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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爾濱大劇院被英國哈爾濱大劇院被英國《《電訊報電訊報》》評為世界最佳音樂廳評為世界最佳音樂廳。。陳嘉軒陳嘉軒 攝攝

▲▲第第3636屆中國屆中國··哈爾濱之夏音樂會開幕式文藝演出現場哈爾濱之夏音樂會開幕式文藝演出現場。。

音樂是哈爾濱的城市
靈魂，與 「東方小巴黎」 並蒂雙

蓮。音樂之於哈爾濱，是一張永恆的城
市名片，是其享譽世界的藝術符號和獨具特

色的文化基因，街頭巷尾處處都是流淌的音樂，餘
音繞樑，一音一符，承載着百年故事。
高山流水遇知音。哈爾濱，亞洲唯一一座被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授予 「音樂之城」 稱號的城市。今年7月27
日，哈爾濱確定每年8月6日為 「哈爾濱音樂日」 ，哈爾
濱市民有了屬於自己獨享的音樂節日，讓這座音樂之城
更加名副其實。歷經62載芳華歲月的國家級音樂盛會
——哈爾濱之夏音樂會，也於這一日迎來第36屆盛典，
開啟了歷時一個半月的美妙音樂之旅，中西合璧的

「東方莫斯科」 再次插上音樂翅膀跨越山海，給
世界獻上一場冰城夏都的音樂饕餮盛宴，

伯牙撫琴，世界聆聽。
文/付彥華 張曉磊

第第3636屆中國屆中國··哈爾濱之夏音樂會

哈爾濱之夏音樂會：：

今年，由文化和旅遊部、哈爾濱市人民政府主辦的
第36屆中國·哈爾濱之夏音樂會，以 「相約音樂之城
唱響復興未來」為主題，堅持 「國家級水準、國際化
特色、群眾性參與」的辦節方針，按照 「政府主導、
市場化運作、社會參與」的模式，以禮讚強國建設、
唱響民族復興為着力點，突出 「打造品牌、參與廣
泛、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特點，積極促進專業演
出與群文活動有機結合、文化與旅遊深度融合。

「我們來到了太陽島上……」悠揚的旋律是那般熟
悉，8月26日晚，一首全新編曲的《太陽島上》從電
視屏幕裏 「流淌」出來，讓廣大市民重溫20天前在哈
爾濱大劇院舉行的第 36 屆哈爾濱之夏音樂會開幕式
精彩文藝演出，共赴這場美妙經典的音樂饕餮盛
宴。當晚，世界經典芭蕾舞劇《胡桃夾子》作為本
屆 「哈夏」音樂會的重要演出之一，也在哈爾濱大劇
院精彩上演，着實為 「音樂之城」添加了一抹別樣的
童話色彩。

「哈夏」音樂會作為中國舉辦時間最長、屆次最多
的國家級音樂藝術活動，已經深深融入了這座城市的
血脈。本屆 「哈夏」音樂會共設開幕式演出、全國性
展演活動、中外經典系列演出、全國專業音樂學院教
學成果展示、群眾文化活動、 「東亞文化之都」城市
特色非遺展示活動、 「冰城夏都」時尚文化展示活動7
大板塊，向世界展現了亞洲唯一獲 「音樂之城」殊榮
城市的深厚音樂文化底蘊。

創造了西洋音樂在中國諸多第一
哈爾濱，亞洲唯一 「音樂之城」底氣何在？開埠百餘

年來，哈爾濱一直與音樂相伴而行。作為20世紀初中國
歐洲古典音樂最活躍的城市，移居哈爾濱的俄羅斯、德
國、法國、意大利、美國、波蘭等國家的世界級演奏
家、歌唱家、指揮家，在這座城市中創造了西洋音樂在
中國的許多第一。

1898年，俄國人在哈爾濱修築中東鐵路，把第一架
鋼琴運抵哈爾濱；1899年，捷克的厄爾莫里樂隊奏響
了哈爾濱歷史上第一場交響音樂會；1908年，中國第

一支交響樂團——哈爾濱第一交響樂團成立，上世紀
20~30 年代一度被譽為遠東第一交響樂團。同時，自
1961 年創辦以來，延綿半個多世紀的哈爾濱之夏音
樂會已經成為中外聞名的越辦越好的音樂節，享譽
國內外。

