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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言论

2010—2011 演 出 季 业 已 闭

幕，国内各大乐团的2011—2012演

出季陆续公布。从演出季规划中

可 以 看 出 一 支 乐 团 各 方 面 的 素

质，包括管理水平、演奏实力、人

脉资源、国际知名度、信用级别、

财力和社会关联性等。

一个成熟而精心策划的演出

季，需 要 在 曲 目 拓 展、艺 术 家 拓

展、听众拓展和市场拓展四方面

有所体现。相较于多场音乐会在

一年内的随意堆积，演出季以形

散而神不散的打包方式推出若干

主打主题。比如香港小交响乐团

2010—2011 演出季主题为“ 好音

乐，在这里”，2011—2012 演出季

主题为“走进美妙音乐世界”，下

辖“欣赏”“增值”“减压”等 4 个音

乐的功能性实用主题，较能贴切

重负之下的白领消费观。

而与之相比，内地交响乐团

大多还停留在音乐会排列组合的

层面，除在一些刺激购买欲的西

方节日有所表示外，对音乐社会

功能性的挖掘和尝试还处在萌芽

阶段。但通过分析比较内地 6 支

交响乐团已经公布的 2011—2012

演出季，可以粗略发现每支乐团

的定位和目标。这其中有老牌乐

团，也有新生乐团；有顶级乐团，

也有地方乐团。

坐拥中国爱乐乐团、上海交

响乐团和广州交响乐团 3 支乐团

的指挥家余隆，握有令人艳羡的

国内交响乐团第一梯队。这 3 支

乐团的年度预算可能占到内地 50

多家乐团总预算的1/5。有“三料”

