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本届“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的遴选
现场，宋洪飞的《溯源》从初赛阶段就让评委
印象深刻。一方面宋洪飞原本是首届“青岛
最动听”原创歌曲冠军，从词曲创作到唱功
都实力雄厚，而且《溯源》以民族乐器为主
打，充满了国风的美感；另一方面《溯源》是
难得的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歌曲，它回顾
了华语音乐的发展历程，同时放在“五十年”
的时间维度上探讨当下音乐的“爆红”同时

“速朽”的问题，犀利深刻。2019 年夺冠之
后，宋洪飞时隔两年再次登上“青岛最动听”
舞台，从作品风格、演绎方式到思想内涵都
发生了巨变，接受采访时他坦言，之所以缺
席了第二届、第三届的“青岛最动听”，是因
为自己决心要沉潜下去，打磨作品，“我跟朋
友聊过，不参赛不是因为没有把握拿奖，而
是我要跟自己作比较。我的作品储备很多，
但是我要看到自己的进步，才没有白做。今
年这首《溯源》我准备了好多年，从编曲到歌
词都历经了多次修改。我还自学了很多民
族乐器，这首歌里的中阮、唢呐都是我自己
演奏、自己完成的。可以说，这首歌是我的
转型之作。”

转型之作当然需要专业音乐人的评
鉴。厂牌主理人、“青岛最动听”评委晓茗对

《溯源》非常欣赏，“这首歌的立意、格局和角
度都可圈可点。流行音乐往往缺乏思考，只
是记录当下的心情和状态，参加‘青岛最动
听’的部分歌手像是在做命题作文，而《溯
源》的想法和立意独树一帜，它站在历史的
角度看音乐。宋洪飞用民乐来融汇中西，现
场非常有感染力。”宋洪飞也表示，民乐的表

达方式是这首歌“最摇滚”的
部分，“这首歌讲的是音乐的
起源和发展，试想未来的听
众还会听我们现在的歌吗？
如何用中国乐器展现中国人
的音乐，这首歌提出了一个
超越当下的命题。”

四届“青岛最动听”，为青岛锤炼
了一大批原创音乐人，宋洪飞作为亲
历者颇有感触：“音乐扶持计划对吸纳
外地音乐人才有显著作用，现在青岛
少说有一百支乐队，而‘青岛最动听’
举办之前乐队数量连一半都不到。坚
持做原创太难了，现在大家凝聚到一
起，靠着这个比赛有了奔头，演出机会

也在增多。本土乐队有了参加拼盘
演出、巡演的机会，Downtown、硬

盒等 Livehouse 也不断聚拢歌
迷。”在“青岛最动听”的引导
下，五湖四海的音乐人、活跃的
演出平台、优质的音乐作品加
上充满竞争的创作态势在青岛
形成了多方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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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青岛最动听”青
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本月底
将分别举行原创歌曲、原创
乐队全国半决赛，这意味着
岛城唯一一个全国级原创音
乐赛事进入决选阶段。自
2019年创立至今，“青岛最
动听”已成功举办三届；这期
间各方克服一些不利影响，
青岛的原创音乐人、原创乐
队取得了飞速进步，岛城音
乐吧、Livehouse蓬勃发展，
常规演出、巡演、唱片等推广
计划有条不紊推进中，获奖
作品也被应用到青岛文旅活
动的各个场景里。

进入第四季的“青岛最
动听”正在展露一个全视野、
全类型音乐项目的格局：音
乐人不再是临时组队参赛，
而是形成了固定阵容、专属
风格的音乐团队；获奖选手
不再局限于老面孔，音乐人
愿意沉淀两年、三年潜心打
磨作品；入围者不局限于青
岛、不局限于山东，从成名已
久的老牌乐队到北上广打拼
的资深音乐人相继发来代表
作参赛。随着音乐版权头部
公司、短视频巨头纷纷抢占
赛道，华语原创音乐的发展
空间正在不断扩大，而消费
音乐的模式也从以往的“你
唱我听”转变至单曲购买、线
上演唱会、二次视频创作甚
至延伸到数字收藏领域。在
这一波热潮里，成都、南京、
杭州等城市已经展现了音乐
品类偏好和格调区分；搭乘
“青岛最动听”这辆专列，青
岛原创音乐正在飞速进化，
奔向光明开阔的未来季。