中國的「哈夏」 世界之舞台
62載流金歲月，36屆音樂饕餮。讓我們把時針倒撥

到 62 年前，傾聽一下 「哈夏」滴答滴答一路走來的
「年輪」之音。1961年，歷時11天，700餘名演員參

演的首屆哈爾濱之夏音樂會，用優美而又振奮人心的
旋律為哈爾濱城市文化發展掀開新的歷史篇章。

此後的62年，哈爾濱人的音樂血脈在 「哈
夏」的一屆屆發展中持續積澱。在哈爾

濱市委、市政府的精心主辦下，每
一屆 「哈夏」都獨具匠心。 「哈
夏」點燃了中國音樂新長征的
火種，對推動全國音樂藝術發
展具有重要意義。

從 1996 年 第 23 屆 開 始 ，
「哈夏」音樂會提檔升級、步

入一個新的發展里程碑，改由
國家文化部和哈爾濱市人民政府

共同舉辦， 「哈夏」從地方性音

樂活動升級為國家級音樂盛會；第24屆 「哈夏」音樂
會，開幕當天1380米紅毯迎賓入城；第26屆 「哈夏」
音樂會，來自意大利、英國、美國、波蘭、日本、奧
地利、俄羅斯的音樂家進行了精彩演出， 「哈夏」在
國際化的道路上不斷拓展；第29屆 「哈夏」音樂會，
全國聲樂比賽落戶哈爾濱；第30屆 「哈夏」音樂會，
首屆國際手風琴藝術周成功舉辦；第32屆 「哈夏」音
樂會，勛菲爾德國際弦樂比賽首次落戶冰城……張
權、郭頌、李谷一、盛中國、鄭小瑛等著名歌唱家、
指揮家，莎拉·布萊曼、理乍得·克萊德曼、祖賓·梅塔
等國際巨星、音樂家、指揮大師都曾在 「哈夏」舞台
上一展風采，中國的 「哈夏」已成為世界的舞台。

今年的7月27日，哈爾濱市十六屆人大常委會第十
一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設立哈爾濱音樂日的決定：
自 2023 年起，每年的8 月 6 日為哈爾濱音樂日。從第
24屆 「哈夏」音樂會以來，8月6日便是 「哈夏」音樂
會固定的開幕日期，25年來，這一日期已經深深刻在
哈爾濱市民腦海裏，同時也是國內外音樂界和音樂愛
好者對 「哈夏」的難忘記憶。 「哈爾濱城市音樂日」
的設立，進一步提升了哈爾濱浪漫 「音樂之城」的影
響力和吸引力，讓世界 「音樂之城」永葆青春活力。

以音樂之名 赴一場「冰城夏都」之約
今年 「哈夏」音樂會有何亮點？值得一提的是，其

開幕式文藝演出以專業化、多元化、國際化為突出特
點，採用 「交響+」的形式，通過 「歌飛山水間」 「弦
動大舞台」 「情深向未來」三個篇章，將交響樂與聲
樂、芭蕾、國內外特色器樂、電聲樂隊等其他藝術形

式融為一體，以音、詩、畫、歌等豐富的藝術形式，
唱響 「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精神樂章。

「在我小的時候，是聽那首《太陽島上》認識哈爾
濱，並對這座城市充滿嚮往。」首次擔任哈爾濱之夏音
樂會開幕式總導演的保利文化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藝術總
監、北京保利演出有限公司董事長周濤在接受記者採訪
時表示，因此前多次擔任 「哈夏」開幕式主持人，再次
回到 「哈夏」舞台，有一種老朋友的親近感。

談及對這座音樂之城的印象，周濤說： 「哈爾濱是
一座非常洋氣的城市，也是中國最早跟國外進行交流
的城市，具有包容性和國際性，這裏的人們音樂欣賞
水準很高。」

哈爾濱之夏遊子鄉音鄉情鄉愁
本屆 「哈夏」音樂會開幕式文藝演出上，一曲融

合東北特色民歌《東北風》和《搖籃曲》的鼓樂《白
山黑水間》，奏出一首極富東北韻味的曲目，舞台
兩邊各三面不同音高的中國大鼓，與交響樂團完美
交融，讓觀眾聆聽了東北的迴響，令人眼前一亮，印
象深刻。

