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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潞：
古典乐要以“破界”姿态迎接新风口

欧洲时间 3月 23日，
在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
的穹顶下，中国指挥家俞
潞以教科书级别的指挥，
完成了与阿姆斯特丹皇家
音乐厅管弦乐团的首次合
作。

现场两千名观众为站
在舞台中央的东方面孔所
迷倒，纷纷起立鼓掌。这
热烈的场面，不仅是对这
位 36 岁东方音乐家的认
可，更是见证了一次历史
性的跨越——137 年来，
在这座世界交响乐圣殿举
办的音乐会，第一次由中
国指挥家执棒。

作为世界十大交响乐
团之一，阿姆斯特丹皇家
音乐厅管弦乐团以严苛的
艺术标准著称，此次俞潞
受邀执棒，其国际影响力
不言而喻。

4月 12日，俞潞将执
棒宁波交响乐团，为甬城
观众演绎马勒创作生涯中
的巅峰之作——《第九交
响曲》，这也是该曲首次在
宁波上演。记者近日在宁
波交响乐团排练厅对俞潞
进行专访。

人 物 名 片
俞潞，宁波籍指挥家，是

世界指挥大师小泽征尔的“关
门弟子”。小泽征尔曾评价他为

“在有生之年见过的最优秀、最
有天赋的指挥家。”俞潞出道
以来已经与享有“世界十大交
响乐团”美誉的阿姆斯特丹皇
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布达佩斯
节日管弦乐团及斋藤纪念音乐
节管弦乐团有过合作，华人指
挥家中有此成就的，目前仅俞
潞一人。

核 心 观 点

■中国年轻一代音乐家要
站上更高的舞台去讲中
国故事

■指挥家的成长没有捷
径，要热爱它并做好为
之付出一切的准备

■古典乐作为“200年前
的产品”，也要迭代用
户体验。在新媒体浪潮
下，古典乐可以有全新
的体验方式

■演绎经典不是简单重
复，而是在探索古典乐
的当代表达

■再大胆一点，尝试把天
马行空的创意，变成可
触可感的音乐现场

记者：祝贺您成为阿姆斯特丹
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建团 137年来
首位受邀的中国指挥家。这也是目
前中国指挥家获得的最高荣誉，请
您谈谈，这次合作对中西方音乐交
流意味着什么？

俞潞：这个乐团是世界公认前
三名的交响乐团。这份邀请的分
量，远超过我个人的荣誉。指挥家
站上这个舞台，既是职业水准的高
度认证，也是对中国音乐家艺术水

准的认可。
音乐是无需翻译的世界语言，

也是中西方交流很好的方式。如何
讲好中国故事？在哪里讲？讲给谁
听？怎么讲？这都是我们文艺工作者
需要去思考和努力的。我认为，年轻
一代音乐家要站上更高舞台去讲中
国故事。这次合作仅仅是一个开
始，它证明中国年轻一代的音乐家
已完全可以与世界顶级艺术机构进
行对话、合作。

记者：从参加大师课到执棒世
界级乐团，您如何实现这一跨越？
您也花了不少时间与精力筹备此次
音乐会，您认为成为一名优秀指挥
家要具备哪些素质？

俞潞：要站上这个舞台，首先
要具备无可争议的实力。要取得成
就，就要保持对知识的敬畏心，不
断地学习、精进自己，这也是我一
直努力的方向。讲好中国故事，不
能只在中国讲，大家需要走出去。

这次音乐会，我准备了两个
月，因为站上这个舞台，代表的是
中国指挥家的实力，这是一种使
命。坦白地讲，压力也很大，郎
朗还给我发消息打气，因为他也
去那里演出过，明白这有多不容
易。他说高级别的职业生涯，就
是 这 样 一 场 接 一 场 累 积 起 来 的 。
我也希望日后能有更多的中国音
乐家可以收到这样的邀约，在世

界舞台上展示中国音乐家的实力
和形象。

我与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
弦乐团的缘分始于 2012 年，当时
我参加了马里斯·杨松斯开设的指
挥大师课。我跟着他学了柏辽兹的

《幻想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的
《第五交响曲》 等等。他是直接用
乐团给你上课的，这对我来说已经
很珍贵了。这次音乐会，其实是他
们发出的第二次邀约，第一次是在
2021 年，那时候因为受客观条件
限制没去成。

指挥家的成长没有捷径，首先
你要确定自己是否热爱它，同时你
要做好为之付出一切的准备，因为
热爱才能迸发出更大的能量。我比
较幸运的是，遇到了我的恩师小泽
征 尔 ， 从 19 岁 开 始 就 跟 随 他 学
习。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
忠于艺术的态度和人格魅力。

