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 年秋天，英国皇家爱乐乐团奏

响了上海音乐厅历史性平移工程之后的

第一场音乐会。 2024 年 8 月，这支乐团

在音乐总监、指挥家瓦西里·佩特连科的

带领下“穿越回家” 。

始建于 1930 年的上海音乐厅，前

身为南京大戏院， 是由中国建筑设计

师自行设计的具有西方古典主义风格

的戏院。它曾是上海交响乐团前身“工

部局乐队” 的首演地，抗战胜利后梅兰

芳在这里复出表演了 《贵妃醉酒》。

1959 年更名为上海音乐厅， 成为全国

第一座专业音乐厅， 它不仅是中国现

当代音乐史和上海城市发展史上的重

要地标， 更承载了一代代申城爱乐者

的深情记忆。

为顺应上海城市改造规划，2002 年

2 月 16 日音乐厅 “开步走” ， 经过近

200 个日日夜夜， 五千多吨的建筑整体

向东南方向移动了 66.46 米， 并抬高

3.38 米， 创下了中国建筑平移史上的

“首例” 奇迹。驻足新址的上海音乐厅于

2004 年 10 月 1 日正式对外开放， 首场

演出正是英国皇家爱乐乐团。 二十年

后， 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 2024—2025

音乐季开幕演出， 英国皇家爱乐乐团穿

越 20 年时空再次登台，用瓦西里·佩特

连科的话来说：“我们回家了！ ” 而有古

典音乐界“破圈者” 之美名的小提琴家

陈锐近年来因短视频在互联网上爆火，

吸引了大批年轻乐迷早早在音乐厅外排

起长队。 演出中，陈锐用科恩戈尔德《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Op.35）、 新专辑

《小夜曲》“全球首演” 和他标志性的帕

格尼尼第 21 号随想曲，高燃运弓，实力

线下“宠粉” 。中西合璧的曲目和非凡的

音乐体验， 呈现平移 20 年来音乐厅与

上海这座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时空共振、

灵魂共鸣。

举世无双的 “平移工

程” 见证城市发展变迁

“当年听到音乐厅要平移的消息，

对于我们简直是天方夜谭， 生怕把这个

历史建筑给毁了。 ” 著名指挥家张国勇

教授回忆起当年平移工程的 “惊心动

魄” 仍然“心有余悸” ，“平移工程完工

后， 内部音响效果和后台设施都有很大

的改观，外围绿化环境也变得非常好，我

心里面总算松了一口气。 ”

1983 年张国勇从上海音乐学院作

曲指挥系毕业时的毕业音乐会就在上海

音乐厅举行，1997 年从莫斯科留学归来

后的首场演出也在这里。 平移之后，更

多次指挥上海歌剧院乐团、 上海交响乐

团等乐团在音乐厅演出。 在张国勇眼

里， 全国第一座专业音乐厅有着最厚重

的历史感，“这是最珍贵的” 。 “作为国

际化大都市的上海， 不光需要有现代的

东西，更需要有传统的东西，因为艺术发

展需要一个传承的过程。 上海音乐厅见

证了上海文化发展的历程， 起到了一个

承前启后的作用。 ” 他说。

“40 年前，我第一次听到科萨科夫

的《天方夜谭》，就在这里。 ” 资深音乐

爱好者、著名文艺评论家毛时安说：“近

20 年来，亚洲演艺之都高速发展，剧场

越建越多， 但上海音乐厅走出自己小、

精、特、专的特色道路，为这座城市作出

了独特而杰出的贡献———坚持以人为

本、主动亲近服务广大音乐爱好者，成为

几代上海市民心中的 ‘音乐文化客

厅’ 。 ”