「哈爾濱有着悠久的音樂歷史和深厚的古典音樂基
礎，還有非常廣泛的群眾基礎，喜歡音樂、參與音樂
活動的人非常多，喜歡交響樂的觀眾也特別多，這是
在其他城市不多見的，這是值得傳承的。」第36屆中
國·哈爾濱之夏音樂會開幕式音樂總監洪兵在接受記者
採訪時表示，此次擔任音樂總監，圓了兒時的 「哈
夏」夢。

作為《白山黑水間》的鼓手之一，北京民族樂團副

團長、打擊樂首席宋藝博在接受記者採
訪時說： 「我是大慶人，哈爾濱

也是常來的一座城市，這次
來到哈爾濱，更加真切地

感受到了這座 『音樂之
城 』 濃 濃 的 音 樂 氛
圍。第一次登上 『哈
夏』的舞台，用手中
樂器去演奏這曲富
有東北地域特色的曲
目，用鼓聲來振奮人

心，用音樂來抒發內
心的鄉愁。」
同樣第一次參加哈爾濱

之夏音樂會的打擊樂演員王
佳男說： 「我是黑龍江人，從小

便離開了家鄉，這次回到黑龍江演出非
常開心，尤其是聽到哈爾濱交響樂團聲音的時候，我
最真實的感受是我回家了，這個聲音太溫暖，又充滿
了力量，這激昂熱情的聲音飽含着哈爾濱人向上的勁
頭，也表達着我迫切回到家鄉參演的心情，希望為家
鄉的音樂事業貢獻一份力量。」

深哈「大咖」聯袂
精彩絕倫再奏合作新交響

「哈爾濱之夏，我愛你！」參加第36屆中國·哈爾濱
之夏音樂會全國優秀交響樂作品展演的深圳交響樂團
率先抵哈，並在哈爾濱太平國際機場為哈爾濱市民送
上 「禮物」，快閃演出《我和我的祖國》，給現場的
觀眾帶來感動和快樂。除了參加本屆開幕式演出外，
深圳交響樂團還精心編排了大型交響套曲《我的祖
國》和《新時代交響序曲》兩場專場音樂會，為廣大
市民和遊客帶來了一場藝術盛宴。

深圳交響樂團和哈爾濱交響樂團同為國內優秀的職
業交響樂團，深圳交響樂團沐浴着改革開放的春風應
運而生，並發展成為深圳的一張靚麗文化名片；而哈
爾濱交響樂團作為中國第一支交響樂團，為哈爾濱這
座 「音樂之城」畫上濃墨重彩的一筆。雖遠隔千里，
但兩團在多次的互訪交流演出中結下深厚的友誼，攜
手並進，曾多次為兩地樂迷們獻上數場風格各異、精
彩絕倫的聯合演出。在本屆的 「哈夏」音樂會開幕式
上，哈爾濱交響樂團和深圳交響樂團再度攜手，共同
演繹 「音樂之城」的浪漫與深情。

中國交響樂聯盟副主席、深圳交響樂團藝委會主
席、深圳音樂家協會主席聶冰對本報記者說： 「我是
哈爾濱人，對哈爾濱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城市建築是
形，藝術是城市的魂，我認為哈爾濱的魂就是音樂，
音樂伴隨着這座城市的成長。尤其是得知哈爾濱將8月
6日確定為 『哈爾濱音樂日』，可以說在全國是首創，
我特別激動，這無疑是體現了哈爾濱人對音樂的熱
愛。哈爾濱又培養了諸多音樂人才，很多從哈爾濱走
出去的著名音樂人遍布在國內外音樂事業的重要崗
位，這座城市為全國的文化事業繁榮做出了很大的貢
獻，我為我是一名哈爾濱人而倍感驕傲和自豪。」

「『哈夏』音樂會是國內最有影響力的音樂活動之
一，從2016年起幾乎每年都會回到哈爾濱，今年再次
參與 『哈夏』音樂會倍感榮幸。」聶冰表示，深圳交
響樂團和哈爾濱交響樂團已經合作過太多次了，兩支
樂團 「禮尚往來」式的合作，更能夠促進彼此的
了解和成長，兩支樂團近年來的進
步都非常大，哈爾濱交響

