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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虎执导，魏翔、王智、岳亮等主演的电影《好像也
没那么热血沸腾》将于 9 月 28 日上映。影片聚焦篮球赛
场，展现篮球运动的魅力和运动员们的拼搏与奋斗。

据了解，《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讲述了一名篮球教
练带领一群心智障碍却身怀绝技的篮球运动员，不断追逐
人生梦想、挑战篮球赛冠军的故事。影片将喜剧表达与体
育元素相结合，传递出笑对生活、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据悉，影片还将同步推出针对视障人群特别制作的无
障碍版本。主创团队表示，希望通过努力，让更多残障人
士感受到体育运动的激情和电影世界的魅力。

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宣传促进会副秘书长杨聪表示，
影片倡导扶残助残风尚，鼓舞和激励残疾人自尊、自信、自
强、自立，对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
用。 记者 王鹏 图片由片方提供 据新华网

指挥家杨洋挥起双手，青年大提
琴家莫漠与中国爱乐乐团呼应共鸣，
古曲《梅花三弄》的泛音旋律变化堆
叠，那是著名作曲家陈其钢在中国文
化与世界语汇之间写就的平衡。9月
22 日晚，保利剧院，这首深情的大提
琴协奏曲《逝去的时光》正式拉开了第
25/26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序幕。

三年来，北京国际音乐节走过了
疫情期间文化交流受阻的重重考验。
如今，他们选择首先回望来路，以百年
来中国音乐的薪火相传作为新的起
点，再度出发。

●现场

中西合璧展现百年来路

自1998年在法国首演以来，陈其
钢《逝去的时光》早已成为中国故事走

向世界的典范。有关中西交融的探
索，向来是推动中国音乐不断前进的
共同特质。开幕音乐会上，这条精神
线索贯穿始终。紧随《逝去的时光》之
后，中国爱乐乐团以乐声织成时光的
长河，回溯至百年前的先驱之音。著
名女高音歌唱家张立萍上场，萧友梅
的《问》以及赵元任的《听雨》《瓶花》

《教我如何不想她》4 首歌曲接连唱
响，意蕴丰富而隽永。

下半场，北京民族乐团的50名乐
手登台，被包裹在西洋乐器围成的半
圆里。随着民族弹拨乐器以清越之声
率先冲破低音徘徊的沉郁，北京国际
音乐节与北京民族乐团联合委约作曲
家邹野创作的《聆听刘天华》迎来世界
首演。《聆听刘天华》满怀敬意，全曲分

为3 个乐章，均以民乐大师刘天华的
代表作命名——第一乐章“改进操”、
第二乐章“良宵”、第三乐章“光明
行”。民族管弦乐、西洋交响乐两支编
制不小的乐队各自光芒闪耀，又圆融
自得，喝彩声久久不散。

●致敬

一个世纪前的作品光芒不减

萧友梅、赵元任、刘天华，他们皆
是北大音乐传习所的代表性人物。
1922年，“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
在时代浪潮里应运而生。传习所由时
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任校长，萧友梅任
教务长并主持日常工作，提出“以养成
乐学人才为宗旨，一面传习西洋音乐，
一面保存中国古乐，发扬光大”的办学
原则，开启了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之先
河。

前人们在一个世纪前留下的作
品，至今仍然光芒不减。张立萍非常
感慨，自己在开幕音乐会上演唱的 4
首歌曲竟然已走过了百年光阴：“那个
时候，大师们已经能把西方技法与中
国的民族情怀相结合，直到现在，音乐
中的‘魂’仍然不过时。这些作品的旋
律其实非常简单，可是它们凝聚的力
量不那么容易表现到位。”如今，乐坛
崇尚戏剧张力突出、感官刺激明显的
作品，但百年前那种隽雅动人、坚韧独
特的人文情怀唤醒了张立萍心底强烈
的认同，隔着乐谱，她感到由衷震撼。