乐迷心中的 “无可替

代” ， 让文化地标从历史走

向未来

上海音乐厅平移后茁壮发展的二十

年正反映了上海古典音乐文化市场二十

年的变化发展———音乐会的氛围越来越

好，听众欣赏水平和文化品位越来越高。

与上海音乐厅有着二十年亲密接触

的资深乐迷刘恩惠就是见证人之一，

“2004 年是我对现场音乐会开始产生

兴趣的第一年， 在这之前我更习惯在家

里用音响来听古典音乐。 上海音乐厅完

成平移是一件大事， 但当我知道英国皇

家爱乐这场平移开幕音乐会的时候，票

已经卖完了。 ” 刘恩惠清楚记得，开幕音

乐会正值国庆节放假， 心有不甘的他来

到音乐厅新址的门口， 希望能够等到一

张退票，“最后我在周围盘桓了半个多

钟头，没有成功。 ” 不过，二十年来，刘恩

惠已在上海音乐厅观看了很多场音乐

会， 既有令他印象深刻的杨松斯率领的

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 蒂勒曼率领的

慕尼黑爱乐乐团等世界顶尖乐团的音乐

会，也有多场“星期广播音乐会” 等公益

演出，弥补了他缺席平移后“开幕音乐

会” 的遗憾。

刘恩惠说：“最近几年我对上海城

市历史更加感兴趣， 收集了大量历史老

照片和历史档案资料， 并尝试通过短视

频来介绍这座城市的历史与变迁。 在这

个过程中， 我发现上海音乐厅对于这座

城市重要的文化意义。 只要这座经典建

筑伫立在这里， 看到它的人们就会想起

自己曾在音乐厅里经历的心动时刻、度

过的美好时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海

音乐厅在上海文化生活中、 在乐迷心中

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

名团“回家” ，见证“破

圈” 小提琴家陈锐成长

为平移 20 年的特别呈现，上海音乐

厅邀请到 20 年前平移完成后首个登上

“新音乐厅” 舞台的世界著名交响乐

团———英国皇家爱乐乐团携手瓦西里·

佩特连科、陈锐联袂演出。乐团代理总经

理休 - 戴维斯为了 20 年后的 “穿越”

归来特地送上满满祝福：“我们向上海

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福， 祝愿音乐的力

量经久不衰， 祝愿合作的精神与友谊的

纽带将我们长久凝聚在一起。 ” 可见乐

团与上海音乐厅情缘深厚， 非一朝一夕

而成。 瓦西里·佩特连科也曾在 14 年前

率利物浦皇家爱乐乐团在此登台，“这

里的建筑风格和艺术氛围，让我有‘回

家’ 一样的感觉” 。

值得一提的是陈锐时隔多年的亮

相。 毕业于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的他，

早在 15 年前获得伊丽莎白女王大奖后

就曾亮相上海， 并与上海交响乐团有过

多次巡演合作。近年来，陈锐通过社交媒

体和短视频传播，以古典音乐“破圈者”

的美誉与千万级数量的新听众建立了连

接。 他在演出前接受媒体访问时分享了

自己从执念于“小提琴演奏家” 到热衷

于“音乐推广人” 的心路转变。“音乐不

再是目的地，而只是我和人们（听众、网

友、青少年学生）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影

响、分享能量的过程。 ” 他说，从儿时偶

像、 杰出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身上学到

很多，“音乐仍然是我的兴趣和热爱，但

重心是人。 ” 所以，他花许多时间在公益

事业、流行文化和互联网传播，也很开心

无数人从网上刷到他的街头即兴视频，

而最终走进了剧场来“面对面” 交流。有

趣的是，陈锐所用那把 1714 年“海豚”