樂 團 是 這 座 城 市 的 「寶
貝」，希望兩支交響樂團
進一步發揮彼此優勢，
讓音樂文化真正成為深
哈合作的重要紐帶之
一，同時，希望兩地
進一步加強音樂人才交
流，力爭反哺家鄉。

音樂為媒
促哈深度「融灣」
「哈爾濱之夏音樂會是這座城

市獨有的魅力。」對於從哈爾濱工業
大學走出去的企業家，黑龍江省政協常委、
香港劍橋教育集團董事長、全港各區工商聯執行委員
會主席兼永遠名譽會長肖凱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稱，
哈爾濱之夏是與這座城市相契合的，將世界交流的
開放之美與東方含蓄之美相結合，與哈爾濱這座充滿
異域風情的城市特質一脈相承，而且群眾的參與度
高，這種積極主動、樂觀向上的生活氣息帶給市民美
的享受。

肖凱表示，哈爾濱之夏音樂會是一張響亮的城市名
片，哈爾濱也在積極地用音樂講好冰城故事。香港是
連接中西文化的橋樑，香港與哈爾濱在音樂文化藝術
方面有很多的交流合作平台，希望哈港兩地可以聯動
起來，哈爾濱充分發揮其 「音樂之城」的優勢，香港
發揮 「超級聯繫人」作用，在推動兩地文化交流的同
時，讓哈爾濱更好地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推動其
向更好質量、更高標準發展。

「哈夏」寫下不盡精彩
培根鑄魂新苗茁壯

金鐵林、李雙江、秋里、薛蘇里……62 載，通過
「哈夏」音樂會的舞台，讓無數的哈爾濱人在歌聲

中成長，數不清的歌唱演員、指揮、演奏員在 「哈
夏」的舞台懷抱夢想、走向世界，一支支演出隊伍在
這裏得到了鍛煉與提高，一個城市因它而寫下了不盡
的精彩。

近年來，哈爾濱之夏音樂會的發展與 「音樂之城」
的建設齊驅並進，高起點建設、精細化布局的頂層設
計，激發創新活力、招賢納士的政策扶持，與廣泛普
及的音樂教育，哈爾濱用音樂培根鑄魂，以文化興城
強市。

全球廣發 「英雄帖」，吸引來自法國、德國、美
國、日本、加拿大、俄羅斯、韓國等世界各地的優秀
音樂、舞蹈人才，成為百年哈響與年輕哈芭的中流砥
柱，為 「音樂之城」的發展提供堅實的人才支撐。為
推動音樂文化發展而出台的《哈爾濱市支持高端演出
項目高端時尚表演項目補貼資金管理暫行辦法》，創
新設立哈爾濱市文化旅遊體育銀企合作發展資金，為
音樂藝術等文化產業發展提供強有力支持。

在哈爾濱，音樂教育廣泛普及。全市學校開設的小
提琴、薩克斯、葫蘆絲等特色音樂課，千台鋼琴、千
架古箏等大型音樂表演活動，充分展示了哈爾濱音樂
教育的纍纍碩果。2016年成立的哈爾濱音樂學院，每
年培養本碩博專業音樂人才300餘人、赴俄音樂學院進
修生20餘人，成為中俄音樂教育和藝術交
流合作的 「橋頭堡」。

音樂流淌冰城夏都
彰顯文化自信

文化軟實力的提升離不開硬件設施支撐，哈
爾濱音樂廳、哈爾濱大劇院等場館的建設，高標準打
造的哈爾濱音樂博物館、群力音樂主題公園、哈爾濱
老會堂音樂廳等音樂文化場所，幾十座各具藝術特
色、彰顯文化氣息的文化館、藝術館、展覽館遍布街
區，不僅為 「音樂之城」的發展提供了新動力，成為
「哈夏」的專業舞台，更讓整座城市充滿着濃郁的音

樂氣息。
突出群眾性和普及性原則使 「哈夏」生生不息。冰

城夏夜，中央大街、馬迭爾音樂陽台、松花江畔……
熱愛音樂的市民，動情演繹着一首首經典老歌。斯大
林公園、玉山公園、尚志公園……鏡頭快閃，每到
「哈夏」音樂會，城市各大公園彷彿化作一個巨大的

