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乐团发展迅猛分化加剧 青岛籍演奏家2023收获满满

交响乐，我的城市和我的“团”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首席记者 米荆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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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歌剧发展的早期阶段，据说创作者以“识六百个字的观众能看懂”为标准，才有了
《白毛女》等经典作品。那么，听懂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听懂一部瓦格纳的《女武神》，需要识得
几个字呢？

照我有限的经验来看，能听懂一首周杰伦，浪漫派交响乐作品就几乎没有理解障碍；听懂
一首《奢香夫人》，理解《梁祝》就没有门槛。歌迷对周杰伦的理解也是层层递进，随着阅历加深
才明白：《夜曲》就是肖邦，《琴伤》就是柴可夫斯基“四季”。作为抖音神曲，凤凰传奇的《奢香夫
人》人文典故并不简单，它的彝族和弦更让作曲者煞费苦心。即便是看似流俗的流量音乐里，
依然隐藏着作曲家的反复提炼和打磨。从《自新大陆》到《奢香夫人》，每个作品都有混杂着误
读、误解和鲜花掌声的际遇，正如小提琴家刘扬所说：“音乐是我们触碰命运最近的路径。”

经历较长时间的阻断之后，国内交响乐团、交响乐演出在2023年重回正轨，乐迷却发现城
市乐团之间“冷热不均”“高下已分”。演奏家们历经沉淀之后，也在2023年展现出全新的艺术
体悟，然而，市场要听的是“王者荣耀”主题曲。隔壁的摇滚音乐节、流行演唱会如火如荼，交响
乐如何吸引年轻人呢？王羽佳这样的演奏家还会成为谭盾这样的文化偶像吗？交响乐团施展
浑身解数，交响乐更是俯下身段，为的是在2023年这个重启之年站上跑道，成为年轻人消费的
重要选项。

一个好的城市乐团，必然有它的文化内生性，正如一个屡战屡败的英国小球队，也能在低
级别联赛里熬成百年老店。我们需要一个能讲出城市故事的城市乐团，一群演奏市民心声的
演奏家。乐团有辉煌的巡演，也有在古树遮天的老音乐厅里的坚守……

识得几个字，听懂几首曲，毕竟高雅音乐也是青岛家常。

识得几个字
□米荆玉

张国勇：11年回眸细看

作为国内著名指挥家，张国勇同时
担任贵阳交响乐团、青岛交响乐团两家
交响乐团的总监。随着 2023 交响乐乐
季演出回归正轨，两家乐团也担负起了
各自的艺术责任：贵阳交响乐团是西南
省份交响乐团（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四川
交响乐团）集体崛起的代表，而青岛交响
乐团则是山东省唯一一个职业交响
乐团。

这些年，成立于2009年的贵阳交响乐团
发展迅速，去年，上海举办“时代交响——全
国优秀乐团邀请展演”，贵阳交响乐团与深圳
交响乐团、杭州爱乐并列，成为7家受邀交响
乐团之一。青岛交响乐团坚持城市乐团的发
展定位，今年，青交举行“沿着黄河遇见
海——上合旗帜交响音乐会”四省巡演，还
与世界著名男高音多明戈两度合作，在2023
年上海国际艺术节舞台上共同演绎了多首歌
剧名曲。

回顾 2023 年，张国勇认为，全国交响乐
团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乐团之间正在拉开差
距。一方面，职业乐团的年度投入持续增加，
而乐团对圆号首席等稀缺乐手的争夺也非常
激烈；另一方面，各家乐团正在打造各自的艺
术特色，争相在乐季曲目、大师阵容、巡演影
响力等方面形成突破。

青交 2005 年重新组建，迄今建团 18 年。
张国勇担任总监11年，也让他对青交的发展
史有着权威、全面的认知。他把青交放到全
国交响乐团发展史进行对照：“这11年来，可
以分为 5 年的突飞猛进期、3 年的稳扎稳打
期、3 年的略显滞后期三个阶段。”青交成立
伊始，全国城市交响乐团尚处在起步阶段，青
交不断与各大城市乐团交流，乐团的专业乐
季、国内外巡演、录制唱片、委约作品等活动
有条不紊，交响乐也成为青岛的城市文化
名片。

