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ULTURE 文化

11E-mail:liwei@pdtimes.com.cn 责任编辑/李伟 美编/吴婷 2018.9.20

··缤纷舞台缤纷舞台

东方艺术中心2018演出季揭幕
两场电影交响音乐会打造震撼视听盛宴

9 月 14 日午夜时分，上海东方艺术

中心座无虚席的音乐厅内爆发出热烈掌

声与喝彩声……《泰坦尼克号》电影交响

音乐会在国内音乐厅的首秀圆满落幕。

而就在前一晚，全球首演的《英国病人》

电影交响音乐会同样令所有观众惊艳不

已。

让观众津津乐道的，不只是两部获

奖无数、早已成为影史经典的影片本身，

也不只是星光璀璨的演员阵容、记忆深

刻的故事情节、耳熟能详的优美配乐，更

不只是长达近四小时的观演历程，而是

第一次在音乐厅内体验这样的观影观演

方式。幕休和散场时，你随时都能在观

众群中听到“出乎意料”“太震撼了”之类

的赞叹。

既复古又新潮的风尚

以现场乐团演奏为电影画面配上音

乐，这是在有声电影诞生之前默片的常

见呈现形式。随着电影制作与放映技术

的不断发展，IMAX 巨幕、杜比视界、环

绕声、全景声等技术，将电影这门视听艺

术的体验一再推至新高度。尽管如此，

对于那些与电影有着同样重要地位的经

典配乐，电影交响音乐会这一当今世界

现场呈现电影音乐最新潮的方式，可以

说是无可取代的。

如果把电影交响音乐会，简单地理

解为放电影或演奏配乐，那显然是不准

确的。一场电影交响音乐会，不亚于一

次对电影声音部分的二度创作。电影公

司官方正版授权所提供的片源，音轨部

分经过重新制作，才能适用于电影音乐

会。除了保留原本的对白、声效和部分

预录背景音乐外，整部影片从片头电影

公司标志出现开始，直到演职人员表的

字幕结束，过程中所有的音乐全部皆由

现场交响乐团、歌手、合唱团的同步演

绎，原声重现。

为了还原《英国病人》中篇幅不小的

爵士乐，舞台上除上海爱乐乐团的演奏

家，还额外增加了一组爵士乐队来负责

这一部分音乐的表演。参与《泰坦尼克

号》音乐会演出的不只有 80人的大编制

交响乐团，还有一支 50 人的童声合唱

团，而担任爱尔兰肘风笛和哨笛演奏的，

更是当年参与电影原声录制的埃里克·
里格勒。除了台前的指挥、独唱、独奏

家，幕后的视频放映师、调音师、灯光师

等技术团队也都是海外班底。包括指挥

恩斯特·范蒂尔在内的海外团队提前抵

沪，与乐团进行了三整天的排练合成，保

证有最好的现场演奏效果呈献给上海观

众。

难怪有观众写下了这样的评论：“电

影原声交响音乐会是当今世界现场呈现

电影音乐最新潮的形式，感谢东艺这么

有眼光，能让申城爱乐者体验如此美妙

的音乐氛围！第一次看音乐会看到子夜

时分，但依然很兴奋。特别是风笛手、哨

笛演奏家埃里克·里格勒原汁原味的演

奏是本次音乐会的一大亮点。《泰坦尼克

号》已经是N多年没看的电影了，如今重

温一次依然震撼。为台上参与表演的上

海爱乐乐团喝彩，那些担任合唱的小朋

友们更是不简单。”

应对挑战呈现完美体验

如此高配置的台前幕后阵容之外，

这两场演出的舞台技术也是投入了相当

大的代价。

细心的观众或许会发现，两场演出

中，几乎每一位乐手身前都有一支话筒

收音，为了将现场演奏和电影画面、原声

音轨真正做到“视听合一”，整个舞台上

布满了 100多支独立话筒。调音师根据

实际演奏的现场效果，实时进行调整，使

得音乐演奏和其他声音既清晰可辨又自

然融合，在听觉上将配乐的丰富层次展

现到极致。而要在建筑声学专门为自然

声演出所打造的音乐厅内，进行如此规

模的电声扩音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一

旦调音有所偏差，听上去便是“一场灾

难”。可以说，每场电影交响音乐会都是

独一无二的版本。

从幕后的视频放映师、调音师、灯光

师，到台前的指挥、歌手、演奏家，都要保

证音乐的起止、节奏快慢与电影画面严

丝合缝。

视觉上，为了达到最好的放映效果，

此次演出使用的是一块面积超过 60 平

方米的标准银幕，比一般小影厅的银幕

要大出不少，坐在音乐厅最后一排的观

众看银幕画面也不会觉得小。同时，放

映采用了两台高达 25000流明的超高清

投影仪，无论是荒漠飞沙还是蔚蓝深海，

确保任何场景的画质清晰，具备令人叹

为观止的亮度、深邃的暗部细节和鲜亮

的颜色渲染，远远超过普通影院的放映

水准。

有观众这样评价现场的感受：“第

一次体验现场交响乐团演奏的电影放

映，重温《英国病人》，常看常新。震撼

的音效让本就完美的电影配乐发挥出

十二分魅力，汉娜看壁画的戏，凯瑟琳

‘愿一片土地没有国界’的诗，真是美哭

了！令人回味无穷的三个半小时，不虚

此行！”

