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来越有中国味道
新年音乐会作为舶来品，在融入中国

社会的过程中，中国味道越来越浓，时间也
从元旦持续到春节。吴涵教授表示，更大
的变化表现在曲目选择上。“演出曲目此前
几乎照搬，清一色的施特劳斯、贝多芬、莫
扎特等。如今，当欣赏新年音乐会成为国
人的新年俗，各地新年音乐会的曲目则日
益本土化、地域化，不仅有西方古典音乐，
还有大量民族民间音乐。”

以成都的新年音乐会演出市场为例，
就有《天姿国乐·春江花月夜》2024 国潮新
年音乐会、《二十四伎乐戏剧国风音乐会

〈唐·宫乐宴〉2024 新年版》等相继上演。
从六月盛夏到岁末冬寒，成都出品的《唐·
宫乐宴》走过了全国 20 来个城市，场场爆
满。单是本月25日晚在上海的演出，已经
是第三次登陆沪上，每一场音乐会，“就像
是一场传统文化爱好者的大联欢，我们和

观众的双向奔赴。”二十四伎乐主理人吴彦
霖表示。

自从2020年接任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
会长以来，琵琶演奏家吴玉霞内心一直有
个声音：“维也纳有新年音乐会，为什么我
们没有属于自己的新年音乐会？民乐根植
于我国文化的肥沃土壤，随着民乐逐渐被
大众了解、喜爱，我们可以越来越多地在重
要场合演奏民乐，用本民族的音乐语言讲
述中国故事，表达中国人的情感，传递中华
民族文化。”于是，国家大剧院与吴玉霞一
拍即合，2021年首次推出了“国韵悠长——
中国民族管弦乐新年音乐会”。这场被誉
为民乐界超一线演奏家“顶峰相见”的音乐
会，本月23日又如约而至，星光璀璨。指挥
家张列执棒，会聚了古琴演奏家龚一、二胡
演奏家于红梅、马头琴演奏家齐·宝力高、
阮咸演奏家冯满天、唢呐演奏家牛建党、青

年打击乐演奏家尹飞等老中青三代民乐
人，在悠长的国韵中，观众听见海纳百川的
融贯之美及包容并蓄的民族气概。

25 年前的除夕，从金色大厅里飞出的
第一支经典，不是惯常的施特劳斯圆舞曲，
而是李焕之的《春节序曲》。1998年1月27
日，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里，指挥家陈
燮阳率中央民族乐团第一次奏响了中国民
族音乐。如今，在这座音乐厅里，每年春节
期间上演“中国新年音乐会”已成常态，成
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和中外文化交
流的桥梁。在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赵聪看
来，民乐之所以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和
喜爱，这是文化自信的体现，“作为民乐人，
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传统民乐，一定要有
所创新。我们不仅要把这份具有时代特
色、时代印记的中国民乐传递给中国观众，
更要传递给全世界观众。”

新年音乐会，传达着全世界的人们对
文明、欢愉、向上与和平的期待。2024即将
来临，前路总有未知，幸有乐声相伴。

实现审美理想的最大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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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雅、轻松
华丽、热烈

如果说在21世纪的今天，一向被视为
小众艺术的古典音乐在哪个时刻可以成为
突破艺术界限、走入全球视野的焦点事件，
拥有超过90个国家和地区电视转播、上亿
观看人数和动辄百万级唱片发行量的维也
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无疑是最具说服力
的代表。

在2024新年来临之际，对于很多音乐
爱好者来说很重要的一个仪式，便是观看维
也纳新年音乐会。高雅、轻松、华丽、热烈
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最大特点。2024年
1月1日，CCTV音乐频道和央视频“央视音
乐”账号将同步推出。

2023年奥地利指挥家弗朗茨·威尔瑟-
莫斯特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刚刚结束，维
也纳爱乐乐团就公布了2024年的指挥——
克里斯蒂安·蒂勒曼。这也是他继2019年
首次登台之后，再度回归金色大厅执棒新年
音乐会。

蒂勒曼被媒体一致认为是德国古典音
乐复兴领军人、最权威的德奥作品诠释者之
一。而在中国，广大乐迷亲切地称他为“大
熊”，这一绰号的由来主要在于他那熊一般
的魁梧身形，和他那在指挥台上略显笨重的
手势及动作。