从 2015—2016乐季开始，全国城市乐团
相继进入高速发展期，这其中尤以杭州、苏
州、广州、深圳等经济实力雄厚的城市为代
表。“全国交响乐团蓬勃发展，发达城市的交
响乐团一下子全跑到前面去了，因为前面有
标杆、有追赶的目标。这些异军突起的乐团
平均一年开支在 5000 万元左右。”在资金实
力的支持下，乐团不断招徕海归乐手，与国际
顶级交响乐团深入交流，同时打造精品委约
作品。相差两倍的投入持续数年后形成了交
响乐团的质变。在今年乐季重启时，城市交
响乐团的实力、人气有了较大差异。“2023
年，全国交响乐团整体发展很迅猛，大家步伐
加快了。难道我们落后了吗？其实是别人进
步了。”张国勇说。

交响乐团之间的竞争，体现在对优秀乐
手的延揽方面。“在交响乐团里，优秀的圆号
起到了顶梁柱的作用。好的圆号月薪在 3.5
万元到4万元左右，而我们如果只出到1.5万
元就招不到人，只能常年借用，成倍增加开
支。”张国勇介绍，乐手的薪资结构有其特殊
性，如何吸引优秀乐手加盟也是重要课题。
青交2019年更换了四位新首席，拥有现代交
响乐教育根底、海外经历的新人给乐团带来
了新风。

城市交响乐团空前繁荣，如何形成各自
的艺术特色？

杭州爱乐高举高打，2023乐季推出了鸿
篇巨制马勒《女武神》、9部布鲁克纳交响曲，
合作的顶级音乐人包括拉赫巴里、郑明勋、劳
伦斯·瑞尼斯等指挥家以及杨天娲、宁峰、秦
立巍等演奏家。

XSO西安交响乐团走网红路线，乐团在
B 站、抖音聚拢了数十万粉丝，乐手们以轻
松、诙谐的方式与观众交流，打造原创唐诗交
响吟诵音乐《长·安》，通过邀请张国立、郭达
等明星参与交响乐演出的方式实现破圈。

青岛交响乐团推出了“谭盾音乐周”项
目，通过与音乐大师“联名”制造声势。张国
勇表示：“一个乐团就像是一个肌体，五脏六
腑需要有好的营养。我们在乐团原有基础上

‘强身健体’，引入谭盾这样的大师，利用他的
影响力扩散至全国，在中国交响乐团里占据
一席之地。”

对于交响乐团来说，“乐迷老龄化”是一
个世界层面的难题。美国五大交响乐团之一
的克利夫兰管弦乐团推出了“18 岁以下免
费”项目，吸引40万年轻观众入场，对18岁以
上的青年观众也有相应的票价优惠。

2023年，国内城市乐团纷纷“尝鲜”。部
分乐团选择与歌剧结合，通过《洪湖赤卫队》
等富有视觉表现力的歌剧吸引观众；游戏音
乐也成为热门选项，《刺客信条》主题曲、谭盾

《王者荣耀·五虎上将交响乐》等成为乐团吸
引年轻乐迷的保留曲目。从二次元偶像洛天
依到琵琶大师方锦龙，凡是年轻人喜欢的都
是交响乐团乐于合作的。张国勇坦言：“我们
花了 10 多年时间，做了很多功课，培养了大
批的青岛乐迷和会员，然而，现在乐迷的热度
也在减退，需要提振他们的信心，增加乐迷对

乐团的归属感。”
音乐让城市更美好。“大都市都有自己引以

为豪的交响乐团，从纽约、芝加哥、巴黎、罗马、柏
林、慕尼黑、莫斯科到东京，都有世界一流的音乐
厅和一流的交响乐团。”张国勇认为，一个交响乐
团的发展取决于城市的支持力度，“交响乐团不
能靠票房维持，这是全世界的共识。一个乐团对
城市的影响，需要一代人、两代人才能看出来。”随
着“00后”古典乐新人持续登上国际舞台，城市文
化、城市乐团、城市音乐人才之间的互动脉络也
清晰可见。

刘扬：我的“特权”是没有曲目

旅美小提琴家刘扬的 2023 年十分忙
碌，他拿下了全美弦乐音乐家奖等奖项，同
时频繁在北美各个城市举行音乐会。在音
乐界打拼多年后，作为顶级演奏家的刘扬拥
有了一个特别的权利：演出以当天为准。