总监在位，3 支乐团在 2011—2012

演 出 季 中 有 诸 多 资 源 共 享 的 案

例，比如在 3 支乐团登台亮相的小

提琴家什洛莫·明茨、钢琴家李云

迪和女高音和慧、指挥家杨洋和

林大叶，还有在京沪登台的男低

音 沈 洋、作 曲 家 兼 指 挥 家 彼 得·
鲁策奇卡、指挥家马克·埃尔德、

小提琴家五岛龙、钢琴家伊莲娜·
巴什基洛娃，在京粤登台的钢琴

家菲利普·昂特蒙、李坚、西蒙·特

里普切斯基和指挥家张弦等。从

数 量 上 看，除 去 巡 演 和 商 演，余

隆指挥中国爱乐乐团和广州交响

乐团各 4 场、上海交响乐团 7 场，3

支乐团一年共 15 场。对于这些资

源共享案例和总监登台场次，各

人会有不同解读研判。从实例分

析，繁忙的余隆也是为乐团创造

更多与国际指挥大师共事的难得

机会。这点在中国爱乐乐团的新

演出季中尤为明显。

2011 年中国爱乐乐团的重点

依旧放在“马勒”。其中以北京国

际音乐节期间的 5 场“马勒”尤为

引人注目，包括第二次上演的《马

勒第八》“千人”，以及马蒂亚斯·
戈纳演唱的《吕克特之歌》。值得

一提的是，乐团邀请了大量一线

指挥家与之合作，包括丹尼尔·哈

丁、查尔斯·迪图瓦、克里斯托夫·
艾森巴赫、法比奥·路易斯、乔纳

森·诺特、马克·埃尔德、托马斯·
道斯加尔德和特米尔卡诺夫等。

这一方面能提升乐团的国际知名

度，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乐团从大

师的排练和调教中进一步提升。

然而笔者认为，乐团新演出季最

大的亮点，莫过于汤沐海阔别中

国爱乐乐团多年后的再度亮相，

以及张弦带来的全俄罗斯曲目。

这两场音乐会，将以其“姿态”，备

受瞩目。

上海交响乐团在明星指挥方

面略逊一筹，有里卡多·穆蒂、库

特·马舒尔、马克·埃尔德和郑明

勋 4 位大师加盟。但乐团以与纽

约 爱 乐 乐 团 联 合 委 约 的 一 部 作

品，开启了交响乐团间的国际委

约制度。《丁善德专场音乐会》和

《中国作品系列音乐会》都是向作

为 中 国 交 响 乐 发 源 地 的 上 海 致

敬，责无旁贷。

广州交响乐团的演出季褪去

了去年为亚运会特设的“亚洲音

乐节”的光环之后，归于常态。演

出季中，余隆悉心栽培的黄屹、夏

小汤、杨洋以及广交首席指挥林

大叶悉数亮相。

综观这 3 支乐团演出季，中国

爱乐乐团依靠北京国际音乐节占

得先机，名家荟萃。上海交响乐

团 以 本 土 特 色 和 历 史 纪 念 为 契

机，辅以国际性的战略合作规划，

主题明确，野心勃勃。广州交响

乐团是余隆储备新人和联合港澳

力 量 的 滩 头 阵 地 。 三 团 演 出 季

中，老面孔不占少数，可谓余隆和

他音乐界朋友们轮番上阵的盛大

节日。

相较于强势的上海交响乐团，

由汤沐海挂帅的上海爱乐乐团近

年来一直处于弱势。不过上海爱

乐的新演出季焕然一新，也更偏重

于上海本土音乐人才。其中最大

的亮点无疑是林兆华导演的巴托

克歌剧《蓝胡子公爵的城堡》。24

场音乐会中，除开、闭幕，汤沐海亮

相4场，足见其有多么繁忙。

杭州爱乐乐团建成不足 3 年，

自去年推出与柏林爱乐乐团的共

建项目，今年继续推出 4 套“牵手

柏林爱乐”音乐会。杭州爱乐乐

团与“余家班”有着一衣带水的亲

缘关系，从其演出季中亦能看到

不少耳熟能详的名字。

同 样 年 轻 的 贵 阳 交 响 乐

团 ，无 疑 是 一 匹 黑 马 。 他 们 的

2011—2012 演 出 季 让 人 眼 睛 一

亮。虽然没有国际大牌的支援和

大部头、大编制的曲目，李心草和

陈佐湟在偏远的贵州依照自己的

理想和兴趣，依托民营性质的自

由，打造出一个交响乐的世外桃

源，正如古斯塔夫·库恩在奥地利

蒂 洛 尔 所 办 的 瓦 格 纳 音 乐 节 一

样，与 众 不 同，别 具 特 色 。 交 响

乐、室内乐和普及音乐会 3 个主题

的设立，定位清晰。也许贵阳交

响乐团并没有急于像它的同行那

样打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

口号，但凭借明确的定位和保守

的曲目，牢牢立足于当地文化生

活，又由于香港年轻指挥家简栢

坚的频繁亮相，露出少许“野心”