蒂勒曼1959年出生于柏林，目前，担任
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首席指挥的蒂勒曼
仍旧与世界上许多一流乐团保持合作，其中
也包括维也纳爱乐乐团。今年9月，他也获
得了全新任命：即将从2024年9月起接替巴
伦博伊姆，担任柏林国家歌剧院总监一职，
为保持和扩大歌剧院影响力而努力。

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主席丹尼尔·弗洛绍
尔早前公布了2024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
乐会的曲目，其中共有约翰·施特劳斯《费
加罗法兰西波尔卡》《夜莺快速波尔卡》等9
首作品是首次出现。指挥家和乐团不仅挖
掘了施特劳斯家族成员的一些冷门作品，还
首次将伟大的奥地利作曲家安东·布鲁克纳
的作品纳入音乐会中，《四对舞》将会回响
金色大厅。之所以选择布鲁克纳，是因为
2024年将迎来这位作曲家诞辰200周年。

蒂勒曼早在2018年就与维也纳爱乐乐
团共同计划，在未来5年完成对他所有交响曲
的演绎，以此来迎接盛大的2024诞辰纪念。
2018年5月2日，他们率先演出了布鲁克纳的
《c小调第二交响曲》，获得了包括《留声机》杂
志在内的多家权威媒体的报道和赞誉。随
后，蒂勒曼与乐团的每一次布鲁克纳演绎都
备受瞩目，他们共同录制的布鲁克纳交响曲
全套专辑也已发行。近日接受采访的蒂勒曼
说：“现在的我相比年轻时，已经更能够触摸
到作品的脉搏，这对我诠释布鲁克纳的作品
至关重要。越到生命后期，布鲁克纳对交响
曲的整体结构愈发精通，在指挥了第八、第九
交响曲三遍、十遍甚至更多之后，我会思考：
是不是应该让渐强晚一点再推进？”正是这份
对音乐的执着探索与敬畏之心，让全球的音
乐家、交响乐团和乐迷都非常喜爱蒂勒曼和
他的演绎，并将他视作是指挥大师富特文格
勒和卡拉扬的继承人。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乐音通过卫星信号
进入中国已36载，对于越来越多的人而言，

“在新年到来之际听一场音乐会”已经从一种
带有猎奇感的时尚变为了习以为常的仪式，
尤其是今年全国音乐演出市场爆发后，“新年
档”毫无疑问地被乐迷们寄予了对于2024年
的新期待。

新年音乐会听的是什么？鉴于新年音
乐有着多种功能承载的特殊性，华南师范大
学音乐学院副教授麦琼带来自己的观察和
思考。

麦琼认为，音乐会是几百年来人类文化
创造的最高成就，“好的文化都有着强大的生
命力，城市的工业文明发达之后，音乐会是实
现市民审美理想的‘最大公约数’，甚至可以
说，音乐会是文明社会中健康文化生态的基
本保证。”这不仅体现在音乐会催生出无数伟
大的音乐作品，更在于其本身——作为一种
审美仪式的意义。音乐厅是现代文明的重要
承载，每一座城市、每一个成熟的社区都将音
乐厅作为标配和“首善之所”来建设，说明人
们对此已经是集体自觉。“为什么人们热衷于
去参加音乐会呢？这个问题既好回答又不好
回答，就类似于为什么人们希望幸福生活一
样。就是喜欢啊，欣赏音乐是美好的，寻找、
享受美是人的本能，而音乐会提供了这种可

能。这大概是最简单的回答吧。而要找到理
据，逻辑严密地郑重回答这个问题，却是不太
容易的事情。不过，这个回答的必要性不强，
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倒是另外一个问题常
常被对新年音乐会不甚了解的朋友提起：新
年音乐会听的是什么？”

