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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响亮的 “爱乐之

城” 名片：贵阳交响乐团

交响乐被称为 “音乐王国的神圣殿

堂”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它是高雅艺术的

“引领者” 之一。

贵阳， 这座血脉里流淌着音乐符号的

城市，因为拥有以自己城市名字命名、国内

一流水准的职业交响乐团， 当之无愧地享

有“爱乐之城”的荣光。

2009 年，以国内首创“政府支持、企业

出资” 新机制而创建的中国首个民营交响

乐团———贵阳交响乐团成立， 不仅填补了

贵阳没有职业交响乐团的空白， 更填补了

中国交响乐领域没有民营资本注册进入的

空白，对于文化体制改革具有标杆意义。该

乐团还创造了若干个可载入贵阳地方文化

发展史以及中国交响乐团发展史的 “首

次”———

首次面向全球高薪招聘一流交响乐演

奏员组建乐团， 先后邀请了陈佐湟、 刘云

志、李心草、里科·萨卡尼、张国勇等享誉海

内外的著名音乐家帮助建团， 让第一个以

贵阳命名的职业交响乐团从诞生之日起就

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首次引入与国际接轨的交响乐团 “音

乐季”演出运作模式，先后邀请到著名指挥

家卡尔·圣克莱尔， 著名钢琴大师加里·格

拉夫曼，著名小提琴家伊利亚·卡勒、宁峰

等一批世界级音乐大师登上贵阳大剧院舞

台，与贵阳交响乐团成员激情共演。

贵阳交响乐团成立之初就实行签约聘

用、一流报酬、定期业务考核、末位淘汰等

机制，吸引大量来自全球的优秀音乐人才。

成立不到 3 年就成为拥有 60 多人的双管

编制乐团， 演出阵容最多时达 80 余人，来

自意大利、法国、白俄罗斯、西班牙、哥伦比

亚以及国内各地的优秀乐手会聚。

从 2012 年起，贵阳交响乐团多次赴外

巡回演出，展示“爱乐之城” 的文化底蕴。

凭借曾被中央电视台特邀录制新年音乐

会、 受邀与全国 9 家优秀乐团在国家大剧

院共同奏响 “第二届中国交响乐之春” 音

乐会的“黑马” 实力，贵阳交响乐团先后赴

北京、上海、香港、广州、深圳、成都、沈阳等

地演出， 更远赴韩国、 新加坡开展文化交

流，为世界推开一扇看贵阳的文化之窗。

2016 年 9 月， 贵阳交响乐团受邀参加

韩国龟尾国际音乐节， 被龟尾市市长称赞

是“真正的国际一流的交响乐团” ！

2020 年，为纪念贝多芬诞辰 250 周年，

贵阳交响乐团录制完成《贝多芬降 E 大调

第三交响曲：英雄》演奏视频，在央视第 3

频道的“三八”妇女节特别节目中播出。

2021 年 10 月， 贵阳交响乐团应邀赴

“第十三届中国音乐金钟奖” 比赛现场为

美声组、民族组决赛伴奏，获得中国音乐家

协会以及评委会的高度肯定。

近年来， 随着贵阳交响乐团音乐会视

频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 越来越多外地乐

迷向往亲临现场聆听一场贵阳交响音乐

会。 不少专业作曲家也频频选择与贵阳交

响乐团合作，录制个人作品黑胶唱片。

为培养本土古典音乐爱好群体， 贵阳

交响乐团从成立之初就制定每张 10 元至

15 元的学生票价和每张 99 元至 399 元的

成人票价， 以亲民票价让市民在家门口欣

赏交响音乐会。 乐团多次参与贵阳路边音

乐会、 孔学堂音乐会等本土音乐活动，让

“阳春白雪”时常飞入“寻常人家” 。 此外，

乐团还通过定期为乐迷举办古典音乐讲

座、儿童专场音乐会，厚植本土交响乐的文

化土壤。

从“填补地方空白” 到“跻身国内一

流” ，贵阳交响乐团让贵阳这座“爱乐之城”

