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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这次选择演绎拉威尔

的 《G 大调钢琴协奏曲》，是否与
宁波的城市气质有关？你眼中的
宁波是什么样的？能否用一首曲
子来形容？

罗维： 我 眼 里 的 宁 波 ， 温
婉、宜居，是有自己独特味道的
一座城市。

这次选择拉威尔的 《G 大调钢

琴协奏曲》，是为了纪念这位法国
作曲家诞辰 150 周年。这部作品既
有现代性，又具有古典的隽永特
质，尤其是第二乐章柔美如水的旋
律，与宁波的灵秀气质不谋而合。

我两次来宁波演出都恰逢雨
天，这种水的滋养感与作品中流
动 的 诗 意 相 通 。 宁 波 的 姚 江 夜
景、海鲜美食和糯香汤圆令我印
象深刻。这两天，我夜晚沿江散

步时，看到灯光与树影交织的那
种氛围，让我感受到这座城市宜
居且充满创作灵性的特质。

若 用 一 首 曲 子 来 形 容 宁 波 ，
我会选法国作曲家弗雷的五重奏
作品。宁波如同五重奏般丰富交
织——人文底蕴、美食文化和江
海交融的地理风貌，仿佛多声部
的混响与交响，既有温婉细腻的
底色，又充满多元的活力。

如同五重奏般丰富的宁波
城市气质与世界名曲深度共鸣

人 物 名 片
罗维：青年钢琴家，美国环球签

约艺术家、吉尔莫青年艺术家、全球
施坦威艺术家，被纽约权威古典音乐
电台 WQXR 评为全球最值得关注的
19位艺术家之一。

核 心 观 点

■宁波灵秀、温婉，有自己的独特味道，就像法国作曲家弗雷的五重奏作品——人文、地理、美
食等的多维交响曲

■晦涩作品的现代解码法则，是要去深入挖掘音符“面具”背后的人格，内化后融入自我，在此
过程中，女性也可以展现出丝毫不逊于男性的力度把控

■艺术普及需要创造“可触摸的共情场景”，这是通过一次次美育传播的跨界实验得出的结论
■短视频、AI、直播等数字化手段，重构了古典音乐的传播逻辑

作为宁波交响乐团音
乐季的系列音乐会之一，
拉威尔作品专场音乐会3
月 1 日在宁波大剧院上
演。当晚，蜚声国际的青
年钢琴演奏家罗维，携手
江苏交响乐团常任指挥柴
昊夫，为现场观众演绎了
拉威尔的《G大调钢琴协
奏曲》。

出生于 1998 年的罗
维年纪轻轻，却与众多交
响乐团和著名指挥均有合
作，她的 《冰火之歌》
《凝望·东方》 独奏音乐
会在 50 多个城市巡演。
与宁波交响乐团合作录制
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
琴协奏曲》专辑入选苹果
音 乐 2023 全 球 最 佳
top100、《凝望》 专辑入
选 QQ 音乐 2023 年度巅峰
榜古典乐专辑。

罗维还压轴登台2024
年央视电影频道主办的“湾
区升明月”音乐会、外交
部 2024 年新年招待会、
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俄罗
斯巡演等高规格演出。

音乐之外，罗维是个
热爱文字的青年。她的诗
歌《致普罗科菲耶夫——
灵与肉》，被编选入由中
国诗歌协会发行的《时间
之 外 的 马 车 —— 中 国
2021年度诗选》，她的多
篇散文发表在《三联生活
周刊·爱乐杂志》《国家
大剧院杂志》 等刊物上。
她曾在纽约举办沉浸式艺
术展览 《表演动物》、在
华尔街·世贸中心举办
《凝望·东方》 独奏音乐
会等。

2月28日，罗维在宁
波交响乐团排练厅接受记
者采访时，畅谈了古典音
乐走向大众的当代传播方
式、晦涩作品的现代解码
法则、艺术传承中的人性
温度及未来艺术形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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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是郎朗、王羽佳的

嫡系师妹，15 岁签约 Opus 3 经纪
公司，这是著名的古典音乐经纪
公司，当时旗下也包括马友友、
齐默尔曼、巴巴扬等音乐大师。
这些经历中，前辈们是否给过你
特别的影响？