《英国病人》和《泰坦尼克号》电影交响音乐会现场。 □东艺 供图

谈东西方科幻差异
共性大于差异

当日，一身黑色衬衫配蓝色牛仔裤的

刘慈欣，看上去更像是一个“理工男”。“坦

率地说，我的小说中几乎没有儒家、道家

等中国文化的影响。”这是刘慈欣对谢尔

顿·布朗教授关于其作品文化背景提问的

回答。他的快言快语，把400多名师生听

众都惹笑了。在这场对谈中，刘慈欣常常

跳过翻译自行对答。

刘慈欣表示，他并不是因为喜欢文学

才成为科幻作家，而是以一名科幻迷的身

份成为科幻作家。他坦言自己深受20世

纪中叶美国科幻黄金时代的作家影响，并

把自己所有的作品称为“对阿瑟·克拉克

的拙劣模仿”。

“对中国人来说，科幻小说是百分之

百的舶来品。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没有任

何科幻成分的。”刘慈欣认为，尽管很多人

认为“偃师造人”，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

的故事是科幻，但在他看来，它们都属于

奇幻范畴。科幻和奇幻的差别，就在于科

幻描写的是“超现实”，而奇幻描写的是

“超自然”，这反映出两种具有本质区别的

思维方式。

刘慈欣认为，正是因为科幻文学的舶

来品属性，东西方科幻的共性，远大于它

的差异，这与传统文学十分不同。然而他

也指出，因为西方科幻作家群体客观上的

基督教文化背景，所以东西方科幻作品也

存在不同：“对西方人来说，克隆人、创造

生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在东方文化中

就并非如此。”

谈科幻能否预测未来
是排列而非预测

“我觉得科幻小说能够预测未来的说

法，或多或少是一种误解。”再一次“反驳”

之后，刘慈欣就科幻小说的作用，提出一

个新颖的观点：“科幻小说是把未来的各

种不同可能性，全都排列出来。我用文学

语言表现可能发生的未来，并请大家前来

鉴赏。”

刘慈欣提到了两本以年代为书名的

著名科幻小说：在《1984》中，1984年的地

球统一为两个国家。而《2001太空漫游》

中，人类已在月球上建立了永久基地，并

且还成功登陆木星。“无论 1984 年还是

2001 年，都已经是过去时了。但它们和

真实的历史有什么相似之处？”他觉得，这

是值得读者思考的问题。

刘慈欣表示，如果一名读者有足够的

科幻小说阅读量，那他就会发现，真实预

测未来的科幻小说几乎找不到。因为科

幻作家单纯为了讲述一个好故事，他往往

会把“最不可能发生的可能性”写出来，因

为这样才让人印象深刻。然而，一旦排列

出了足够多的可能性，那么总有科幻小说

中的内容会变为现实：“就像一块坏掉不

走的表，一天总有两次是对的。”

谈知识是否存在禁区
制止探索比探索未知更危险

“尽管科学探索确实会带来一些负面

效应，但我不认为存在着人类不应踏足的

知识禁区。”刘慈欣表示，比起探索未知带

给人类的风险，阻止人类进行科学探索的

风险，才是最值得人类警觉的危险。

在刘慈欣看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

发展，创造了越来越多的便利生活条件，

未来更将一步步变成今天人类观念中的

“乌托邦”。然而人类习惯坐享其成，就容

易陷于安逸并放弃探索，“乌托邦”就成了

“反乌托邦”。“一旦人类跌入到技术的安

乐窝里，大概就很难再爬出来，我们或许

会在‘温柔乡’里走向毁灭。”他说。

“如今人类的经济发达，生活富足，但似

乎太空探索就滞后了。”自称“理性的乐观主

义者”的刘慈欣认为，从加快拥抱“星辰大

海”开始，如果人类能够做对选择，那就能应

对风险和危机，去拥抱一个光明的未来。

雨果奖获奖小说《三体》作者做客上纽大

刘慈欣：制止探索比探索未知更危险

朗诵荣获“雨果奖”
的科幻小说《三体》选段、
幽默回答提问、耐心为学
生签名……日前，被誉为

“中国科幻第一人”的科
幻作家刘慈欣走进上海
纽约大学，与该校交互媒
体艺术项目艺术客座教
授谢尔顿·布朗展开对
话。

畅聊“来自中国和世
界各地的21世纪科幻小
说”的对话主题之后，刘
慈欣表达了对“星辰大
海”的向往：“比起探索未
知带给人类的风险，阻止
人类进行科学探索的风
险，才是最值得人类警觉
的危险。”

■本报记者 曹之光

刘慈欣为上纽大师生签名。

刘慈欣与谢尔顿·布朗畅聊中国和世界科幻小说。 □本报记者 曹之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