的寒光。贵阳交响乐团无疑是国

内近 50 支尚没有演出季规划的乐

团应该学习的榜样之一。

新演出季，六乐团定位各有千秋
唐若甫

艺术·观察

7 月 26 日晚，由中国文联、中

国 舞 协 主 办 的“ 花 儿 朵 朵 向 太

阳 ”第 六 届“ 小 荷 风 采 ”全 国 少

儿 舞 蹈 展 演 在 北 京 展 览 馆 剧 场

落幕。

此次舞蹈展演在安徽淮南和

北京两地举行。7 月 14 日、15 日，

舞蹈展演在安徽淮南呈现了 4 场

90 个 节 目 的 演 出 。 淮 南 展 区 的

展演涌现了许多优秀的少儿舞蹈

作品，如河南省开封市蓓蕾少儿

艺术培训学校表演的《小猪啊小

猪》和《小男孩》、广西壮族自治

区 宜 州 市 保 育 院 选 送 的《打 扁

担》、贵 州 省 凯 里 市 民 族 青 少 年

宫和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选送的

《金色小锦鸡》、湖南省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阳光少儿艺术团选

送的《小小铜铃摇大山》、广东省

茂名市阳光舞蹈培训中心选送的

《为我加油》、广东省东莞市长安

镇小莲花少儿艺术团表演的《学

军》都 给 观 众 留 下 深 刻 印 象 。7

月 22 日至 25 日，舞蹈展演北京展

区共展示 103 个作品，分为 6 台进

行演出。

本届比赛融教育意义、童真

童趣、民族风情等多种内容为一

体，呈现了少儿舞蹈的五彩斑斓。

舞蹈《我的老师叫张大海》讲

述了没有见过大海的山区孩子，

通过老师的指引，将看到大海的

愿望升华为树立积 极 的 人 生 理

想 ，催 人 奋 进 。 舞 蹈《流 动 娃》

则 通 过 描 写 各 地 农 民 工子 女 的

生 存 状 态 ，如 截 取 他 们 随 父 母

坐 火 车 到 大 都 市 打 工 、在 火 车

站 拿 到 城 市 学 校 的 同 学 赠 送 的

书包的片段，表现了人间有爱的

美好情感。

幼儿舞蹈承续着童趣盎然的

创作态势。其中，反映少儿生活

的 作 品 在 本 届 展 演 中 有 突 出 表

现，如舞蹈《悄悄话》、《我最棒》

捕捉了幼儿们的生活情态和交友

特点，让舞蹈动作的情感内涵与

孩子们的精神世界融为一体。穿

着蓬蓬裙、T 恤，梳着高马尾，顶

着 西 瓜 头 的“ 花 朵”们 在 音 乐 的

伴奏下，满场穿梭、蹦跳，带来难

得 一 见 的 生 气 。 舞 蹈《兔 气 扬

眉》则讲述了小白兔为吃萝卜智

斗大灰狼的故事。身穿白兔造型

服 装 的 小 朋 友 一 上 台 ，不 用 舞

蹈 ，就 让 观 众 觉 得 她 们 十 分 可

爱。小小兔施“美人计”与大灰狼

的一段双人舞，更是让观众忍俊不

禁。作品以精巧的细节、奇妙的构

思、少儿独有的舞蹈语言，刻画出

了生动的童话形象。

还有为数可观的作品以民族

舞和民间舞为动作元素，并加以

少 儿 化 的 语 言 处 理，如《大 狮 姐

小 狮 妹》、《冬 去 春 来》等 。 此

外，纯技巧展示舞蹈在本届展演

中 也 有 上 乘 表 现 。 尤 其 是 舞 蹈

《轻舞飞扬》中，一群身穿粉色练

功服的小姑娘以漂亮、利索的舞

姿，表 现 了 她 们 扎 实、超 群 的 舞

蹈基本功，成为闭幕晚会上的惊

艳一幕。

经过由 11 人组成的推选委员

会的投票，《流动娃》等获“小荷之

星”奖；《我最棒》、《冬去春来》等

获“小荷最佳编导奖”；《你是我的

眼睛》等获“优秀组织奖”“最佳组

织奖”；《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获“特别贡献奖”。

““小荷风采小荷风采””动人动人
本报记者 张 婷

如果说指挥大师阿巴多组建

的琉森节日管弦乐团是交响乐世

界中的欧洲全明星队的话，那么

由韩国指挥家郑明勋在 1997 年创

立的亚洲爱乐乐团则是亚洲音乐

界的梦之队。8 月 4 日，亚洲爱乐

乐团如约访京，并加入国家大剧

院纪念马勒逝世 100 周年的演出

行列，乐团也由此成为在本年度

国家大剧院马勒系列中亮相的首

个国际乐团。

亚洲全明星队阵容不逊往年
指挥大师郑明勋双喜临门

尽管近年登上北京音乐舞台

的世界一流交响乐团不计其数，

但每年夏末秋初之时造访国家大

剧院音乐厅的亚洲爱乐乐团依然

以其高超的演奏技艺博得了观众

的喜爱，这不仅是因为指挥大师

郑明勋超凡的魅力，更因为当观

众看到一支由黄皮肤亚裔音乐家

组成的交响乐团表现出完全不逊

于欧美一流乐队的水准时，产生