记者：这次执棒家乡的乐团，
为何选择马勒的 《第九交响曲》？
这里面有您的哪些考虑？在您看
来，这首作品是否与宁波这座城市
有相关联的地方？

俞潞：这部作品是对生命的终
极叩问，而宁波人的基因里有闯荡
四海的魄力。我们也需要用这样的
音乐，让人慢下来，重新唤回对生
命、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我非常喜欢马勒，他长得有点
像我爷爷，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位

指挥家，很懂得指挥在想什么。这次
要上演的马勒《第九交响曲》，无论
是在技术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是音
乐史上最难演绎的一部作品。

宁波是我的家乡，我很愿意为
家乡付出，所以我愿意投入精力和
时间，和宁波交响乐团一起细细打
磨作品。我与宁波交响乐团的合作
一直都很愉快。乐团从来没演绎过
这部作品，这是一种互相成就。我
们不是在重复经典，而是在创造属
于这个时代的独特表达。

记者：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
管弦乐团的教育经理丽莉·舒特评
价您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指挥家，观
众也很喜欢您的指挥风格，说你能
带领大家沉醉于音乐之中。请问您
的这种艺术感染力从何而来？

俞潞：这要感谢我的恩师小泽
征尔的言传身教。他让我明白，指
挥的感染力不仅是技术的呈现，更
是精神的传递。

指挥必须成为乐团的一面镜
子，所以，背谱指挥也成了我的一
个习惯，因为带着导航开车的人，
永远成不了赛车手。

指挥也必须对每个音符了如指
掌，不同的声部、不同的调号、不
同的力度、不同的感情⋯⋯只有对
总谱的每个细节都能真正烂熟于
心，方能更好地领悟并驾驭它。

记者：从贝多芬九部交响曲的B
站五天连演，到人民日报全程直播
的斯特拉文斯基 《春之祭》 演绎，
您近年来与宁波交响乐团合作，迎
来了诸多“高光时刻”，未来是否有
更具挑战性的艺术目标？

俞潞：我觉得，作品一定要为
人民而创作，演绎的作品也应是人
民真正喜欢的，我很愿意去做大胆
的尝试。

现在的网络直播技术打破了固
有的艺术传播模式，原本相对封闭
的 音 乐 厅 ， 转 化 为 开 放 的 数 字 场
域。2020 年，我和宁波交响乐团在
B 站直播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表演，
高峰时有 60 多万人次在线。这说明
年轻人不是不爱古典乐，而是需要
新的对话方式。

所以，未来我也想尝试缩短音
乐会时长、设计沉浸式剧场，甚至
还 想 探 索 和 AI 技 术 相 结 合 的 可 能
性，把古典音乐的华彩乐章以短音
频、短视频的形式展现给受众。

文艺作品要真正贴近大众的生
活和需求。人们普遍认为交响乐的门
槛高，这就是我们目前需要解决的问
题。我们需要转变思维。古典乐作为

“200 年前的产品”，必须迭代用户体
验，比如从服装形制到分上、下半场
的传统演出形式甚至是作品内容，都
需要我们敢于去打破固有框架。

接下来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努
力成为实现执棒世界十大乐团“大满
贯”的首位中国指挥家，执棒阿姆斯特
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这只是开始，
我期待着未来并充满信心。

记者：您目前在筹备大潮爱乐
乐团，也发出了向全球招聘人才的
信息，乐团有何主张？您对年轻音
乐人才有何期待？

俞潞：音乐必须回归“人”的
本质，我们面向全球招募的，不仅
有演奏家，还有对行业现状进行深
度思考甚至进行反思的革新者。

乐团将插上数字化的翅膀，在
红船启航地嘉兴“出道”。
乐 团 无 论 是 管 理

模式还是演出形式或者是内容的呈
现等，都将打破常规。

如 果 说 传 统 乐 团 是 一 座 博 物
馆，那么，我想把大潮爱乐乐团打
造成“梦想实验室”，把我们乐团天
马 行 空 的 艺 术 创 意 ， 变 成 可 触 可
感、真正受大家喜欢的音乐现场。

年轻一代音乐家要站上更高舞台去讲中国故事

指挥家的成长没有捷径，要具备无可争议的实力

执棒宁波交响乐团，双方互相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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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力不仅是技术的呈现，更是精神的传递

定下新目标：实现执棒世界十大乐团的“大满贯”

在新媒体浪潮下，古典乐需要“破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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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潞

记者 廖惠兰

正在指挥的俞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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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潞执棒阿姆斯特丹皇
家音乐厅管弦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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