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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院团战“疫”
进行时

北京交响乐团：疫情阻不断跨地域作品创作

北京音乐厅坐落在北京西长安街

南侧，北与中南海相对，东眺天安门广

场，是我国第一座现代模式的、专为演

奏音乐而设计建造的演出场所，曾一

度享有“中国的音乐圣殿”之称。这里

每年有包括钢琴、弦乐、交响乐、合唱、

歌剧、民乐等各类形式在内的演出200

余场；梅纽因、斯特恩、小泽征尔、马友

友、斯科达、多明哥、卡巴耶、梅斯基、

郎朗、刘诗昆、殷承宗、傅聪、吕思清、

埃森巴赫等艺术家都曾在北京音乐厅

的舞台留下光辉的一页。

北京音乐厅共有观众座席1024

个，每个软椅都进行了消音处理，观

众可在宽松、舒适的环境欣赏演出。

舞台面积约为270平方米，台口宽

21米，主舞台深度13米，可同时容

纳百人交响乐团及合唱团。舞台吊

顶采用美国引进的新型反音板，共

16块，可最大限度保证观众区每个

角度还原声音本色。音乐厅内还采

用了一系列现代化建筑声学措施，

良好的频率特性、适度的混响时间

以及均匀的声场分布，使北京音乐

厅不仅具备国际一流专业演出场所

的场地条件，更为艺术家们提供了

绝佳的同期录音场地。舞台后区大

型管风琴，是我国引进的第一部大

型管风琴，4859个音管，迄今已有20

余年，仍有着良好的音质音效。同时，

北京音乐厅拥有国际最先进的同期

录音设备和专业录音技术。

多年来，北京音乐厅本着“多元化

艺术经营，综合性艺术开发，联手国际

国内优秀音乐家，打造有特色的一流

音乐厅”的经营理念，在丰富首都群众

文化生活和提供国际艺术交流平台等

职能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交通信息：可乘坐公交车1路、52

路、99路至西单路口东下车，或乘坐地

铁1号线、4号线至西单站下。

交响乐发展之路

剧场推荐

中山公园音乐堂坐落在松柏森

森、亭古廊长的皇家古典园林———中

山公园内，它东眺天安门，西毗中南

海，南望天安门广场，优越的地理位

置与独特的人文环境更映衬了神圣

音乐殿堂无尽的魅力。每年近300场

的演出，使音乐堂成为北京专业音乐

厅中演出场次最多、最有影响的剧场

之一。

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的音

乐堂旧貌换新颜，今天新落成的音乐

堂所展现给世人的已是一座大型现代

化建筑，一座融汇中外不同建筑风格

与当代科学技术为一体的多功能、国

际化剧场。

据了解，中山公园音乐堂曾接待

众多国内外知名的艺术家和艺术团体

的演出，艺术家的艺术生命在此释放

出最夺目的光彩，音乐爱好者在此充

分享受高雅艺术的魅力，欢度音乐时

光。中山公园音乐堂已不仅仅是一个

剧场，更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场所、一个

高雅艺术展示的平台、一个社会各界

人士熟悉并喜爱的知名品牌。目前，中

山公园音乐堂是北京交响乐团、中国

爱乐乐团音乐季的主场，也是北京国

际音乐节的主要演出场所。

交通信息：可乘坐公交车1路、4

路、5路、10路、22路、37路、52路、726

路、728路、802路至天安门西站下车，

或地铁1号线到天安门西站下。

中山公园音乐堂 皇家园林中品味音乐之美

北京音乐厅 国际古典音乐演出圣殿

北京保利剧院隶属于中国保利集

团公司、保利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建筑

面积约7500平方米，配备有世界先进

的座位、舞台、灯光、音响、语言传译等

全套设施，不少享誉盛名的国内外艺

术团体都曾在此登台献艺，是每年一

度的北京国际音乐节的主会场和举行

大型演出会议活动的场所。

据了解，2000年10月，北京保利

剧院完成全面装修改造，改造后剧院

共设1428个座位，并有乐池的可活动

座椅108个。观众厅共分为两层：一层

共有784个座位，其中包括2个VIP包