音樂舞台，數十萬群眾參與到活動中來，從古稀老人
到幾歲幼童，所有熱愛音樂的市民，都自信地站在
「哈夏」的舞台上一展風采。
音樂在麵包石上 「流淌」，今年的中央大街弦樂音

樂會除群眾耳熟能詳的國內外經典名曲之外，還演奏
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我們多麼幸福》《強大
的艦隊在海上行進》等鄭律成的代表作品，以其宣傳
和弘揚這位偉大的人民音樂家，彰顯哈爾濱的音樂文
化資源和紅色旅遊資源，促進文旅融合發展。

廣泛而扎實的群眾基礎、四季常態化的演出模式讓
音樂走進千家萬戶。近年來，每屆 「哈夏」音樂會上
的數千場演出，上萬人參演、百萬餘觀眾，不僅讓哈
爾濱市民的獲得感、幸福感、榮譽感明顯增強，更為
「音樂之城」的建設奠定了雄厚的群眾基礎。市民音

樂嘉年華、中央大街陽台音樂會等群眾性音樂活動，
在給市民帶來視聽與精神多重享受的同時，還吸引着
更多遊客來到哈爾濱，體驗 「音樂之城」的獨特魅
力。文化與旅遊的深度融合，讓哈爾濱與流動的音符
一起傳遍世界各地。

音 樂 不 受 地 域 、
風俗、民族等差異
所限，使人與人之
間實現最直接的情
感 共 鳴 和 心 靈 溝
通。 「哈爾濱是一

座充滿着音樂律動的城市，一踏進哈爾濱，就能感覺
音樂的聲音無處不在，真是一段美妙的旅行。」來自
杭州的遊客說。

國際藝術盛宴唱響民族復興
第36屆 「哈夏」音樂會，是禮讚強國建設、唱響民

族復興的一次國家級重要音樂盛會，是賦能 「六個龍
江」 「七大都市」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一
次重要文化創新活動。

據了解，本屆 「哈夏」音樂會期間，第十五屆全國
聲樂展演舉辦22場演出，遴選出優秀聲樂人才參加文
化和旅遊部舉辦的 「新時代聲樂領軍人才高級研修
班」；首次舉辦的全國優秀交響樂作品展演會組織16
個優秀樂團，演出 13 場交響音樂會。此外，還舉辦
2023哈爾濱勛菲爾德國際弦樂比賽、第六屆哈爾濱國
際手風琴藝術周等；引進芭蕾舞劇《天鵝湖》、小白
樺舞蹈團舞蹈專場、柴科夫斯基交響樂團交響音樂會
等經典劇（節）目；舉辦3場高等專業音樂院校專場
音樂會，以及全國文化館（站）全民藝術普及合唱指
揮培訓班、 「市民音樂嘉年華」、全國DJ 「哈夏」行
等15項群眾文化活動和 「齊聚文都 多彩非遺」東亞
文化之都城市特色非遺展示展演，推出2023哈爾濱國
際音樂文化產業博覽會、2023哈爾濱螞蟻音樂節、哈
爾濱早期音樂與世界文化名人手跡展等，傳承城市歷
史文化，助力文旅產業發展。

「中國的 『哈夏』、世界的舞台、人民的盛會」。
世界 「音樂之城」哈爾濱，再次用音樂的旋律唱響盛
世歡歌，華夏兒女復興之夢。

▶▶第十五屆全第十五屆全
國聲樂展演國聲樂展演。。

▲▲世界經典芭蕾舞劇世界經典芭蕾舞劇《《胡桃夾子胡桃夾子》》
在哈爾濱大劇院上演在哈爾濱大劇院上演。。 陳嘉軒陳嘉軒 攝攝

◀◀ 「「人民的節日人民的節日 精彩的哈夏精彩的哈夏」」
群眾文化專場文藝演出群眾文化專場文藝演出。。

▲▲ 「「哈夏哈夏」」 舞台舞台
彰顯國際化特色彰顯國際化特色。。

▶▶開幕式文藝開幕式文藝
演出精彩紛呈演出精彩紛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