沉
潜
之
后
的
飞
跃

音乐人、“蚂
蚁乐队”主唱王
斐东亲历了上世
纪90年代青岛原
创音乐的第一波
热潮，如今作为

“青岛最动听”乐
队遴选的评委，
他对岛城乐坛变

化有着切身感受，“当下青岛
乐队个性化的东西多了很多，

尤其到了比赛的平台上，‘青岛
最动听’确实有很大的包容度。
像陌酒乐队糅合了哥特、电子和
复古等多种风格，打破了很多传

统，符合二十岁左右的年轻歌迷的
口味，非常有性格，台风也很好。”
在王斐东看来，从去年开始，青岛
无论是原创乐队还是音乐人都有
了很大的提升，“制作水准在提高，
风格多样化，像今年的歌曲里有中
国风、民谣、摇滚、雷鬼等风格，打
破传统，耳目一新，并且得到了评
委的肯定。”

今年“青岛最动听”的一大看
点是来自兰州的“低苦艾”乐队，它被誉为

“中国民谣摇滚的开山乐队”，音乐中带着黄
河水的气势和西北的禀赋。进入六强后，自
带气场的低苦艾乐队势必让竞争对手感到
压力。王斐东表示，外来顶尖乐队具有不可
替代的激励作用，“我比较看好兰州的‘低苦
艾’和淄博的‘读火’乐队。这两个乐队影响
力很大，也从侧面点醒青岛的音乐人：我们
现在的‘优秀’是相对的，从作品积累到舞台
范儿，还是缺少成名乐团的感觉。要真正经
历巡演的历练、在全国各个城市拿到票房，
才是真正的职业音乐人。”

亲历了四届“青岛最动听”，晓茗认为
今年是带有丰收意味的“大年”，“音乐比赛
有大小年的区分，今年涌现了很多跟去年
不一样的乐队。像‘明日大丈夫’乐队去年
储备了一年，今年再来参赛，势头很好。我
们要求，原创乐队在每个赛程、每个赛段都
要有不一样的作品，海选阶段至少有四首
歌的储备。同时，每个乐队至少成立半年
以上，不能为了参赛临时攒一个乐队。”这
些具有固定搭档、固定风格的乐队今年占
据了比赛的主流，“年轻音乐人用新锐手法
创作音乐，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态度。四年
的比赛下来，青岛原创圈里的人越来越多
了，圈子也越来越大了。”随着比赛进入收
官阶段，数字音乐藏品、音乐人私域流量等
也将成为下一批次的热点；“青岛最动听”
越来越精彩，而青岛原创音乐也越来越年
轻、越来越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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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 洪 飞
演唱新作《溯源》。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青岛的文化具有
开放的特点，城市历史中曾将诸多外域风情本
土化。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的八大关就是
最淋漓尽致的表达，众多的西式建筑，形成微观
的欧洲近代城市风貌，沉淀为城市的欧韵气质。

八大关地处青岛市区东南，300多座风情各
异的欧陆建筑群林立其间，每座建筑都像童话里
居住公主和王子的城堡。八大关把山与海、建筑
与风景、浪漫与古典、梦幻与现实、悠闲与激情、
安静与热闹、历史与今天……和谐地浓缩在一
起，绽放出精湛的世界建筑艺术与独具匠心的庭
院绿化完美结合的休闲胜境，“囊括青岛方方面
面之美丽”。

青岛自1898年启动城市化进程后，伴随着
20 世纪前半叶的风雨，不同流派、风格的文化
持续植入，为青岛留下了大量样式各异的历史
建筑。这一过程中，位于市南区太平山南麓汇
泉角与太平角之间的八大关地段，最初规划为
别墅浴场区。这些建筑群首先形成的是沿海地
段，随后则次第由低到高进行建设。建筑体量
一般都小巧适中，高度不超过 18 米，层高不超
过 3层；建筑面积以每栋 300平方米左右为主，
很少超过 500 平方米；建筑面积占宅地面积的
三分之二以下。建筑材料主要取自本地产石
头、砖瓦和木材，建筑大都为砖木结构。

很多人对八大关区域内的建筑有一个误
解，以为这些建筑基本都是德式建筑。实际上，
八大关建筑群的形成主要分为三个阶段，首先
德占青岛时期，主要是德国、英国等国家设计师
设计的欧洲田园式别墅建筑，现存很少。再后
来是 20 世纪 20 年代来青购置产业的美国、俄
国、日本等业主，按照自己本民族文化传统及个
人意愿建造了风格各异的庭院别墅。