罗维：我从 5 岁开始学习钢
琴，8 岁的时候立志当一名钢琴
家，13 岁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
入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师从钢
琴家加里·格拉夫曼及麦克唐纳
教授，15 岁签约 Opus 3，众多一

线艺术家也签约在此。
在柯蒂斯音乐学院学习的十

年，让我受益终身。我热衷学习音
乐表演、哲学、戏剧、现代音乐史
等，有空也喜欢去美术馆和音乐
厅，尤其是费城交响乐团和纽约爱
乐乐团的主场地。我的老师格拉
夫曼 （Graffman） 是俄罗斯浪漫派
大师 Horowitz 的学生，他已经 96
岁了，前阵子我还去纽约看望他
并交流近况。另一位老师麦克唐
纳 （McDonald） 是贝多芬的嫡系传
人，也是茱莉亚音乐学院的教授。
能同时跟两位大师近距离学习，我

感到很荣幸。在那么多年的共处
中，我得到的滋养是超越音乐范畴
的，他们的为人处事都影响着我。

郎朗师哥也给过我很多鼓励
和指引。有次演出后，我向他吐
露初入职场的辛苦，他反问：“那
你喜欢舞台吗？”就是这句话点醒
了我——我很喜欢舞台，因为我
喜欢和大家分享美好的东西。郎
朗师哥说：“那就够了，所有的辛
苦都是为了舞台呈现，都值得。”
后来，我就一直回味这段话，它
带给我很多力量，比任何教科书
都珍贵。

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大师的滋养超越音乐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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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与乐团大量的合作

演出及全国巡演独奏音乐会，并
以专栏作者等身份发声，这些经
历蕴含着你的哪些艺术思考？它
们如何影响你对艺术普及与美育
传播的实践？

罗维：作为一名当代艺术从
业者，我认为最重要的使命是传
递审美与有价值的信息，我期望
能带给观众价值体验。而美育这
块非常重要，因为大家对美的追
求、对真理的追求是崇高的，这
样才可以把我们都塑造成更好的
人。

我的演奏、策划、文字、诗
歌、专辑、展览等内容，都是将
音乐转化为更普通的情感符号，
也都是来自我心深处对文化与生

命的关怀，对当下自我的关照、
反思与滋养，并对时代做出反馈
或者提出疑问，而观众则在这个
过程中与我产生互动、交流甚至
共鸣。这也让我意识到，当你走
向舞台、走向观众，很重要的一
点是要做到“心里有他人”，就是
你 要 确 定 ， 你 的 这 些 演 出 和 表
达，是大家能够听得懂的语言。

我在演出前经常举办“音乐走
进校园”活动，跟学子们分享音乐
和我的艺术尝试。2 月 27 日，我去
宁波外事学校跟学生进行了音乐分
享，他们非常开心地跟我交流观
点，然后我也能够反观我自己的演
奏情况，激发我的创作灵感，这个
过程能让大家共同进步。

而 跨 界 合 作 ， 则 让 我 有 机
会 了解当下出现的艺术新趋势。

这些探索也让我更懂得如何将音
乐 语 言 转 化 为 可 感 知 的 情 感 密
码 ——美育不是降低高度，而是
搭建更多元的情感桥梁。现在有
的年轻人更喜欢听流行乐或爵士
乐，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怎么吸引
年轻人走进音乐厅，感受古典音
乐的魅力。我会在社交平台分享
音 乐 ， 将 古 典 音 乐 与 诗 歌 、 摄
影、绘画、电影等结合起来，希
望大家能用不同感官去感受古典
音乐。

我目前正在筹备的“女性自
我救赎以及成长”主题短片，将
用钢琴曲牵引剧情，“双女主”成
为叙事主角，我来扮演。这是我
作为创作者的又一次新的尝试，
正如我在诗歌中所写：“我诞生，
无声的宣言。”

美育传播和艺术普及
需要创造“可触摸的共情场景”

5
记者：这是你第二次跟宁波交响

乐团合作，能否分享彩排或合作中擦
出火花的瞬间？

罗维：2023 年 11 月 11 日，我们
首次合作拉赫玛尼诺夫 《第三钢琴协
奏曲》，乐团用最先进的杜比全景声
技术录制了现场演出专辑，后来由苹
果音乐全球发行，效果和反响都远超
预期。这次合作更加让我感受到宁波
交响乐团和俞极指挥的专业性和凝聚
力，尤其是乐团对拉赫玛尼诺夫作品
恢弘结构的精准把控。