“这件事儿说起来特别高兴，这是我多年争
取的权利，不少音乐厅愿意接纳我。这样一来，
我的演出曲目就可以跟场地、跟人、跟当天我的
精神状态结合起来。音乐会对我来说不是跟公
众交流音乐，而是进入另一个层面和维度里，里
面有我个人的快乐。”能够自由选择曲目，让刘扬
在音乐里找到了新的乐趣。

“我喜欢演奏的都是我理解透了的曲目。音
乐可以带着人遨游太空，演奏时，身体像是悬浮
在空中一样，整个大脑、心灵和身体超然物外。
人生最大的快感不过如此。”去年，刘扬沉醉于巴
洛克时期法国作曲家让·拉莫的作品，而今年，他
发现了华人女作曲家李志纯的作品，“一开始是
我太太录李志纯的曲子《歇斯底里钢琴独奏
曲》。那个曲子乍一听非常凌乱，但是，我没想到
里面对仗之工整出人意料，节奏也非常棒，体现
了现代作曲家非常好的功底。”

身处国际古典乐演出一线，刘扬深切感受
到市场的变化。“今年出现了不少新的音乐会演
出方式，音乐会有点儿像是 18 世纪的文化沙
龙，音乐演出跟其他艺术联合在一块儿呈现，比
较适应现代人注意力短缺的现状。”刘扬对自己
的琴艺也有了新的体察，“我更加确定现代文化
在自己身上的冲击。我年纪大了，对一个作品
的想法有了变化，想要传递的艺术信息和情感
都不一样了。人到中年以后 既有青年的火热
又有被生活训练的妥协，这些都在我的艺术里
产生苗头。”

近四年来，刘扬相继获得IAAC国际艺术家
大奖赛冠军、英国米蒂奇音乐家大赛冠军、全美
弦乐音乐家奖等多个奖项。“获奖没什么，音乐大
赛主办方刚刚寄来一个奖牌，朋友的祝贺让我很
开心，喝瓶酒庆祝一下。”获奖无数的刘扬仍然坚
持打磨琴艺，“音乐家还是要练琴。同样的作品
在不同的年龄段，你的感受不一样，需要改变你
的指法、弓法和处理方式。一个好作品，不仅仅
天才的音乐家写出来的，它跟历史、人文以及抽
象的内容都是相关联的。可以说，音乐是我们触
碰命运最近的路径。”

今年，海外演奏家纷纷回国投入到 2023 年
乐季。为了陪伴两个孩子的成长，刘扬暂时还
没有回国、回青岛演出的计划。“陪伴对孩子来
说十分重要，我愿意参与他们生活里的很多细
节。以往，我每次演出结束都会坐飞机回来。
我预计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不愿意跟老爸待在
一块儿，更愿意开车出去跟朋友玩。”刘扬表
示，要给孩子一个稳定和睦的成长环境，同时要
做一个锐意创新的艺术家，这两者之间存在精
神和心理层面的对立，“‘父亲’和‘艺术家’两
个角色我都不想放弃，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待，等
待他们成长。”

倪郅炜：“00后”崛起之年

对于青岛“00 后”古典乐新人来说，
2023年是个丰收之年。7月，倪郅炜在美国
青年艺术家单簧管比赛中获得青年艺术家
组别冠军，成为该比赛举办 50 年来首位夺
冠的中国选手。9月，裴月鑫在第29届约翰
内斯·勃拉姆斯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得小提琴
比赛季军；同样在9月举行的2023勋菲尔德
国际弦乐比赛中，青年演奏家姚佳讯获得大
提琴组亚军。一年之内三位青年演奏家崭
露头角，青岛音乐人才的迭代势头凶猛。

回顾 2023 年，正在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求
学的倪郅炜自认为度过了充实的一年。“今年，我
尝试了不少新东西。暑假期间参加的萨罗萨他、
波顿两个音乐节，都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偏室内乐
方向的音乐节。另外，我还参加了一个单簧管比
赛。我目前还没确定职业发展方向，但开始了大
量尝试，寻找自己的喜好。”

今年，“亚洲面孔”在古典乐领域频频制造话
题。王羽佳在卡内基音乐厅完成了拉赫玛尼诺
夫五部作品的“马拉松演奏”，四个半小时弹奏了
超过 400 页乐谱，指挥当场下跪，王羽佳也荣膺

