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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诸葛晨晨/文 杨 辉/摄
四月，一股宋韵轻风吹进第39届上海

之春国际音乐节现场，为这场盛大的音乐
盛宴增添韵味。

4月2日晚，台州市民乐团携大型原创
民族交响情景音乐会《宋韵台州》献演上
音歌剧院。

此次音乐会由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中
共台州市委宣传部、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
游体育局、台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台
州市黄岩区人民政府主办。

看点一：名团名家联袂打造

千年宋韵文化是浙江最具标志性的
文化名片。台州历史文化繁盛于宋、传承
于宋。宋代台州文教兴盛而被称为“东南
邹鲁”，后世沉淀了丰厚的宋韵文化资源。
近年来，台州致力于打造“宋韵文化台州
版图”，让宋韵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活力。

2022年年初，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
体育局牵头策划台州第一部以民族交响
乐形式反映宋韵文化的原创音乐会。台州
市民乐团挑起这一重大题材的演出任务。

台州市民乐团成立于2007年，是隶属
于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的非职
业演奏团体。民乐团参加过各种大型演
出，曾出访巴西、葡萄牙等国进行文化交
流，并在浙江省和长三角地区民乐比赛
中，取得过不少优异成绩。

“我们有信心，把这台音乐会打造成
具有浓郁宋韵文化特色、展示台州形象的
艺术精品，让台州民乐事业再上一个台
阶。”指挥兼团长张觉平说。

作为台州首部以民族交响乐形式反
映宋韵文化的艺术长歌，《宋韵台州》特邀
国家一级作曲家、原上海民族乐团副团长
周成龙倾力打造。

周成龙与台州有过多次合作，曾为台
州市民乐团打造了《和合·音诗》《垦荒之
歌》《桐坑星火》等具有台州味道的作品。

接到任务后，周成龙多次前往黄岩、天
台等地进行采风，与台州民间艺人交流，聆

听传统音乐的韵律，感受台州的历史和文
化。经过半年时间的打磨，他创作了11首演
奏形式多样、表演形式丰富的乐曲，以音乐
的张力让历史和传统文化焕发新生。

看点二：走出台州走向世界

2022年11月9日，作为台州市2022市
民艺术节的重磅节目，《宋韵台州》原创大
型民族交响情景音乐会在黄岩首次亮相，
一炮打响知名度。

从2023年3月开始，《宋韵台州》在台州
市图书馆开启常态化驻场演出，让更多人感
受宋韵魅力。同年9月，台州市民乐团带着
《宋韵台州》序曲，随台州友城文化交流团前
往德国哈瑙，在友城刮起了最炫“民族风”。

2023年10月，台州市民乐团首次将这
台音乐会完整地带出台州，献演浙江省人
民大会堂。“经过多次的舞台实践，不少业
内专家对这台原创音乐会给予肯定，鼓励
我们冲刺更专业的舞台。”张觉平说。

此次亮相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宋
韵台州》成为台州文化接轨大上海的又一
场盛宴。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是一个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音乐节展。1960年正式以上海
之春名字登上历史舞台，60多年来，涌现
了一大批经典作品和音乐家。

值得一提的是，台州市民乐团指挥兼
团长张觉平曾于 2021年荣登第 37届上海
之春国际音乐节，举办“胡途”半生——张
觉平胡琴独奏音乐会，也实现了台州民乐
亮相专业音乐舞台的新突破。

去年省城成功演出后，在市文化和广
电旅游体育局牵头下，张觉平携市民乐团
申报参加第3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

今年2月，他们正式收到了组织方的邀
请通知。张觉平的激动之情难以掩饰。他介
绍，上海之春音乐节对于海内外音乐团体
及作品的遴选标准极为严格，需要经过音
乐节组织委员会和音乐节艺术委员会的多
重审核与投票筛选。“作为一支非职业文艺
团体，能够登上享有盛誉的音乐节舞台，是
一项巨大的荣誉和挑战。”张觉平说。

此次上海行，台州市民乐团特邀原江
苏民族乐团团长王爱康，搭档张觉平、叶
益平共同担任指挥。

“大师的加入，如有神助。”张觉平说，3
月，市民乐团在椒江开展集训，王爱康不辞
辛劳赶到现场悉心指导，为乐团成员们提
供宝贵建议。在他的悉心指导下，乐团在声
部平衡、整体表现等方面都有了显著提升。