厢，每个包厢可容纳10人；二层共有

410个座位，其中包括容纳6人、10人

和31人不同规格的露台包厢8个，包厢

共可容纳106人。保利剧院贵宾厅设计

高雅、庄重，四周悬挂艺术大师张大

千、吴冠中的绘画精品，当代著名书法

家曾一琰、曹肇基的书法作品，并陈设

数件青铜器等稀世珍宝。

在节目内容挑选上，北京保利剧

院定位于各门类、品种优秀表演艺术，

上演的剧目在社会上和文化演出界产

生了非常好的影响。与此同时，其他大

型演出、比赛活动也多首选北京保利

剧院。截至目前，剧院已接待了意大利

维罗纳歌剧院乐团及合唱团、拉卡托

斯室内乐团、俄罗斯国家爱乐乐团、俄

罗斯国家剧院芭蕾舞团、捷克布拉格

交响乐团、德国斯图加特室内乐团等

国际知名乐团。

交通信息：可乘坐公交车3路、113

路、115路、118路、431路、701路、特16

路至东四十条桥东站下车，或乘坐地

铁2号线至东四十条站下。

保利剧院 国际知名乐团轮番登台

背景链接

克服挑战
为抗疫上新作品

公开资料显示，北京交响乐团于1月29

日发布取消近期音乐会的公告，并自2月2

日起在防疫期间，从首都市民音乐厅系列

中为乐迷们推送名曲佳作。从《我爱你中

国》到《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从成员演奏

排练片段到推出经典名曲共赏。

对于以往主要以线下舞台演出为主的

乐团来说，官方微信、微博等已经成为北京

交响乐团演出的新舞台，这也为成员们带

来新的挑战。而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在线上

作品呈现上，遇到了不可预测的技术难度。

孟海东表示，2月5日，北京交响乐团精

心策划并组织全团艺术家演绎了一首特别

的作品《爱的致意》，这是由艺术家们通过

自行录制视频后汇总合成、共耗时三天制

作而成的特殊演出作品，背后就包括有很

多技术工作的付出。

北京交响乐团第一小提琴齐志鑫表

示，隔空演奏存在一定困难，如录制视频的

同时要和首席常任指挥李飚指挥的节奏手

势完美对齐，不能有一点差错，如果有出

入，其他声部的老师就会无法演奏。此外，

齐志鑫认为作为独奏声部，需要完全读懂

指挥每一个手势的含义，并同时把自己的

思想感情加入到乐曲中。

尽管存在一定技术性困难，但截至目

前，北京交响乐团通过官方微信发布超过

20篇《抗击疫情，北交人在行动》的相关主

题文章，为乐迷们献上了十余部音乐作品，

收获了业内的关注以及乐迷的肯定。

跨地域合作
为演出多方隔空集结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除了由北京交

响乐团成员自己推出作品外，北京交响乐

团亦积极与其他交响乐团合作，甚至不远

千里与跨国音乐人进行创作合作。

据悉，京津冀交响乐艺术发展联盟以

联盟的名义，组织三地交响乐团共同推出

“隔空交响”《我和我的祖国》。据孟海东介

绍，由北京交响乐团、天津交响乐团、河北

交响乐团和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共

同发起的京津冀交响乐艺术发展联盟于

2019年5月14日正式成立。《我和我的祖国》

的背后是7个日夜连续作战、21位艺术家参

与演出、京津冀3家交响乐团的隔空合作。

此外，北京交响乐团还跨国合作创作

了抗疫相关作品。据了解，李飚已委约恩

约特·施奈德创作了一首名为《武汉2020》

的交响诗作品，并将于疫情过后的北京交

响乐团首场演出中亮相。资料显示，《武

汉2020》这部作品以多种方式展示了人

们在疫情中的重重情感，其中包括面对

未知险境时胆战心惊的恐惧、受到命运

的冲击时英勇无畏的精神，更有对终将

柳暗花明矢志不渝的信念。借此对在此

次疫情中受到重创的人们表示慰问，向

奋战在武汉的勇士们（包括医务工作者、

建筑施工者等）致敬。

“虽然我们北京交响乐团的工作人员

无法在一线做贡献，但是远在京城的我们

可以把爱的力量送给每一位医务人员和病

人，这样才能充分地彰显艺术的价值。”北

京交响乐团单簧管首席李可思认为，真正

的艺术不只是一种娱乐方式，它是具有社