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 曾是著名小提琴

家亚沙·海菲兹的专属，此琴 2008 年曾

随日本小提琴家诹访内晶子到访过上海

音乐厅。 这一晚，“传承” 和“成长” ，在

这个舞台有了美妙的具象。

曲目中西“合璧” ，音乐

文化在此碰撞交流

英国皇家爱乐乐团为上海音乐厅平

移 20 周年特别呈现的两场音乐会曲目

设计堪称中西 “合璧” 。 除 《天方夜

谭》、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等

经典的西方作品外， 曲目编排还加入了

中国作曲家关峡的《木兰诗篇》和谭盾

的 《卧虎藏龙》， 中西音乐在此碰撞激

荡、交融交流。

中国作品方面， 第一日上演关峡的

《木兰诗篇》，其创作内容来自中国古老

的文学创作《木兰辞》。这部作品最初是

以关峡和作家刘麟共同创作的民族主义

歌剧的形式上演， 在国内外都获得了非

凡的反响和赞誉。 这一版本是关峡应北

京现代音乐节总监叶小纲邀请， 将歌剧

《木兰诗篇》中的部分声乐、器乐段落重

新架构成的无声乐版《木兰诗篇》集成

曲。 相较于歌剧版本， 集成曲更加短小

精炼，能作为单独曲目在音乐会上演，同

时也能吸引更多的古典乐听众接触到这

部优秀的中国作品， 向世界展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第二日演的谭盾作品《卧

虎藏龙》选段，源起于 2001 年第 73 届

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 后作曲家将之

进行整理并独立出版，与张艺谋的《英

雄》、冯小刚的《夜宴》电影配乐，共同

组成谭盾《武侠三部曲》。

在西方作品方面， 第一日的科恩戈

尔德的《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由陈锐

与英国皇家爱乐乐团共同演绎。 科恩戈

尔德 1945 年创作的 《D 大调小提琴协

奏曲》， 凸显了这位作曲家在十二音与

序列主义横行的时代坚守晚期浪漫主义

音乐传统的决心。 另外， 佩特连科和乐

团还演绎里姆斯基 - 科萨科夫的交响

组曲《天方夜谭》、布里顿的《四首海的

间奏曲》以及肖斯塔科维奇的《D 小调

第五交响曲》。

邢晓芳 臧韵杰

本报讯 8 月 29 日在沈阳举行

的第 37 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

上， 黔版图书 《陈夔龙全集》 入选

2023年度全国古籍出版社百佳图书。

据悉， 此次年会由中国出版协

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主办 ，并组

织开展 2023 年度全国古籍出版社

百佳图书推荐活动，共有古籍类图

书 255 种 、 普及读物类图书 52 种

参加评选，经评议，100 种优秀古籍

类图书、12 种优秀普及读物类图书

入选。

《陈夔龙全集》共 10 册，是贵州

籍清朝总督、民国上海诗坛“逸社”

盟主陈夔龙的诗文著作全集及资料

汇总。 陈夔龙曾亲历晚清重大历史事

件，其诗文著作属于乡邦文献，对研

究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学具有重

要的价值。 《全集》主要依性质分为

内编、外编、附录三类。 内编为陈夔龙

本人诗文集汇总，外编为陈氏编纂家

人及诗友作品集，附录为涉及陈氏的

资料汇编。 其中内编分诗、文，诗集主

要有 《松寿堂诗钞》《花近楼诗存》

《鸣原集诗存》《把芬庐存稿》《集外

遗诗》，收录诗作近万首；文集有《庸

庵尚书奏议》十六卷以及《水流云在

图记》《梦蕉亭杂记》《集外遗文》。

外编分为诗、词。 该书入选贵州省重

大出版工程 《贵州文库》，2022 年由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新华社电 8 月 27 日，汇集全球

范围内敦煌学研究成果与相关一手

资料的敦煌学研究文献库上线。

这一文献库涵盖敦煌研究院馆

藏手稿、敦煌历史影像资料、敦煌学

特色电子图书、近现代以来国内外学

者的敦煌学研究成果等，提供统一检

索、新书推荐等服务。

“国际显学” 敦煌学涉及历史、

考古、艺术、文物保护等多学科，百余

年来已形成规模巨大的研究成果 。

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表示， 基于

“数据共享” 理念的敦煌学研究文

献库， 汇集了敦煌研究院珍贵的馆

藏资源和国内外学者在敦煌学研究

领域的研究成果。 数据库不仅能实

现相关资源的统一检索和调用，也

能为学者们开展系统性研究、 推出

更多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提供学术

支撑。

据悉， 敦煌研究院此前已建成

“数字敦煌” 资源库和“敦煌遗书数

据库” ， 实现了敦煌石窟高清数字化

图像资源和藏经洞数字资源的共享。

敦煌学研究文献库由敦煌研究院与

超星集团联合打造。

黔版图书《陈夔龙全集》入选

2023年度全国古籍出版社百佳图书

敦煌学研究文献库上线

� � � � 8 月 27 日，大型音舞诗画《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2024 全国巡演

在福州上演。演出共分为《舞从天山来》《歌飞新丝路》《交响昆仑情》三个篇章，通过

舞蹈、声乐、史诗吟唱、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等多种艺术形式，展现多彩瑰丽的美丽新

疆。 图为演员表演舞蹈《黑走马》。

新华 / 传真

� � � � 8 月 26 日，“红漫大别山———上海、 六安红色文化文物展” 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

纪念馆开幕。 展览展出约 60 件珍贵文物史料，展现上海、六安两地源远流长的红色血

脉。 图为观众在参观展览。

新华 / 传真

� � � �“文瀚雅集” 系列活动日前在中国国家版本馆启动，首场活动展出 9 位藏家的 30

余部珍贵藏书，并举办“走进古籍专题收藏的世界” 主题分享会。来自全国各地的藏家

进行了珍藏古籍展示，共话古籍收藏与文化传承。 图为活动上展示的藏品。

新华 /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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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近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6 届