看点三：民乐演绎宋韵新声

当晚的音乐会，充分展示高水准民乐
大团的综合实力。《宋韵台州》由4大章节、
11首乐曲组成，是一台集民族管弦乐合
奏、小合奏、重奏、齐奏、独奏，并运用独
唱、朗诵、伴唱等多重形式的音乐会。

在“序曲”章节，一首气势磅礴的开场
曲将观众瞬间带入“台州地阔海冥冥，云
水长和岛屿青”，生动呈现台州美丽山川
与人民幸福生活。

在“礼乐”章节，无论是体现台州文教大
兴、三教圆融、和合发端的《和合之风》，还是
体现风雅处是平常的《品香点茶》，抑或还原
宋代南戏在台州盛况的《南戏之腔》，令观众
不禁拍手：“这就是宋韵的文艺范。”

“市井”与“灯会”章节，通过二胡与弹
拨乐《杏花天影》、笛子二重奏《童趣》、民
族管弦乐《春溢市井》等乐曲，展现了台州
民谣、民歌等与民族器乐间的和谐共鸣，
唤起观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感共鸣。

在音乐创作方面，创作者提取南宋姜
白石创作的宋曲音韵，在保留民族调性的
同时，又借鉴了西方传统曲式结构，实现
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

台州本地的民间小调、民歌、戏曲，也
成为作者创作灵感的主要来源。如《南戏
之腔》中的台州乱弹，还有大量以台州民
俗文化和历史元素为背景而创作的曲目，
例如宁溪二月二灯会、南宋赵伯澐墓考古
发现、南宋女词人严蕊等。

《宋韵台州》还通过每一个细节，彰显
主创团队的智慧和才华。大到舞美、光影
设计，小到道具、服化、节目单等，每一个
环节都经过精心设计，让观众能够迅速沉

浸到一个写意婉约、宋韵悠长的舞台中。
此次音乐会集合舞蹈、戏曲等各类与

南宋文化有关的元素，为现场观众带来新
颖的审美体验。如在《春溢市井》《二月二》
等作品舞台中，诗意地描绘繁忙的农耕生
活、热闹的灯会市集等人文图景。这些南
宋元素还通过现代舞台表现手段，让观众
在光影交织间感受东方美学的艺术价值。

音乐会谢幕环节，屏幕开始滚动播放
《台州历代名人录》《台州进士名录》，以另
一种方式讲述台州人文历史。谢深甫、戴
复古……那些在历史长河中闪耀的台州
名人如同繁星点点，照亮了观众的心灵。

专业人士连连点赞

整台音乐会，一次次带来深入人心的
音乐体验和情感共鸣。每首曲终，现场都响
起热烈的掌声。张觉平说：“我们将以此次
演出为契机，进一步提升质量，在更加广阔
的舞台上，以民族交响讲好‘台州故事’。”

此次音乐会还吸引上海音乐学院高校
老师、民乐从业者等专业人士到场观看。

上海音乐学院打击乐教授、博导杨茹
文听闻家乡作品来上音歌剧院演出，特地
前来捧场。“这是一组带有浓厚台州文化
烙印的民乐作品，有情感、有内涵、有温
度，能够让我们沉浸其中，润泽心灵。”他
也惊喜于台州市民乐团，这支来自地方的
非职业音乐团体，坚持用作品实现创新突
破的艺术巧思，“期待台州市民乐团能创
作出更多时代精品。”

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苏潇总
结整台音乐会的特点是“好听、好看、好
玩”。音乐会既有民族绚丽缤纷的音乐语
言，又有大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为观
众献上一场荟萃宋韵美学的视听享受。

秦皇岛民乐团艺术总监张珽多次观看
《宋韵台州》演出，对宋韵有了更深入的解
读，“沉浸式的舞台、古朴典雅的风格、动人
心弦的曲韵、优美迷人的吟唱……通过画
面与音乐直观体验台州的宋韵风情。”

原江苏民族乐团团长、作曲家、指挥
家王爱康认为，一场能够给观众带来全新
感受的大型音乐会，其关键要素在于创作
的高水准、曲目的新颖结构以及演奏的规
范性。台州市民乐团通过音乐会，充分展
示了专业的业务水准与全面的艺术素养。

作曲家周成龙见证了台州市民乐团
一场接一场的精彩演出，作为创作者，他
感到无比自豪和欣慰，“期待与台州市民
乐团的下一次合作。”

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陈波表示，大型原创民族交
响情景音乐会《宋韵台州》是台州推进宋
韵文化传世工程，增强文化自信自强的一
次生动实践。