了无法抗拒的亲近感与自豪感。

2009 年，戴着神秘面纱的亚

洲爱乐乐团第一次来到中国，尽

管这支乐团的成员来自如芝加哥

交响乐团、费城管弦乐团、纽约爱

乐乐团、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

管弦乐团等欧美知名交响乐团，

但北京观众对于这支黄皮肤、黑

头发音乐家组成的交响乐团却感

到十分陌生。然而，指挥大师郑

明勋带领乐团以对《马勒第一交

响曲》气势如虹的演绎让乐迷彻

底记住了乐团的名字；2010 年乐

团 第 二 次 登 陆 国 家 大 剧 院 音 乐

厅，以对贝多芬、勃拉姆斯交响曲

的精湛演绎再次巩固了其在中国

观众心中的地位。去年冬天乐团

还在韩国举行的 G20 峰会中为世

界各国的政要进行了演奏。

8 月 4 日，这支亚洲全明星队

将再次聚集北京。指挥大师郑明

勋 将 继 续 扮 演 乐 团 灵 魂 人 物 的

角色。值得一提的是，正在进行

的这个夏天对于郑明勋来说可谓

双喜临门，他先是在本月初获得

了由法国政府颁发的“艺术与文

化最高勋章”，下月他所领导的首

尔爱乐乐团也将发行其加盟德意

志唱片公司后的首张录音专辑。

而在不久前郑明勋率领法国广播

爱乐乐团在历史悠久的伦敦逍遥

音乐节进行了成功的演出，获得

了高度评价。

演绎《马勒第四交响曲》
中国歌唱家助阵献唱

纪念马勒逝世 100 周年系列

音乐会是今年国家大剧院的重头

戏，系列演出已经在今夏陆续展

开。亚洲爱乐乐团带来的是《马

勒第四交响曲》，该团成为参与纪

念马勒系列演出的首支国际知名

乐团。

作为马勒所有交响曲中乐队

编制最小、演奏时长最短的一部

作品，《第四交响曲》向来被认为

是作曲家最易理解、最通俗的作

品，其中不乏 轻 盈 优 美 的 旋 律，

不 啻 为 了 解 马 勒 音 乐 的 敲 门

砖。正如马勒本人所言，这部交

响曲充满着对童年时代的回忆，

并 通 过 孩 子 的 视 角 展 现 动 人 的

天 国 景 象 。 此 次 亚 洲 爱 乐乐团

是 继 2009 年 阿 巴 多 与 琉 森 节 日

乐团后再一次在国家大剧院音乐

厅演奏此曲。

近年来，指挥家郑明勋在演

奏马勒方面颇有建树，特别是与

首尔爱乐乐团的马勒系列音乐会

得到了世界范围的瞩目，而乐团

的部分成员也将参与亚洲爱乐乐

团的阵容中。此外，乐团多数演

奏家亦都有演奏马勒作品的丰富

经验，首席小提琴家陈慕容 2009

年曾随海丁克领衔的芝加哥交响

乐 团 来 京 演 绎《马 勒 第 六 交 响

曲》，大提琴首席图强供职的纽约

爱乐乐团更是马勒生前合作过的

乐团，有着丰富的处理马勒作品

的经验。

此外，音乐会中的另一大看

点便是在《第四交响曲》末乐章的

独唱部分。担任此次《马勒第四

交响曲》演出的是旅德中国女高

音歌唱家栾艺天。今年 6 月，栾艺

天在国家大剧院推出的施特劳斯

歌 剧《蝙 蝠》中 饰 演 罗 莎 琳 德 一

角，获得了较高评价。此前，栾艺

天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德国科隆

音乐学院，并曾多次在国际声乐

比赛中获奖。

据国家大剧院演出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栾艺天是在郑明勋的

亲自挑选下担纲演唱的。在国家

大 剧 院 推 荐 的 若 干 候 选 人 录 音

中，郑明勋听到了栾艺天的演唱

录音之后，立刻邀请其来加盟此

次演出。该负责人表示，邀请中

国歌唱家参与马勒系列的演出，

也是希望国家大剧院策划的马勒

系列音乐会能够体现更多的中国

元素，凸显更强的中国力量。

在《马勒第四交响曲》之外，

乐团还在音乐会的下半场演奏被

称为“舞蹈交响曲”的《贝多芬第

七 交 响 曲》，为 北 京 观 众 献 上 近

100 分钟的交响乐盛宴。

亚洲爱乐乐团访京亚洲爱乐乐团访京

郑明勋携中国歌唱家挑战“马勒”
黑 妹

艺术·舞台

韩国指挥家郑明勋

放眼现在的戏曲名家，大

都是有官衔和政治荣誉的，不

是院团长的也至少挂个业务副

院团长或艺术总监之名，至少

都是当地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

员 ，省 级 或 全 国 的 也 大 有 人

在 。 每 个 演 员 简 历

的 第 一 段 一 定 是 罗

列 他 的 头 衔 。 还 有

一种现象，很多戏曲

名 家 一 年 演 不 了 几

出大戏，而是频频亮

相 于 各 种 晚 会 或 堂

会，且在一台“拼盘”