八大关最主流的建筑则是 20世纪 30年代
至40年代中期，以受过欧美建筑学教育影响的
中国建筑师吸纳欧洲建筑风格及形式进行建筑
创作，建造了一大批具有欧美建筑情调的别
墅。此时，正值西风大举东进的时候，融合的中
西建筑艺术，成就了八大关公馆式别墅区的鼎
盛时期。1932 年，青岛市政府颁布实施“青岛
市暂行建筑规划”，成立“建筑审美委员会”，确
定在太平角别墅区与南海路之间开发“荣成路
东特别规定建筑地”。

八大关的建筑汇集了古希腊式、罗马风式、
哥特式、文艺复兴式等多种建筑风格，它们注重
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其体量、尺度、色彩、造型等
方面各具特色。这些建筑风格的个性表白，虽
然流转着浓郁的异域情调，但许多建筑并不是
德国或俄国建筑师的作品，更多的建筑来自彼
时留洋的中国建筑师。他们深受西方建筑风潮
的浸染，已能够娴熟地将各种建筑语言应用于
个性化的设计之中，集结着他们承继西方古典
主义建筑风格、创新新建筑风思潮的智慧结晶，
几乎体现了欧美近代建筑艺术思潮的流变轨
迹，见证了中国文化的融合力，涂抹出令人向往
的画境。源于此，八大关独树一帜的建筑，不仅
成为青岛无与伦比的城市符号，而且也因为在
欧洲都不多见的建筑风格，成为世界各地建筑
设计师追觅过往的寻梦地。

风格多样的建筑和优美的环境，使这里成
为影视导演的理想外景地和中国最美的婚纱照
外景地之一。一年四季，只要是晴好天气，林荫
道上，海滨沙滩边，别墅小楼前，随时可见来自
全国各地的新人穿着白色礼服和婚纱拍照，他
们在欧式建筑的背景里流连，仿佛上演着一出
出现代安徒生童话。

2011 年，国家文物局通过《八大关近代建
筑保护规划》，随后根据此规划编制了修缮方
案，相关保护和修缮工作不断完善。近年来，管
理部门坚持“保护、开发、利用”的原则，聘请专
业团队，对列入开发范围的建筑予以整体规划
设计，融合多业态设计，确定“领事馆文化、音
乐、艺术、科技、文学、餐饮、旅宿、休闲”等八大
主题板块，明确了每一栋房屋的开发定位，并从
多个渠道扎实深入的发掘，收集有关建筑、地
域、人文历史等方面的资料及实物，还与官方及
民间机构合作挖掘与老建筑相关的历史故事和
事件。昔日神秘的小别墅逐渐面向公众开启尘
封之门，文物活起来，这些历史建筑开始向市
民、游客讲述百年以来的“青岛往事”。如今，这
些开放的建筑，已成为市民更加爱青岛这座城
的新方式。

八大关近代建筑：
青岛的“颜值”地标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崔 燕

探究一位艺术家的缘起和成长，地理背景不
可或缺。青岛人王绍波生于兹长于兹扎根于兹，
在当代青岛美术界，如同一张彩色的人文名片。
恰如，水彩之于青岛，飘逸着山海文化的彩色基
因。那是海边，关于风的颜色，唤醒了一座城市的
诗意。

《渔歌》引发强烈的“艺震”
青岛本土文化在王绍波身上体现得自由、通

达、充分，通观王绍波的艺术样式，虽然在不同时
期有所变化，但画面主体的执念，始终“在现场”，
专注且深情地凝视着他身边的这片海。这仿佛是
艺术家与一座城最默契的气场应和，以及最忠诚
的彼此托付——2004 年，王绍波在青岛、山东以
及全国美术界，引起了一场强烈的“艺震”。其水
彩画作品《渔歌》在由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联

合主办的规模最大、最具学术性和权威性的国家
级综合性美展——“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荣
获金奖，实现了山东省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最高层
次的全国美术展览中“零”的突破。

《渔歌》原型和创作灵感来源于麦岛渔民，“这
是青岛给予我的最好回报与回答。”往事娓娓道
来，王绍波始终感念一段尘封的记忆。三十年前，
还是青岛六中美术班高才生的王绍波考上了全国
最顶级的浙江美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然而他却
在世俗的不理解中转投山东纺院。多年以后，已
是青岛大学美术学院院长的王绍波在旧事重提的
时候，一如既往地风轻云淡：“择一城而相悦的缘，
往往妙不可言。”