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

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杰作” 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至此， 中国世界遗

产总数达到 59 项。

这是个值得开心的消息，但它引起

的关注与反响，却并不能用“轰动” 来

形容。 也许是“北京中轴线” 的文化遗

产地位过于牢固的缘故， 也许是几乎

所有人都认为入选世界遗产是板上钉

钉的原因，当好消息传来，大家都觉得

这在意料之中。

申遗成功所带来最直接的影响，是

把“北京中轴线” 列入 City� walk 计划

的人又多了一些。 从北边的钟鼓楼一

路往南，经过万宁桥、景山、故宫、天安

门、正阳门，一直到永定门，这一路上

的建筑，由 15 个遗产构成要素，每一个

都值得流连，全长 7.8 公里，是世界上

最长的城市轴线，全程漫步下来，从视

角到文化，从思想到精神，无疑都会受

到不小的冲击。

现在想到“北京中轴线” ，它作为

皇权观念的产物， 封建帝王的意志体

现， 以及古代中央集权的体制象征，都

被淡化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更多是它所

代表的城市规划设想，文化与文明的留

存，包括与百姓日常生活的融入……

“北京中轴线” 从 2012 年启动申

遗开始，就进入了反复被讨论、严谨被

论证、谨慎被执行的节奏与氛围，也恰

是在这种节奏与氛围里， 概念意义上

的“北京中轴线” 也从蒙尘的历史里，

愈来愈清晰地凸显在公众的生活中。

用通俗一点的话讲，“北京中轴线” 逐

渐被“擦拭” 得更为清晰、也更加吸引

人。 人们意识到，申遗会使得这一“理

想都城范式” 得到更好的尊重与保护，

亦会使历史与生活的粘连得更为真

实、妥帖、自然。

“北京中轴线” 的申遗工作，是充

分听取了多方意见的， 比如提出申遗

后不久， 就传出重建地安门的消息。

1955 年为改善交通， 地安门被整体拆

除，如果不重建，中轴线上的九门就只

剩八门，传统文化中的“天圆地方” 失

去了一个重要地标符号。 而如果重建，

一个散发着水泥味的 “新地安门” ，则

会像假肢一样， 被强行加到原有的古

老建筑体系里，显得不伦不类。 很快，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专家顾

问组在经过讨论之后， 决定不再复建

地安门，这也是对历史的一份尊重。 保

护“北京中轴线” 的价值在于，不再使

它遭受一丝一毫的破坏， 但对于已经

被破坏的， 谨记教训， 立一块碑在原

地，或是最好的纪念。

要不要拆除“北京中轴线” 附近的

现代化建筑，当时有两种声音：一种观

点认为， 中轴线两侧的现代化建筑和

中轴线的传统建筑格格不入， 应当列

入整治和拆除计划，而另有一种建议，

觉得不少现代化建筑修建于中轴线两

旁，既然已成既定事实，就不妨接受和

尊重———现代建筑也终将成为历史的

一部分。 这些现代化建筑，随着长期被

使用， 已经与人们的工作生活密不可

分，而且如果一拆了之，还会造成不小

的浪费。 最终，“少花钱、办大事”“不

扰民、 做实事” 还是成为 “北京中轴

线” 申遗的方针，这一方针也使得申遗

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在“不知不觉” 间

完成所有申遗准备工作。

北京中轴线上那些宏伟的建筑，见

证了诸多历史风云变幻，这次能够申遗

成功，也使得中国人心中那份文化自信

得到一次释放与巩固， 但更值得欣喜

的， 是申遗成功之后， 并非用无形的

“玻璃罩子” 把文化遗产“隔离” 起来，

使它变得遥不可及。文化遗产的最好留

存方式，是在与当代人的生活每时每刻

发生交流与互动，如此，文化遗产才能

焕发出光泽，如明灯一样，照亮人们对

美好未来的向往。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历史与生活可以如此粘连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评弹

上海音乐厅平移 20 年迎来英国皇家爱乐乐团“回家”

中西合璧带来非凡音乐体验

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 2024—2025 音乐季开幕演出现场。

上海音乐厅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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