●融合

高难技法注入新的表达

北大音乐传习所办学宗旨的主要
推动者、践行者，是当今中国音乐界众

所周知的刘天华，昔年，他据理力争、
身体力行，终于把琵琶和二胡纳入了
大雅之堂，在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留
下了划时代的一笔。流逝的时间没有
磨灭他的精神，在作曲家邹野笔下，

《聆听刘天华》几乎囊括了大师所有二
胡、琵琶乐曲的主题，以中国传统音乐
与舶来交响乐的重新组合为之赋予新
的光彩。

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的融合向来
是一大难题。“民族乐器是五度相生
律，西洋乐器是十二平均律，彼此可能
调音都调不到一起去。”杨洋解析道。
此外，民族乐器的声音很可能被西洋
乐器淹没。杨洋赞叹邹野运用的配器
手法之精妙，同时也深谙其难度。北
京民族乐团的乐手们开始排练的第一
天甚至一度被难倒，中国传统的五声
音阶移植到西方乐器上，拉起来同样
困难重重。

“乐团成立8年来，这是我们演过
最难的一部作品，谱面上变化音非常
多。”北京民族乐团团长李长军说。他
鼓励年轻的乐手们一定要啃下这块
硬骨头，一次次磨合、一场场排练后，
传统民乐与西洋交响的乐声终于融
汇合流，当两种特色鲜明却能和谐交
织的乐音包围了站在指挥台上的杨
洋时，他动容不已：“那真的像是天籁
之音！”

至10月15日，今年的北京国际音
乐节将在 24 天内带来 25 场演出，从

“音乐·青春·未来·态度”4 个维度对
“共未来”的年度主题进行艺术诠释。

据《北京日报》

中新网武汉9月23日电(记者 梁婷)“长
江文明特展”23日在湖北省博物馆开幕，展
览从多个角度反映史前到战国时期长江文
明的发展脉络。

此次展览由湖北省博物馆联合上海博
物馆、河南博物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湖
南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安徽
博物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安
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博物
馆、良渚博物院、随州市博物馆、荆州博物
馆、天门市博物馆等多家机构举办。

展览分为“大江东流—史前时期的长江

流域”和“江汉朝宗—夏商周时期的长江流
域”两个单元，在“惟见长江天际流——长江
中游文明进程考古成果展”的基础上，增加
了长江上游、下游考古出土文物。通过史前
的陶器、漆器、玉器，讲述长江流域先民在城
市、手工业、稻作农业等方面的杰出成就，证
明长江流域是以城池、文字、金属、宗教等诸
多文明要素的集中出现，成为中华文明的发
源孕育地之一。

在历史长河中，长江流域的先民孕育和
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其中，元谋人、郧县
人证明长江流域是古人类起源的重要区域。
新石器时代陶器、稻作农业、独木舟等都是长
江流域古文明的伟大贡献。夏商周时期，长
江流域的巴蜀、荆楚、吴越等地域文化，在中
原文明的影响滋养下，各具特色，不断融会贯
通，最终融入秦汉大一统国家中，为多元一体
的中华文明提供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

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王先福介绍，展览
展出了良渚、石家河玉器，反映了东亚史前
玉器的高峰。枣树林曾公求编钟、淅川下寺
楚墓出土铜鼎、吴王光戈等精美文物200余
件组，与湖北省博物馆基本陈列“楚国八百
年”“曾世家”“越王勾践剑”等展览形成呼
应，观众从中可以看到更加丰富的楚国、曾
国及吴越长江历史。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 2024 年 1 月 3
日。 据中国新闻网

第25/26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大幕开启
以百年音乐传承为起点再出发

北京国际音乐节演出现场 方非 摄

“长江文明特展”在湖北省博物馆开展

“长江文明特展”在湖北省博物馆开
展。 记者 梁婷 摄

电影《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
展现篮球赛场的热血与拼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