在新时代进一步散发出别样的音乐魅力。

一个享誉全国的城市文

化 IP：贵阳路边音乐会

第六届中国西部交响乐周闭幕之后的

9 月 15 日，宁夏交响乐团将走出音乐厅，登

上贵阳路边音乐会的舞台，带来一场“接地

气” 的“高大上”音乐演出。

在贵阳， 这并不是交响音乐会与贵阳

路边音乐会的首次“牵手” ———

2023 年 11 月 5 日，由著名指挥家于海

执棒，贵阳路边音乐会·黄金大道交响乐在

花溪河畔奏响。 此次演出直播居抖音同城

榜热搜 TOP1，共获 503.5 万 + 浏览量。

今年 3 月 16 日， 著名歌唱家殷秀梅、

张英席与贵阳交响乐团联袂， 在贵阳路边

音乐会·贵安樱花园交响乐专场上为广大

游客带来一道丰盛的音乐大餐。

保持“零门票、零距离、零商业” ，坚持

群众性、开放性、公益性，秉持烟火味、人情

味、 文化味， 贵阳路边音乐会自 2023 年 7

月首演以来截至今年 8 月下旬共举办 200

余场，现场参与者累计超过 227 万人次，相

关内容全网传播量近 90 亿次，网络直播观

看人数超 2.73 亿人次，先后获中央电视台、

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和

60 余家省、市媒体关注报道，还多次登上抖

音、微博、快手等网络平台的热搜榜，被“中

国之声” 誉为与村超、村 BA 并列的贵州三

大超级 IP。

音乐基因，在“爱乐之城” 贵阳的路边

音乐会上得到更充分的展现。

这个舞台上的演出者， 可能是交响乐

团、歌唱家、歌手，也可能是外卖小哥、健身

教练、盲人按摩师……当然，大量原创音乐

人也纷纷将贵阳路边音乐会作为新歌首发

地。 2023 年 11 月 24 日，贵州著名音乐人张

超的新歌《林城谣》在贵阳路边音乐会首

发；2023 年 12 月 1 日， 又一首贵阳城市主

题原创歌曲《你好!贵阳》在贵阳路边音乐

会发布。

“爱乐之城” 构建出“音乐 +” 新消费

场景，唱响文商旅融合新模式。 数据显示，

贵阳路边音乐会举办期间， 各街区人流量

较大， 路边音乐会成为吸引游客到访的动

因，举办路边音乐会的城市街区，夜间消费

活力极大提升。 今年七月，贵阳路边音乐会

携手贵阳文旅走进宁夏吴忠、 青铜峡、盐

池、中卫等地，成为宣传推介贵阳城市品牌

的重要载体之一。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携手小红

书、DT 财经联合发布《蹲个城市：年轻人

选择城市新需求洞察报告》，在“年轻人最

喜爱的十大宜居城市” 中贵阳居第 9 名，

2023 年马蜂窝发布 《当代年轻人旅行图

鉴》，贵阳跻身“年轻人心中最具烟火气的

城市排行榜”前五。

音乐，让城市永远年轻。

一种流淌在贵阳血脉里

的文化基因：音乐

黔中大地，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独具

特色的音乐基因， 始终贯穿贵阳历史文化

的发展历程。

贵阳简称“筑” ，“筑” 在西汉以前被

称为琴，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弹弦乐器之一。

1942 年， 古琴家刘含章就在贵阳组织成立

贵州近代第一个古琴社团“贵州琴社” 。

贵州居住着 18 个世居民族，自古以来

以就歌声传递信息、表达情感，黔中大地因

而被形容为“歌的海洋” 。 各民族间的长期

交往、文化交融，是贵阳这座“爱乐之城”

的一大特点。

每年农历四月初八， 喷水池一带总会

迎来身着盛装、 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苗族同

胞。 他们在此吹响芦笙，载歌载舞纪念苗族

英雄亚努。 歌曲总数多达 5000 余首的《贵

州山歌大全》，记录了贵阳地区世代流传的

山歌。 在筑城广场，常有三五成群的老人坐

在路边台阶上对歌、听歌。 这类自发的山歌

聚会， 是不同时代贵阳街头常见的一道音

乐风景。

音乐基因在不同时代让贵阳展现出各

具特色的音乐文化特点。

“九一八” 事变后，秦天真等进步青年

组织成立“草原艺术研究社” ，以音乐演出

宣传抗日，在贵阳播撒红色音乐的种子。抗

日战争时期， 大批著名音乐家来到贵阳并

创作新的音乐作品。 “七七” 事变以后，贵

阳筑光音乐会等音乐团体诞生， 在贵阳举

办音乐会，组织街头表演与聚众教唱。

贵阳声乐的演唱水平早在解放初期便

已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 上世纪 80 年

代， 贵阳青年歌手在全国性声乐比赛中大

展实力，先后在全国聂耳、冼星海作品演唱

中斩获美声唱法铜奖、特等奖等奖项。

上世纪 80 年代，各类音乐活动在贵阳

城区、 城郊频繁现身。 仅 1981 年到 1986

年， 贵州省文化厅与中国音乐家协会贵州

分会便联合在贵阳举办了三届 “苗岭之

声” 音乐会，并以音乐节的形式组织多台音

乐演唱。

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花溪之夏音

乐节” ，每两年举办一届，从未间断，是在国

内乃至国外都有较高知名度的音乐盛会。

该音乐会因广受群众欢迎，其后更名为“花

溪之夏艺术节” 。 2002 年举办的花溪之夏

艺术节专场， 已开始具有零演出费、 零门

槛、零商业的初步特征。

如今，贵阳路边音乐会的发展，带动贵

阳音乐文化日益丰富， 每年举办超过 1500

场音乐会、音乐剧以及 Livehouse 现场音乐

演出。 今年 1 月至今，贵阳已举办 94 场包

括摇滚、电音、美声、民族等各种主题的音

乐会。

久远以来历史文脉中的音乐基因，如

今承载着城市的文化自信与传播使命，正

为贵阳这座“爱乐之城” 的厚重底蕴再添

新力。

贵阳，不一样的“爱乐之城”

9 月 6 日， 在第六届中国西

部交响乐周开幕式音乐会上，中

国著名指挥家张国勇执棒贵阳交

响乐团演奏经典曲目。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杨才江 摄

9 月 6 日至 14 日，第六届中国西部交响乐周在

贵州举行，一场交响乐盛宴由此开启。

谭利华、张国勇、卞祖善、邵恩等指挥名家执棒，

来自陕西、内蒙古、四川、西藏、重庆等地的 12 支交

响乐团轮番登台，一场接一场精彩的交响音乐会，让

“爱乐之城”贵阳盛绽瑰丽的艺术之光。

由贵阳交响乐团担纲演奏的第六届中国西部交

响乐周开幕式音乐会，被中央芭蕾舞团原首席指挥、

中国交响乐团联盟首任主席卞祖善赞誉为“历届中

国西部交响乐周中水准最高、最壮丽的一次演出，应

该成为中国西部交响乐团今后发展的动力和榜样。”

从打造贵阳交响乐团城市文化名片， 到形成贵

阳路边音乐会城市品牌 IP，深深植根于“爱乐之城”

血脉中的 “音乐基因” ，一直在谱写着专属于贵阳

的艺术华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董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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