演出中，越是有名的

演 员 越 不 扮 戏 而 是

便装清唱。

有 太 多 的 戏 曲

演员自称为艺术家，

但 我 们 看 到 的 他 们

似 乎 达 不 到 艺 术 家

的水准却颇具政治家

和商人范儿。我觉得

“ 活 动 家 ”这 个 名 词

更 适 合 他 们 。 这 个

世 界 对 艺 术 家 和 活

动 家 的 要 求 是 完 全

不 同 的 。 艺 术 家 要

有一颗孤独的心，而

活 动 家 一 定 是 一 个

喜欢热闹的人；艺术

家活得很清高，而活

动 家 会 尽 可 能 地 妥

协自己适应世俗，毕

竟人的精力有限，很

难做到两者兼顾。

演 员 担 任 院 团

长，我知道这里面有

很 多 无 奈 。 因 为 对

于 戏 曲 院 团 的 管 理

者来说，既有戏曲专

业性的要求，又有工资待遇的

局限，合适的人才很难找。且

由于舞台资源的稀缺，导致演

员必须占有资源、掌握话语权

才能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演

员走穴赚钱也是人之常情，因

为工资和演出费就那么点儿，

要维持体面甚至光鲜的生活必

须靠外快。

从某种程度上说，有的戏

曲演员以唱戏为手段，只为谋

求更好的收入和地位，这无可

厚非。就像我们绝大多数人工

作就是赚钱养家让自己生活得

更好一样。对这样的人不用苛

责，但是，这样的人不应自称或

被 称 为 艺 术 家 。 因

为 他 没 有“ 家 ”的 气

度 只 是 普 普 通 通 的

一 个“ 人 ”而 已 。 想

成 角 儿 成 家 的 还 是

要分清主次，搞清楚

那 些 行 政 职 务 和 政

治荣誉都是附加的，

演 员 的 主 营 业 务 是

在舞台上演好戏，演

员 最 根 本 的 头 衔 是

演 员 。 一 个 没 有 佳

作 传 世 的 演 员 终 究

会被舞台遗忘，更谈

不 上 成 为 真 正 的 角

儿了。

成角儿之路是艰

辛的也是寂寞的，是

身与心的双重修炼。

角儿往往是“剩”者为

王，你前面修炼得再

好，没有坚持到底的

信念，最终也会功亏

一 篑 。 很 多 角 儿 在

接受采访时都感慨：

“其实比我条件好的

演员太多了，只是他

们 没 有 在 戏 曲 舞台

上 坚 守 下 来 。”离 开

的自有他的理由，坚

守的也 不 能 标 榜 伟

大，其实大家都是在

选 择 适 合 自 己 的 职

业而已。

孤 独 对 于 一 个

属于舞台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

心理屏障。它既隔离着外界世

俗的污染，让演员纯粹地走进

每一个戏里的角色，同时也禁

锢着演员内在的情感，让它们

聚 积 ，只 在 舞 台 上 绚 丽 地 释

放。抛开一些名利的束缚，也

许就离成角儿更近了一步。

当
个
纯
粹
的
艺
术
家
真
难

张

弦

《《《兔气扬眉兔气扬眉兔气扬眉》》》 李李李 伟伟伟 ...摄摄摄8 月 6 日、7 日，“ 长城之声·
2011 北京森林音乐节”将在北京延

庆风景宜人的水关长城脚下举行。

“北纬40度”俱乐部

以欣赏古典音乐为主的森林

音乐节和夏季音乐会，是欧美国

家在夏季流行的一种演出形式，

从德国柏林爱乐乐团森林音乐会

到著名的奥地利萨尔茨堡音乐

节，从美国芝加哥的拉维尼亚音

乐节到波士顿的探戈坞森林音乐

节，都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旅游者

和热爱音乐的人们。

在这些著名的音乐节中，有一

个奇妙的巧合——德

国 柏 林 爱 乐 乐 团 森

林音乐会、波士顿探

戈 坞 森 林 音 乐 节 和

美国艾斯本音乐节，

都 恰 好 处 在 北 纬

40°的纬线上。

“北京延庆的水

关 长 城 有 着 优 美 的

景 色 和 良 好 的 生 态

环境，又恰好在这条

古典艺术线上，所以

在 这 里 举 办 以 古 典

音 乐 为 主 的 森 林 音

乐节再合适不过了。”

