
我们上学时必读的经典、必崇拜的英雄，现
在被一一淡忘了；我们的音乐也是这样。
敦煌在唐代就是艺术的活化石，古人把最

流行的唐代五件乐器画在敦煌石窟，比如
奚琴是二胡的前身，它从西域传过来；比如
筚篥，敦煌壁画上有很多琵琶曲，学者考证
后认为其就是筚篥曲，筚篥也是我们管乐
和唢呐的前身。经过追溯，发现中国不同
时期的乐器诉说着不同时期的故事，乐器
失传了，历史也就跟着断掉了。我要用五
件被遗忘的敦煌乐器表现五位被淡忘的英
雄的灵魂。”

这些创作，是谭盾在疫情隔离期间进
行的，隔离结束时，他还想“怎么这么快
呢”。“隔离时间被我当成打坐闭关，可以天
天创作。疫情期间有压力，所以我们要找
到音‘药’，用历史和艺术来陪伴自己，也可
以缓解内心深处的孤独。”

用古乐器追溯英雄

■谭盾音乐周开幕式音乐会现场。

■音乐会排练现场。

■谭盾音乐周开幕式
音乐会现场。

艺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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