“近年来，台州厚积薄发，在文艺领域
的投入和产出取得了显著成果，不少文艺
精品在国家级、省级舞台上大放异彩，为
提升台州的城市形象和文化软实力作出
了重要贡献。”陈波说。

其中，既有本土文艺团体深耕文化沃
土，涌现了台州市乱弹剧团、台州市民乐
团、台州市教师合唱团等，创排台州乱弹现
代戏《我的芳林村》、大型原创民族交响情
景音乐会《宋韵台州》《诗路长歌——浙东
唐诗之路原创合唱作品音乐会》等文艺精
品；也有借助专业院团外援力量，如台州与
杭州越剧院、浙江歌舞剧院等专业院团合
作，打造《第一缕阳光》《风起大陈》等舞台
精品，为观众带来高质量的艺术盛宴，也为
台州文化事业的发展注入新活力。

《台州宋韵》参加第3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

最国际的舞台 最台州的音乐

台传媒记者卢珍珍

4月 1日，全省各涉旅协会秘书长相聚在
台州，参加“追着阳光去台州”文旅推介会。此
次推介会也是全省涉旅协会秘书长台州采风
活动的开始。

台州拥有丰厚的文化和旅游资源，兼具
山、海、水的自然品性，全市域上等级文化旅
游资源单体超 2000个。去年，我市以“亚运会”
举办为契机，开展“浙东唐诗之路消费季”“金
秋台好玩”文旅消费季等系列活动，修订实施
《台州市游客招徕奖励办法（试行）》，常态化
开展“台州人免费游台州”工作，发放美食、市
集、景区消费券 2000多万元，撬动文旅相关消
费 1.5亿元。

今年春节假期，我市共接待游客 343.46万
人次，列全省第五，按可比口径比上年增长
25.49%，比 2019年同期增长 35.27%，增幅为全
省第一，来台州过夜游客平均停留夜数4.71夜，
列全省第一。

作为山海水城，除了好玩，台州市文旅推介
官还把台州“糯叽叽”“甜蜜蜜”“鲜嗒嗒”介绍给
大家。仙居文旅推介官则介绍了神仙居景区及
优惠政策。

当天晚上，一行人夜游了葭沚老街，在淼
淼江南水韵的灯光中，重新认识老街的文化
底蕴和新颜。4月 2日，采访团队前往神仙居
景区考察。

全省涉旅协会
秘书长在台州采风

台传媒记者吴世渊

3月31日，法国音乐喜剧《鳟鱼》，在黄岩区
文体中心上演。

1817年，20岁的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创
作了一首钢琴五重奏乐曲《鳟鱼》。这是一首深
刻的音乐叙事作品，讲述了可爱的鳟鱼，在清澈
小溪中快活游动，却被渔人所捕获。

而本次在黄岩演出的《鳟鱼》，经过法国Ac⁃
cordzéam乐队的改编，原来的悲剧收尾，被改成
了欢快而富有哲理的结局。

Accordzéam乐队，成立近 20年，由小提琴
手拉斐尔、吉他手乔纳森、低音提琴手马尔努
里、风琴手阿拉德和打击乐手兰纳等五位成员
组成。他们从古典音乐中汲取养分，又融合爵士
音乐的自由和即兴、摇滚音乐的疯狂肆意以及
电子音乐的现代新颖，让人耳目一新。

《鳟鱼》在他们的演绎下，与其说是音乐剧，
不如说更像一场疯狂的派对。在舒伯特原曲的
基础上，乐队大胆加入了许多元素，如经典的
《波基上校进行曲》、中国乐曲《茉莉花》、电子游
戏《超级马力欧》的主题曲。他们精湛的演奏技
艺、夸张幽默的肢体动作，在令观众叹服的同
时，也赢得了满堂欢笑声。

拉斐尔在演出的最后，秀了一段中文，
大意是说，我们要像鳟鱼一样，勇敢探索世
界，勇敢地去呼吸，世界各地的音乐，是没
有界限的。

本场演出由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
育局、黄岩区人民政府主办，黄岩区文化和
广电旅游体育局、黄岩交通旅游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承办，隶属于“黄岩有戏”文化演艺
品牌。今年，黄岩将引进不少于 50 场的高端
演出，致力于提升城市文化气质和市民文化
生活品质。

