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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生民樂》創新演繹傳統曲目
暌違12年 上海民族樂團再訪港

多感官體驗《樂意盎然》音樂會

大公報記者 劉 毅

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7周年，展示近年來
滬港文化交流的豐碩成果，由中國近現

代新聞出版博物館、上海市書刊發行行業協
會、上海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共同主辦，
香港出版總會、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
司、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香港中和
出版有限公司提供支持的 「慶祝香港回歸祖
國27周年─滬港最美書海報大展」 ，昨日
在香港集古齋開幕，展出119幅書海報，向公
眾傳遞閱讀之美。展期至8月11日。

滬港最美書海報大展傳遞閱讀之美
匯集逾百作品 兩地各佔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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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店（香港）設計海報
《紙上戲台：粵劇戲橋欣賞
（1910s-2010s）》。

▲上海新華傳媒的設計海報
《生活碎片的缺失部分》。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7周年─滬港最美書海報大展」 展廳現場。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所謂書海報，是一種用於圖書商
業宣傳的招貼。它作為書籍的一張精
美 「名片」 ，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和
文化內涵，引領讀者走進書籍世界的
重要媒介。一張好的書海報，能夠跨
越民族、文化、歷史和審美界限，帶
給人們啟發。

助力香港出版業走出去
近年，滬港兩地書業文化交流更

加頻繁，香港方面優秀海報參評、入
選的數量成倍增加，充分展示了香港
優秀設計人士的審美理念和書業發展
情況，今次的展覽匯集近年滬港書業
海報評選優秀作品，香港書海報與上
海書海報各佔一半比例，類型涵蓋新
書宣傳海報、書店講座海報、書業活
動海報等。

香港出版總會會長、香港聯合出
版（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李家駒認
為，已連續開展的 「最美書海報」 活
動對於香港書業走出去，融入大灣區
文化發展，是很好的借鑒。此次展出
的119幅海報中除了59幅香港設計師
的作品，還有60幅出自上海設計師，
展現了滬港兩地的出版文化和創作水
平，是非常難得的觀摩交流的機會，
為兩地書業進一步交流合作打下堅實
基礎。

上海市書刊發行行業協會副會長
汪耀華在致辭時表示，今次的展覽有
助促進滬港兩地的文化交流，令讀者
感受到不同地區的出版文化和設計理
念，設計師們通過色彩、構圖、字體

等多種設計語言，以獨特的視角和創
意，展現了書籍的精髓和魅力。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總經理兼
總編輯陳鳴華表示，香港地區的選送
作品，本屆得獎作品59幅，量多而面
寬，具有強化和激勵出版人堅持做精
品的作用。

AR生成動態版書海報
2022-2023年度香港優秀書業海

報最佳創意獎獲得者，來自三聯書店
（香港）有限公司資深設計師姚國豪
在闡釋書海報時說，海報作為一本書
的延伸，在文案與視覺的結合下，是
一本書跟讀者市場之間的重要連接
點，設計師通過努力，在各種資訊的
平衡下營造美的感受。

開幕儀式上，主辦方還進行了繁
體版《最美書海報─2023滬港書業
海報評選獲獎作品集》（香港中和出
版有限公司）和簡體版《最美書海報
─2023上海書業海報評選獲獎作品
集》（上海教育出版社）的新書首發
儀式。

展廳現場的書海報各具特色，設
計師各具創意，傳遞閱讀之美，不僅
涵蓋豐富的書本信息，還充滿濃郁的
城市特質和文化元素，比如本地的海
報體現出視覺強烈的香港傳統文化
等，上海的書海報則展示了閱讀與咖
啡之間的聯繫等，為了令觀眾更方便
欣賞，書海報下的二維碼，掃一掃即
可下載精美海報並分享，其中更有8幅
書海報是由AR技術生成的動態版。

大公報記者 顏 琨

今次的《海上生民樂》音樂
會，上海民族樂團為觀眾帶來傳統
曲目的創新演繹，呈現高水準海派
民樂的視聽盛宴。《楚漢》以琵琶
與京胡來描寫楚漢爭霸，劉邦與項
羽競爭中又惺惺相惜的狀態；《查
爾達什》則是將小提琴名曲改編為
二胡曲子，樂團首創以兩把胡琴演
繹，通過定弦相差五度的二胡和中
胡，讓樂曲有了特殊的和聲。

「把觀眾放在最重要位置」
樂團駐團指揮姚申申接受採訪

表示， 「我們在創新的過程中會思
考 『我們這樣一檔節目觀眾會不會
喜歡，他們能不能接受』 ，現在有
非常多的新作品，很多著名的作曲
家在不斷突破，但我們作為一個和
觀眾、市民緊密接觸的樂團，我們
會把觀眾喜歡什麼樣的東西放在最
重要的位置。」

作為樂團推出的重要節目之
一，姚申申表示， 「《海上生民
樂》最早是在2016年第18屆上海

國際藝術節開幕式推出的IP，當時
是舞美版，演員不是現在呈現出的
大樂隊。」 歷經多年的打磨，樂隊
版的《海上生民樂》成為樂團的一
個重要品牌，多次前往海外巡演。

談及《海上生民樂》一路走來
的發展，姚申申表示， 「我們最早

前往希臘，在歐洲的很多國家進行
巡演。2020年我們在美國舉辦了中
國的農曆新年音樂會。樂隊版《海
上生民樂》通過在那麼多地方的演
出不斷地提升，這一次來到香港，
我們保留了一些非常經典的曲目，
又加入了一些之前沒有演過的東
西，我相信這一次的音樂會會比之
前更精彩。」