“钢琴女王”。圆号演奏家曾韵考入“第一天团”
柏林爱乐担任圆号首席，轰动古典乐界。倪郅炜
也注意到，从身边的同学到国际乐坛，“亚洲面
孔”不断涌现。“王羽佳是今年开音乐会最多的音
乐家之一，可谓华人的骄傲。华人在交响乐团也
有不少演奏家，比如，王亮在纽约爱乐担任双簧
管首席，翟耀光在巴尔的摩交响乐团担任单簧管
首席。”

作为新人演奏家，倪郅炜需要大量接触乐
团，感受不同音乐家的不同艺术风格。“美国五大
乐团历史比较悠久，现在，多个乐团正在更换声
部首席，老一辈演奏家相继退休，更多新鲜血液
加入，风格也变得不一样。我一般根据特定曲子
听不同的交响乐团，比如柏辽兹作品，我会听法
国广播交响乐团的演奏，伯恩斯坦作品，我会听
纽约爱乐的演绎，毕竟伯恩斯坦跟纽约很有联
系。乐团总监都有自己的个人偏好，像是芝加哥
交响乐团总监穆蒂是意大利人，它的歌剧演出就
比较多。”

“从个人感情来说，我还是更喜欢波士顿交响
乐团，我的老师曾经是波士顿交响乐团的第二单
簧管。我可能带着个人观点去审视一些作品，比
如美国乐团演奏莫扎特、施特劳斯作品时没有维
也纳交响乐团演奏得那么精细。”

单簧管的独奏性不强，因而单簧管演奏家要
么进入高校担任教授，要么考入交响乐团。倪
郅炜尚未决定是继续深造还是报考乐团。“大方
向是考乐团，不过，我不知道到那时乐团是否有
空缺。国际交响乐团的乐手往往采用终身制。
所谓终身制，意味着乐手可以享受乐团的福利，
而且没有办法被开除，除非是触碰了乐团的红
线。即便你的演奏风格不合适，也不会被乐团
开除。这样也造成了许多问题，部分乐手抱上
了‘铁饭碗’，不会再进步学习。当然，像柏林爱
乐这样的顶级乐团，乐手仍然会有百分百的投
入，不管正式演奏员还是替补。我有幸聆听现
场，真的十分震撼。”

古典乐演奏家需要穿梭在浩如烟海的大师
名作之间展开跨文化的音乐阐释。倪郅炜认为，
音乐领域需要去掉文化滤镜。“我们看到中国演
奏家演奏《梁祝》不会有偏见，但看到外国演奏家
演奏《梁祝》，往往评价‘没有中国味’。其实，我
们应该放下偏见，交响乐需要融合，不能限定谁
来演奏特定的音乐。比如，柏林爱乐乐团最早是
没有女性乐手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更多女性
身影。这也是社会进步带来的文化包容。”

回望2023·年终盘点③

选择一座城市，几乎等同于选定了一支球
队、一支交响乐团和一种生活方式。

交响乐对青岛人来说息息相关。层出不穷
的优秀演奏家，频繁更换的音乐会预告广告，活
跃在各个音乐厅、大剧院的市民乐团，不断提醒
市民这个城市的音乐基因。分布于省内各地的
乐迷也屡屡驱车来青岛感受交响乐氛围。

随着交响乐团2023年乐季演出的恢复，中
国交响乐的新格局也浮现在乐迷眼前。城市乐
团的高下分化正在加剧，演奏家的迭代更新也
如火如荼。青岛乐迷不仅有对音乐演出的品
评，同时也对乐团有着一份归属感：我的城市与
我的乐团密不可分。

演出空前繁荣的当下，每个城市都有交响
乐演出，都有音乐大师造访，然而，对于青岛来
说，交响乐是它与世界沟通的语言，从乐池弥散
到海角、街道、私家客厅的音符则是城市魅力的
主旋律。

在2023的结尾，我们采访了乐团总监、独
奏家和古典乐新生代，从不同的视角透视交响
乐，分享这一年的艺术“心曲”。

■“00 后”单簧管
演奏家倪郅炜。

■青岛籍
小提琴家刘扬。

■指挥家张国勇。
王 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