法国的《鳟鱼》
这次游到了黄岩

台传媒记者陈伟华

“来了，来了！”3月 30日上午，得知台州市
表演艺术家协会会员们要来，临海市大田街道
岭里村的村民们，早早守候在村文化礼堂门口
等待。

“我们给大家带来几个文艺节目，有萨克斯
演奏、独唱、舞蹈等。今后，我们还会继续组织文
艺志愿者来开展活动。”台州市表演艺术家协会
主席陈文彬说。

岭里村历史悠久，有耕读传家、崇文厚德的
文化传统。40多人的采风团首先参观了岭里村
文化礼堂。该礼堂由钱氏宗祠改建而成，2016年
正式投用，内设“博益堂”、农家书屋等，为村民
们创造舒适的学习环境。村里先后组建舞狮队、
排舞队、文艺赋美团队等8支队伍，为乡村文体
工作添砖加瓦。

“我们充分挖掘村落历史文化，把文化礼堂
打造成传承文化的新载体、传播文明的新平台、
展示村庄的新窗口。”临海市大田街道文化站站
长郑秋临说。

当天，2024年大田街道乡村艺校春季班开
课仪式举行，春季班开设音乐、书画、器乐、舞蹈
等课程，均请来专业老师授课。

随后，采风团来到岭里村的桃园，这里的桃
花已竞相绽放，漫步其中，春意盎然。近年来，岭
里村依托生态优势，鼓励乡村经济组织、农户发
展黄桃产业，200多亩桃园也成了游客的打卡
地。这不仅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也进一步推动农
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市表演艺术家
协会赴岭里釆风

台传媒记者陈伟华

3月29日上午，临海市小芝镇老粮仓桐
峙里博物馆，由该镇乡贤包彦芬联系展出的

“万般滋味、皆是生活——丰子恺艺术生活
特展”启幕。

丰子恺是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之一。他提
倡“美育”，以幽默风趣的漫画闻名于世。早期漫
画大多取自现实题材，带有“温情的讽刺”，后期
常作古诗新画，尤喜创作儿童题材的作品。

此次展览，共展出他的40多幅画作，其
中不乏精品力作。

如《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是丰
子恺公开发表的第一幅漫画，体现出他颇高
的“以书入画”的天赋。通过干湿浓淡的线条
塑造形体，赋以其“淡彩”绘画技法。欣赏后
发现，两张藤椅的外轮廓，以湿笔绘制，内凹
的立面用的是枯笔，既使画面灵动透气，又
使空间具有虚实层次。廊柱“以线造型”的特
点更为明显：右侧的湿笔与左侧的枯笔，自
然体现圆柱明暗向背的效果，远观浑然一
体，近看细腻丰富。画中的竹帘与树叶、月亮
与藤椅、廊柱与栏杆，两两呼应，形成丰富多
变却井然有序的色彩构成之美。

诗配画《豁然开朗》，也让台州观众耳目一
新。这幅图片的内容是：一对父子穿过悠长的
山洞，走到尽头，发现又是一片美丽的风景，瞬
间就豁然开朗。画上配诗更是绝妙无比，体现
了画家的自然无争、雍容恬静的胸怀，对观众
而言，不仅是人生哲理，还是心灵指南。

丰子恺的作品涵盖多个领域，包括绘
画、散文、音乐、文学等。他的画作，风格简
约、清新、自然，且善于通过细节描写，展现
人物的内心世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
的散文则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用平易近人
的语言描述生活点滴，却能够引发人们对人
生和社会的深刻思考。

据介绍，此次画展由小芝镇党委政府主
办，临海谷堆山文化有限公司、白鸽山书屋
协办，至4月19日结束。

为了让更多市民了解丰子恺及其漫画

的艺术创作风格，4月 14日下午，小芝镇还
将邀请丰子恺的外孙宋雪君来小芝镇乡村
振兴培训中心剧场，作《丰子恺的儿童漫画》
的专题讲座。现已退休的宋雪君，原为上海
工程技术大学教师。届时他将领现场听众，
共同走进丰子恺的漫画世界。

童年与青年时期，宋雪君都生活在外祖
父的身边，在绘画风格上深受其影响。外公离
世后，他长期从事丰子恺艺术研究，学习丰子
恺字画。此次台州之行，他将以自己在外公身
边的经历，以及对丰子恺艺术的研究，解读丰
子恺的儿童漫画和教育理念、人生哲理等。

“近代著名画家丰子恺的漫画，之所以能
够赢得如此多人的喜爱，不仅是因为他辛辣
的讽刺手法，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贴近普通
百姓的生活。我们常常能够从他的漫画中找
到自己的影子。”小芝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一场别开生面的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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