事實上，在來到香港演出前，
《海上生民樂》音樂會已經在上海
駐場演出125場。姚申申表示，
「常常會有外國人來看我們的音樂
會。《海上生民樂》不僅是演給那
些懂得民族音樂的人，更是讓那些
沒有接觸過民族音樂的觀眾學到一
些東西，享受這個音樂會。」

每一場的音樂會結束後，樂團
都會面向觀眾進行問卷調查，這也
讓樂團積累不少忠實觀眾。 「我們
會問觀眾你喜歡哪首作品、哪位演
奏家的演繹、哪位指揮，觀眾的評
分也是對我們的考試，通過這樣的
形式，我們吸收了很多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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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 「中華文化節」 中 「上海文化周」 的重點節
目之一，由上海民族樂團帶來的《海上生民

樂》音樂會於昨日和今日分別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及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舉行。上海作為首屆 「中華文化
節」 的焦點城市，闊別香港12年的上海民族樂團受邀
帶來其最知名的經典品牌項目《海上生民樂》音樂會
版。今次音樂會由指揮家湯沐海執棒，並由一眾國家
級演奏員領軍演出，將江南絲竹的細緻婉約和氣勢磅
礴的民族管弦樂結合，帶給觀眾非一般的民樂印象。

▲指揮家湯沐海。 資料圖片

▲《最美書海報─2023滬港書業海報評選獲獎作品
集》和簡體版《最美書海報─2023上海書業海報評
選獲獎作品集》。

【大公報訊】在9月6日至7日舉行
的《樂意盎然》音樂會中，誼樂社結合
室樂和花藝設計，以跨界藝術塑造多感
官體驗，與觀眾重訪 「美好年代」 ，同
時發掘中環作為商業金融區以外，繁花
似錦、綠意盎然的歷史。三場室樂節目
將分別於9月6日晚上和9月7日下午及晚
上在藝穗會舉行。門票現於撲飛網站發
售。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是法國和歐洲
的「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到第一
次世界大戰為止。在此期間激發了文化
和藝術創作風潮。《樂意盎然》節目選
曲聚焦該時期：普契尼哀悼摯友逝世而
創作的《菊花》弦樂四重奏；拉威爾的
A小調鋼琴三重奏，用印象派筆觸描繪
流轉色彩；以及法朗克極富表現力的F
小調鋼琴五重奏。

這次古蹟音樂會，由法國小提琴家
克拉瑪基朗（Fanny Clamagirand）及香
港鋼琴家沈靖韜客席演出。兩人均是蒙
地卡羅音樂大賽冠軍得主和備受讚賞的
獨奏家。他們將與誼樂社藝術總監兼大提
琴家李垂誼，以及年輕樂手余靜姍（小提

琴）和李溢（中提琴）同台演出。
藝穗會毗鄰的雲咸街其時花檔林

立，被稱為 「花街」 ；附近還有香港植
物公園（今動植物公園）和已拆卸的格
林堤園。音樂會將同場舉辦小型展覽，
娓娓道來這一帶城市後花園的故事。此
外，誼樂社還委約資深花藝師李寶琪為
場地布置創作，讓觀眾耳聽音樂之餘，
欣賞結合自然和簡約風格的花藝。

▲《樂意盎然》音樂會將分別於9月6日
晚上和9月7日下午及晚上在藝穗會舉
行。

冀激起滬港民樂交融浪花

▲陸莎莎（左起）、湯沐海、姚申申、盧璐
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

大公報實習記者李兆桐攝

國際著名指揮湯
沐海： 「這次以樂團

指揮代表上海文化節來到香港。我認為香港
是一個風景繁華，居民熱情好客的地方。希
望樂團可以借助這次訪港的機會，一石激起
千重浪，用海派的方式演奏民族音樂，激起
交融的浪花。」

樂團駐團指揮姚申申： 「上海其實和
香港非常像。這次參加中華文化節，相當於
進行這兩座領軍城市的文化交流。我們努力
將上海出色的文化節目帶來香港，讓香港的
樂迷朋友能夠了解我們上海的文化是怎麼樣
的。也希望能夠看到上海舉辦 『香港文化
周』 ，讓上海的民眾能了解香港文化。」

演奏員（古箏獨奏）陸莎莎： 「我曾
經來過香港葵青劇院演出，我覺得香港觀眾
給的反饋是很直接的，他們會在演出的演後
談上提問一些演出的細節。時隔六年，這次
是以樂團形式訪港演出，我的心情是很激動
的。《墨戲》這個曲目我們進行了全新的創

作，非常期待香港觀眾的反饋。」
演奏員（二胡獨奏）盧璐： 「我的印

象中香港是一個具有多元文化氛圍的城市。
相信在這次文化節中，上海與香港的文化可
以進行很多碰撞，提升觀眾對上海文化的興
趣，促進兩地的互相了解。」

大公報實習記者李兆桐
《海上生民樂》

（部分）

香港印象

《湖光》
取材自江南景色
《卧虎藏龍》
作曲家譚盾創作

《墨戲》
展現中國書法深邃藝術境界

《楚漢》
描繪楚漢相爭

《鳳舞》
以當代曲風展現嗩吶多元魅力

《蜂飛》
全新編配經典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