王绍波说，他大学毕业时，正值改革开放的火
热时代，很多同学选择去了一些喧嚣飞扬的单位
工作。而他则因为自己的初心，选择了那个年代
颇为枯燥和清贫的校园，回青岛任教。他醉心水
彩，潜心研创，创作的水彩画曾两次获得国家级全
国水彩大展金奖。从1989年开始，连续入选每五
年一届的第七届、第八届全国美展，获得过第九届
的铜奖。这一切的厚积薄发，使得王绍波收入此
后的第十届美展最高奖项，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彼时，王绍波刚入不惑之年，“很多人终其一
生，都在拿着一把钥匙找寻属于自己的那个后花
园。我很幸运，能够在相对比较年轻的时候，就打
开了芬芳的艺术秘境。”他坦言，虽然北京、上海和
江浙这样的地方，更有艺术的发展空间，但是青岛
给予他个人的艺术养分和生活历练，却是其他城

市无法给予的。从大的环境看，“中国水彩看山
东，山东水彩看青岛”。从他所工作的青岛大学来
讲，作为综合性大学，青大的水彩优势是全国领先
的，这里对艺术类学科的支持也给了他静好的创
作氛围。

“水彩世界的闯入者”
与很多水彩艺术家不同的是，王绍波的“童子

功”为传统的中国水墨画。虽然他后来说自己是
“水彩世界的闯入者”，与水彩结缘带着一定偶然
性。但从他此后的艺术主张所形成的水彩画探索
意义来看，早年扎实的中国画训练以及后来的油
画学习经历，为其水彩画风格奠定了基础。

他的水彩画所流露出来的历史意识、民族意
识尤其是本土地域画风探索使其作品在当代语境
中带有强烈的试验价值。在 20 世纪中国美术的
宏大叙事中，水彩画一度处于“缺席”的状态，因为
水彩的语言特性限制了它在主题性创作中的发
展。王绍波的《渔歌》“跳脱”出来，于中国的水彩
画史具有“突围”的意义。在积累了几次大赛的经
验后，王绍波便将他的经典意识和历史意识拓展
到人物画领域。这个时候他至少在水彩画面里想
实现两个方面的突破：一是避免水彩画的轻薄肤
浅色调而寻找一种厚重的语言，二是打破小幅水
彩画的墨彩小情趣而创作出尺幅巨大的力作。因
此，2000年创作的《酥油茶》便成为这种意识的序
曲。尽管这类少数民族题材在当时的绘画创作中
并不少见，但是与那些作品相比，《酥油茶》很容易

让我们和西方绘画许多经典的作品联系起来，这
是一种超越现实的力量和智慧。

在中国现代水彩画的百年历程中，如何“入乡
随俗”，实现民族性和地域化，是王绍波这样的水
彩画家思考的“乡关何处”。尤其近几年，王绍波
绘画的民族化探索有意识与地域文化理解联系起
来。题材越来越关注本土化的山、海、城等题材。
实际上，这也可以算作王绍波精神回归的一种深
度表现。《驼峰铁铸》和《崂峰濯霞》是王绍波明显
带有地域文化探索的代表作品。他不仅仅把画作
当成与崂山有关的诗情画意，而且试图在精神诉
求之外强化形式美的探求感，形成大气磅礴的大
美艺术观。

作为山东省美协副主席、青岛市文联主席的
王绍波，始终在为山东的水彩事业和青岛的艺术
事业努力与奔跑。他认为，作为青岛美术独具代
表性的画种，青岛水彩在百年变革中取得了长足
发展和可喜的局面，特别是去年成功举办了青岛
水彩进京展以及其他系列展览，极大地提高了青
岛水彩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目前，以青岛大
学为首的驻青高校，构建起了完整的水彩画本科
与研究生教育体系，青岛的水彩画人才辈出，多方
协同促使青岛水彩空前繁荣。

“今年举办的水彩让城市更精彩——首届中国
当代水彩画邀请展暨水彩画学术论坛，将不断探
索、推动‘青岛水彩’纵深发展，让这一品牌形成真
正的‘青岛艺术制造’和‘青岛文化高峰’，全力打造

‘中国水彩之都’城市文化品牌。”王绍波兴奋地说。

王绍波：择一城而相悦妙不可言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崔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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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最动听”原创
音乐扶持计划的开展，加速
了青岛本土乐队的成长、成熟。

■青岛新生代
音乐人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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