这次演绎拉威尔的作品，则更考
验双方配合的默契度。我觉得这首作
品像“淡紫色的水晶”，需要演绎出
作品中臻于极致的音色层次感。排练
时，宁波交响乐团全体演职人员所迸
发的活力和激情，让我惊喜，让我深
爱，并为他们感到自豪。

从挑战高难度到演绎细腻风格
在合作中得到艺术进化

6 晦涩作品的现代解码法则
将音乐语言转化为情感符号

记者：近期，《音乐周报》 刊登
了对你演奏的高度评价，你也被认为
是普罗科菲耶夫作品的优秀阐释者，
如何让晦涩作品引发当代受众共鸣？

罗维：普罗科菲耶夫的音乐语言
充满现代性的棱角，可能会让大家觉
得 晦 涩 难 懂 。 一 开 始 我 也 有 这 种 感
觉 ， 所 以 我 就 好 奇 ， 在 这 种 音 符 的

“面具”背后，藏着什么样的人格？
所以，如果你愿意深入了解他，就会
发现他骨子里的童真与叛逆。

我曾花很长时间去研读他的书信
集 ， 发 现 他 创 作 时 像 “ 戴 面 具 的 顽
童”，他在自己的音乐里创造了一个
光怪陆离的童话世界。比如在 《战争
奏鸣曲》 暴烈的节奏下，藏着作曲家
对童话意象的痴迷。这种反差，成为
我解读和演绎普罗科菲耶夫作品的钥
匙。通过经常弹奏他的作品，我更多
体会到普罗科菲耶夫作为作曲家独特
的、通过音符展现的个人风格。他的
音乐中有非常多的幽默、冷嘲，以及
一种接近童真的性格。

不久前，我在纽约策划了一场沉
浸式音乐展览，观众可以在现场的艺
术装置中自由穿梭，投影机将我写的
诗句手稿洒满墙壁。我演奏普氏作品
时，现场的当代舞者即兴表演，观众
也可以随意走动，去关注自己感兴趣
的部分。通过舞蹈、视觉与空间设计
的跨媒介叙事，打破时代隔阂，让有
些看起来晦涩的作品，也与当代生活
产生共振。

演奏中的罗维。（受访者供图）

罗维在宁波交响乐团排练厅接
受记者专访。 （吴冠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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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作为活跃于社交平台

的新生代音乐家，您如何看待短
视 频 时 代 古 典 音 乐 的 传 播 ？ 现
在，网络直播技术打破了固有的
艺术传播方式，未来你是否计划
挑战 AI 作曲、沉浸式剧场等更先
锋的艺术形式？

罗维：短视频和直播等技术
赋能，给观众带来多维度、更多
样的审美体验，增强了现场观演
的沉浸感，更颠覆了传统的欣赏

方式，让古典音乐从“神坛”走
向大众。

特别是通过社交平台的短视
频，可以帮助我和广大的艺术家
了解观众的喜好，我们也可以根
据观众需求来调整选曲，有助于
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音乐厅去现
场体验。同时，艺术家可以通过
短视频去解构专业术语，用特写
镜头拆解演奏技法，使零基础的
观众群体的音乐素养得以逐渐提
高，让审美启蒙从单向灌输变为

沉浸式感受。
我也曾在小红书和抖音上开

设晚间音乐直播活动“用音乐卸
下你的疲惫”，灯光调暗，然后摆
上蜡烛，用肖邦的夜曲和德彪西
的 《月光》 缓解都市人的焦虑。
后来我在线下演出，就发现许多
观众是金融和 IT 行业从业者，他
们之前从未踏足音乐厅，却因刷
到我的短视频或直播而追到线下
来观看，我很高兴他们能够通过
我的这种方式走近古典音乐。

短视频、AI、直播等数字化手段
重构了古典音乐传播逻辑

记者 廖惠兰

扫二维码，
看甬派相关视频
访谈。

罗维的跨界演出罗维的跨界演出。。（（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