会价值的。每一位艺术家都该有社会责任，

且能体现贡献精神。

全体动员
为复工做好充分准备

目前，北京交响乐团的线上创作仍在

继续，作品更新速度亦很频繁。孟海东表

示，乐团全体成员都十分积极地加入到作

品创作中，不仅是想以音乐的方式支持抗

疫工作，也是在保持训练进度。

据了解，抗疫创作除了有党员乐团成

员的参与外，还有不少青年团员主动请缨

参与创作，更有一家三口共同奉上音乐演

出。其中包括北京交响乐团大提琴代首席

胡波演奏的《拥抱》，长笛演奏家崔振刚、小

提琴演奏家庞海英夫妇携儿子崔释心（钢

琴）共同演奏的家庭版苏格兰民歌《可爱的

家》，乐团青年团员配乐并朗诵的作品《青

春中国》等。

尽管剧院何时复工仍无定数，但孟海

东表示乐团各人都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到演出排练中，为复工

演出做好充分准备。

“演奏的曲目以及相关资料早已发放

到成员手上，即便现下不能出门，也并没有

使排练进度停滞，声部之间的乐手们和演

奏家们通过线上一起切磋，一起练习，不断

地打磨默契的程度、熟练的程度。整个乐团

训练不懈怠，随时以最好的面貌迎接复工

首演。”孟海东补充道。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伍碧怡

交响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十分遥远

的历史长河中。它的名称源于古希腊，是

当时“和音”和“和谐”两个词的总称。到了

古罗马时期，它就演变成为一切器乐合奏

曲和重奏曲的代称。

公开资料显示，交响乐形成于18世纪

中叶的欧洲，而交响乐队形式和编制是在

贝多芬的创作中达到最终完善的。如在贝

多芬交响乐的创作中，双管或三管编制的

交响乐队得到了基本确定。交响乐队按规

模大小，分为双管、三管、四管，即小、中、大

等编制。人数自数十至百余人不等。通常由

弦乐器、木管乐器、铜管乐器和打击乐器等

各组乐器组成。有时也根据作曲、指挥的创

作意图和具体要求对乐器有所增减。

而我国的交响乐创作开始于20世纪

20年代，它从开始的全盘介绍外国作品，

到稍后的运用西洋音乐技法来挖掘整理

中国民族音乐，并创作出具有中国民族特

色的交响乐、管弦乐作品；从全部由外籍

音乐家组成的乐团，到今天全部由我国自

己培养的演奏员和指挥组成的乐团，可以

说是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

展过程。

上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交响乐发展

史上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乐团如雨后春

笋般先后成立。如北京中央乐团于1953年

成立，中国广播交响乐团成立于1956年，

还有1953年正式成立的新影乐团，以及由

革命老区中央管弦乐团演化而来的中央

歌剧院交响乐团等。

时至今日，国内音乐家们已经推出过

不少脍炙人口的交响乐作品，如李焕之的

《春节组曲》，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何占

豪、陈钢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交响音乐

《沙家浜》、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等。

受到疫情防控影响，北京交响乐团共取消重要演出达7场。而北京交响乐团团长孟海东对北京商报记者

表示，尽管线上演出陆续宣布取消且复工时间未定，但是乐团成员都在积极进行战“疫”作品的创作，通过线

上隔空排练的形式，为乐迷们陆续奉献作品多达十余部。此外，北京交响乐团积极拓展疫情下的合作方式，

连同津冀两地乐团、德国作曲家协会会长恩约特·施奈德等进行跨地域的合作，共同为抗疫谱写新作品。在

积极创作的同时，北京交响乐团各位成员都不忘苦练，为随时复工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