要议清楚这个问题，麦琼说，首先就要理
解新年音乐会是音乐会中的一个独特品种，不
免有些文化属性上的特殊性。“其实要说特殊，
也不能过于夸张，就其内容和形式而言，是可
以与一般音乐会无异的。只是因为在除夕和
新年档期主办，时间因素决定其庆祝新年、普
天同庆的功能。”这就不得不提到维也纳新年
音乐会，音乐会中特殊的特殊，是一百多年以
来奥地利人一直刻意培育的文化IP。“1987年
春天，中央电视台录播了由指挥大师卡拉扬执
棒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迄今为止，在央视几
十年的坚持渲染下，新年音乐会也成为新时期
的一道文化风景，与同期诞生的春节联欢晚会
相映成趣。在逐渐富裕起来的大中城市也都
相继拥有了自己的新年音乐会。原来自己没
有条件的地方（主要是小城市和企业机构）也
以购买的方式过了一把瘾，如今连县区和学校
也纷纷建起自己的乐队热闹了起来。”多了，自
然就会变得多姿多彩而又鱼龙混杂，不免惹来
微词。不过，麦琼看来，新年音乐会虽不能代

表近年音乐文化的发展水平，但是其普及古典
音乐的积极意义不容忽略。

其次，新年音乐会到底听什么？“既是辞
旧迎新，自然是应该高高兴兴，东西方都一
样，文化形式有异，精神实质是一样的。过
年，在农业时代就代表着很高的文明。平
安、吉利、喜庆，跨越，需要一个仪式感强的
集体方式，内容一般是被淡化的，气氛的营
造和吉祥的寓意至为重要。”用什么内容才
能体现这种仪式文化？换句话说，新年音乐
会我们能听到什么呢？麦琼说，观之世界目
前两巨头（维也纳爱乐乐团和柏林爱乐乐
团）的新年音乐会，似乎可以作为典型代
表。他细细道来：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主要演的是自己引以
为傲的施特劳斯家族作品。优美的圆舞曲和
活泼喜悦的气质，自然契合上述言及的新年
气氛和仪式要求。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高水平
演奏，以及养眼绮丽的风光、翩翩起舞的俊男
美女，也不乏贵气。“因此，即使是年年‘拉德
茨基’又何妨，要的就是这种固定模式的亲切
感。再玩一下神秘的指挥遴选和新曲选择等
话题，每年岁末人们翘首期盼也就不足怪
了。对于某些乐迷，‘听指挥’也是一个噱
头。这一套路大小新年音乐会常玩，耳熟能
详的曲目一定是音乐会的曲目主体，指挥和

演奏家的明星效应是核心，新作品推荐一般
是不适宜的。”

回看柏林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的品牌
早被维也纳爱乐乐团“注册”，抢了先机，当然
不能像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那样年年
重复曲目，而是需要另辟蹊径。新年音乐会
其实就是精品音乐会的打造。虽然有着非常
开阔的曲目选择，不过为了契合新年气氛，也
颇费思量。他们的指挥不玩神秘，一般由音
乐总监执棒，却在主题内容和特色上做文章，
并不随意。“就个人的审美意趣而言，我更喜
欢柏林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获得惊喜的概
率大得多。两巨头之外的新年音乐会，多数
倾向于柏林爱乐乐团的模式，因为维也纳新
年音乐会已经是世界的唯一。”

麦琼还说，环顾近年来中国各地新年
音乐会，似乎比欧美日韩更为形式多样，灵
活性强。近年还有花样层出的创新，有自
娱自乐的，有打明星牌的，也有商业考量
的，不一而足。譬如线上线下结合的，利用
新的传播技术满足更多朋友的参与感，从
商业出发的话可以圈尽可能多的朋友。这
时听什么很重要，是需要多种因素的考
量。而将新年音乐会与酒会联谊，挖掘这
种文化的深度与宽度，凸显的是音乐社交，
听什么就是其次了。

我
们
为
什
么
要
听
新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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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会

新年音乐会这种以管弦交响乐演奏
来迎接新年的形式诞生于欧洲，始于维
也纳新年音乐会。1847年12月31日，一
场音乐会正在维也纳郊外一个露天舞台
举行。当时莱比锡一家报纸描述道：“指
挥是一个卷发、肤色黝黑的人。他的嘴
唇微向上翘，给人一种富有天才的印
象。他举起小提琴，随着琴头的摇动，明
快流畅的音乐便从一个规模虽小但素质
很高的乐队中飘荡出来。”这个指挥便是
老约翰·施特劳斯。一个半世纪前的这
场音乐会，就是现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的起源。1939年12月31日，在维也纳金
色大厅内举办了首届“新年音乐会”，迄
今为止，在施特劳斯家族华尔兹、波尔卡
和进行曲轻盈而富有活力的节奏中，开
始新的一年，成为当地的一个传统，并逐
渐被世界各地借鉴，成为庆祝新年的重
要方式。