“长城之声·2011北京

森林音乐节”的策划、

编导刘国超说。

努力制定标准
形成品牌

虽然每到夏季，

各 种 音 乐 节 都 蜂 拥

而至，但绝大多都昙

花一现，真正形成品

牌 的 寥 寥 无 几 。 刘

国超说，这是因为很

多 音 乐 节 缺 乏 严 格

的标准，造成节目质

量参差不齐，无法形

成强劲的竞争力。而

这也正是“长城之声·
2011 北 京 森 林 音 乐

节”努力避免的尴尬。

在 音 乐 节 的 艺

术 管 理 和 创 办 机 制

上，“长城之声·2011

北京森林音乐节”参

照 国 际 户 外 音 乐 节

的成功先例，由北京

音 乐 家 协 会 的 众 多

艺 术 家 组 成 艺 术 委

员会，设定艺术标准，对节目内容

进行细致甄别，强调艺术节不仅要

有艺术高度，还要对古典乐的普及

和推广也要发挥尽量大的作用。

四台音乐会
六场大师课精挑细选

经 过 艺 术 委 员 会 的 精 挑 细

选，本次音乐节将由中外艺术家

们带来 4 台演奏音乐会和 6 场大

师与观众交流互动的“音乐讲堂”

活动。

其中，北京管乐交响乐团将

在两天里分别为观众带来《午后

阳光》、《夏日彩虹》两场主题音乐

会。8 月 6 日晚，《银河·爱的乐

章》交响视听音乐会将由钢琴演

奏家、“股神”巴菲特之子彼得·巴

菲特与大提琴演奏家迈克·科特

携手演出一系列爱情主题的优秀

作品；么红、尤泓斐、朱立群、杨

阳、陈苏威等也将与中国歌剧舞

剧院交响乐团合作，演唱耳熟能

详的经典爱情电影歌曲。

这场演出的另一大特点就是

将交响乐与诗歌朗诵完美融合，

音乐会邀请著名配音员、演播艺

术家李野墨，著名播音员雅坤以

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贺

超、仁杰、成亚、王勇、沙滨洋作

为诗歌朗诵者参与演出，共同点

燃“七夕”爱的乐章。8 月 7 日晚

的 《“ 星 光 · 灿

烂”——中国男高音

长城音乐会》将由中

国 男 高 音 歌 唱 家 丁

毅 、魏 松 、张 建 一 联

手放歌。

在 演 出 时 间 档

之外进行的“音乐讲

堂 ”活 动 ，则 分 别 由

北 京 管 乐 交 响 乐 团

首 席 指 挥 李 方 方 和

彼得·巴菲特、丁毅、

魏松、张建一以及著

名乐评人刘雪松、声

乐 教 育 家 栾 峰 等 与

观众交流，带来不一

样 的 古 典 音 乐 鉴 赏

与解析。

各项设施严格按
国外标准搭建

与 流 行 音 乐 不

同，古典音乐表演对

演 出 场 所 有 着 更 高

的要求，这不仅需要

演 出 场 所 拥 有 良 好

的音响效果，更对温

度 和 湿 度 有 着 苛 刻

的标准。

据刘国超介绍，

音 乐 节 的 演 出 场 地

处于一片洼地之中，

有 着 天 然 的 良 好 拢

音效果，演出的舞台

严 格 按 照 国 外 户 外

音 乐 节 的 演 出 标 准

搭建，可以保证演出

场 所 内 的 观 众 都 能

听得清。

音 乐 节 在 基 础

设施建设上，也做了

更 加 清 洁 、舒 适 、便

利的改进。针对以往户外音乐节

在配套基础设施问题上集中出现

的环境差、上洗手间难等问题，音

乐节主办方将大量的资金用于交

通道路的铺设修建，停车场、卫生

间的改扩建，并招商引入大量的

国际餐饮品牌，保证服务设施干

净、绿色。

在 森 林 音 乐 节 欣 赏 古 典 音

乐，观众不必像在音乐厅那样西

装革履、正襟危坐，而是可以舒服

地坐在草地上甚至随意走动。“大

家要带着美好的心情来到这里，

散坐在草坪上，聆听着美妙的音

乐，品尝着各国的美食……音乐

节将是一个家庭、几个朋友最轻

松、惬意的周末。”刘国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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