1987 年，中央电视台首次转播指挥
大师卡拉扬执棒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并在转播时对乐曲的内容、时代背景以
及奥地利的风土人情进行介绍，在观众
中引起强烈反响。创办于1993年的广州
新年音乐会、创办于1996年的北京新年
音乐会和成都新年音乐会，是我国比较
早的新年音乐会品牌，现已分别成为所
在城市的重要文化名片。时至今日，聆
听新年音乐会是全年的社会音乐活动中
最令人期待的“冬季限定”，也是乐迷们
不可或缺的仪式感之一。

中南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教师李
月晴注意到一个新趋势，最近几年，国内
外新年音乐会的市场也“卷”起来了，曲
目策划、音乐家阵容备受观众的关注，以
2023年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为
例，节目单上不包括返场加演的15首乐
曲中，有13首是首奏。“过去一百多年，新
年音乐会一直被看作是古典音乐界的标
志性仪式，是人们了解欣赏古典音乐的
重要窗口，还是各大乐团展示自身实力
的重要舞台。施特劳斯、贝多芬、莫扎
特、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等音乐大
师的作品集中呈现，交响曲、管弦乐、协
奏曲等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轮番上演。
以国内为例，近年来，虽然各地的新年音
乐会在保留曲目选择上不同程度地存在
着‘施特劳斯现象’，但新增曲目也日渐
多元化。这些曲目不仅体现了大众的审
美趣味，也反映了音乐界的最新成就和
发展趋向。”

可以看到，新元素、新题材和流行音
乐的加入，让新年音乐会新意频出。今
年，《活在爱里面！》金承志与上海彩虹室
内合唱团的新年音乐会已是第四个年
头，毕竟有什么比《活爱》这样一首“舞
曲”更具备过新年的仪式感呢？还有这
样一场高雅而不高冷、古典而不传统的
音乐派对，它让人想起每年夏天在伦敦
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的 BBC 逍遥
音乐节，在能容纳5000人的现场，观众可
以像看球赛一样看一场高水平的音乐
会，不用太在乎观演礼仪，自由自在地享
受音乐带来的快乐。这就是郎朗、林大
叶、石倚洁领衔的《与大师携手未来新年
交响音乐会》。上个月，郎朗刚在伦敦皇
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带来了两场音乐会，
现场因这位古典巨星沸腾。有人问了郎
朗一个问题：未来20年，还会有年轻人对
古典音乐感兴趣吗？郎朗说，这些年，他
目睹了许多古典音乐会的震撼、古典音
乐爱好者的痴迷、古典音乐作品的长效
和古典音乐节的繁荣。“随着时代的演
变，古典音乐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呈现
比较单一的格局。这些年来，古典音乐
教育更加普及，古典音乐会更加‘流行’，
上座率不断提高，许多重要城市都兴建
了新型大剧院、音乐厅，几乎各省都有自
己的交响乐团，听古典音乐会不再是一
种奢侈的享受，慢慢成为一种精神生活
的需求，融入更多人的生活。”

融入更多人的生活 还有几天，就是新年了。在2024年到来之际，用一场音乐会叩响新一年的乐章，是不少人迎接

新年的方式之一。昨晚，2024成都新年音乐会奏响万千气象，始于1996年的新年音乐会早已是成

都辞旧迎新最具标志性的文化活动之一。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新年音乐会在我国已成为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公共文化活动。据不完全

统计，新年前后，有100多个城市举办各种类型的新年音乐会。

我们为什么会在新年去听音乐会？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黄宗权认为，如果站在一个国家或者文

化共同体的角度来看，世界各国的新年音乐会大致具有四个特征：“传播公共性”“承续节庆性”“文

化精华性”和“民族特异性”。“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新年音乐会展示的总是人类文明、优雅的

侧面，轻松、热烈、欢快、喜庆几乎是所有新年音乐会的共同特点，这也满足了人们对新年的期待。

其审美意蕴、艺术价值和仪式感，呼应了哲学家席勒所说的‘振奋性的美是一种需要’。”中南民族

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副院长吴涵教授进一步认为，新年音乐会已经从单纯的文艺演出发展成一种艺

术符号、文化品牌，欣赏新年音乐会也逐渐成为国人的一种新年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