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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0 场音乐会，以民乐合
奏开场，随后出场的青年古筝演
奏家陈窈独奏的一曲《乡韵》一下
子把时光拉回到了8年前。2011
年1月7日，陈窈古筝独奏音乐会
在沈阳大学音乐厅举行，拉开了
百场“古典室内乐系列音乐会”的
大幕。

与此前的99场音乐会相比，
第100场演出除了时长增加了整
整一个小时，还有一个重要的环
节没有了，那就是演出正式开始
前出现在舞台上的音乐讲述，讲
述者会用富有亲和力的声音讲述
关于人与音乐的故事，教会观众
用安静地聆听和热烈的掌声表达
对音乐的敬畏、对音乐家的尊重。

这个讲述者是汪敏，省音协
副主席、秘书长，这一品牌活动最
重要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在这第
100 场的舞台上，代替她的是一
个现场播放的短片，同样是关于
人与音乐的故事，只不过讲述者
变成了8年间在这个场合出现过
的所有音乐家和观众。

室内乐起源于欧洲，最初是
贵族们在自己家里举办的器乐
或声乐演出，后来逐渐发展成为
在比较小的场所进行的演出。
室内乐虽然演出人数较少，但对
表演者有着更高的技术和音乐
修养要求，每一个乐手和演唱者
都必须是可以在舞台上独当一
面的音乐家。仅就器乐演奏而
言，室内乐被公认为在这一艺术
领域内居最高层次。有人这样
形容：“没有交响乐的气势磅礴，
但却细腻亲切；没有辉煌灿烂的
音乐结构，却有清晰细致的声部

交替；没有指挥棒的引领，但却
配合得无比默契。这就是室内
乐的魅力。”

这样一种出身“高贵”又魅力
无限的音乐形式，第一次被国人
熟知，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由
我国著名指挥家郑小瑛、大提琴
家司徒志文、小提琴家朱丽共同
发起成立了中国爱乐女室内乐乐
团，并大受欢迎。因为诞生于流
行通俗音乐大行其道、古典音乐
市场不景气的大背景下，被众多
音乐家称为“低谷中的鲜花”。

巧合的是，让室内乐系列化
地出现在辽宁音乐舞台上的也是
三位女音乐家。除了汪敏，另外
两位是著名钢琴家李青、当时的
沈阳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鲁晓。在

“爱乐女”成立20年之后，虽然国
内的音乐市场有了长足的发展，
但让经典音乐真正走入大众的任
务仍然艰巨。这也是一直致力于
提升公众音乐素养的汪敏一直在
思考的问题：“文化惠民是件大好
事，也应该有多种形式，一方面我
们要把音乐送到基层，走进社区、
乡村；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把听众
吸引到音乐厅来，让他们听到更
经典、更艺术的作品。”

室内乐规模小、形式灵活多
样，演出成本也相对较低，更适合
做经常性的惠民演出，这些特点，
让它进入了汪敏的视野。在思考
了数年之后，她的计划越来越成
熟，并得到了李青和鲁晓的热烈
响应。

在三位女音乐家的共同努
力下，最终成就了这一历时 8 年
的音乐盛事。

让听众在音乐厅里
享受更经典更艺术的音乐

多年前，有一首歌《跟往事干杯》，非常流行。步入中
年，是很多人和青春挥手说再见的时候，还有些人在门口回
望徘徊，踯躅不前。他们中，就有电影《你好，之华》中的尹
川和之南。

尹川把自己与之南的爱情写成小说，每写一章，都会
寄给之南一份。而之南则在施暴成性的丈夫那儿遭受着
婚姻的种种不幸，她期待“总有一天，那个写信的男人，会
把我们都带走。”近日，由岩井俊二编剧兼导演，陈可辛监
制，周迅等主演的《你好，之华》上映。电影如一股暖流，
讲述了一个关于青春与成长的故事，收获了众多观众的
好评。

导演个人印记明显

作为岩井俊二导演的首部华语电影，《你好，之华》虽
然讲的是发生在中国东北横跨 30 年的爱情故事，但电影
在拍摄风格上的日式审美显露无遗，蕴含着导演明显的
个人印记。其文艺质感和叙事风格，给观众留下了深刻
印象。

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最熟悉的岩井俊二电影莫过于
1995 年上映的《情书》。这部电影使他成为文艺青年心中
的偶像。《你好，之华》上映后，很多人称其为中国版《情书》，
这观点有其道理，因为《你好，之华》与《情书》有着许多相似
之处。

《你好，之华》与《情书》的故事都从一场葬礼开始。不同
的是，《情书》中女主人公博子对未婚夫的逝去表现出了痛
彻心扉的哀伤，而《你好，之华》中，在之南的葬礼上，所有人
的表情都是克制和隐藏的。电影画面富有油画风格，色彩
使用简洁、明快、干净，在表现青年时代的美好感情时多采
用逆光拍摄，透露出电影日式审美风格。青春、暗恋、思念、
纠结、错过、遗憾、情书等这些文艺片中常见的元素，两部电
影中都有。比如，《情书》中藤井树对同班同名女生的暗恋，
在《你好，之华》中变成了之南妹妹——之华对少年尹川的
暗恋。

《你好，之华》同样以“书信”作为线索来追忆往事、塑造
人物。镜头不仅对准青年人，也谱写出一首关于老、中、青
三代人各自不同情感的温暖乐曲。但《你好，之华》相比于

《情书》在表现手法上则更娴熟，叙事风格上更沉稳，本土
化语境处理得比较熨帖，显示了导演在 20 年岁月中的逐
渐成熟。

在《你好，之华》中，书信来往的脉络在三代人中都有
涉及。故事发生在 2018 年——信息传递高度发达的今
天，妹妹之华收到了尹川发来的一条“30 年来，我一直喜
欢你”的暧昧微信，不明就里的丈夫将她的手机摔得粉
碎。于是，之华索性给尹川写信，从家庭琐事、鸡毛蒜皮
聊到中学时光，两人的回忆拼接起了已经逝去的姐姐之
南的形象。这样的设计符合常理，也把故事引入主题。
当今天的人们时时刻刻离不开手机的时候，书信成为影
视剧表达小清新和怀旧风格的符号。在《你好，之华》中，
书信取代手机，成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最主要途径。书
信作为最古老的联络方式是心灵最真实、直接、美好的呈现，
具备直抵内心的穿透力。

叙事完整角色设定合理

《你好，之华》在架构上叙事完整、结构严谨。影片
中人物数量虽不多，但每个人物却都发挥着各自作用。
从头到尾，观众能看到人物的成长，这是难能可贵的。
少年之南的美丽、内敛，少年之华的俏皮、可爱。成年之
华的隽永、活脱，尹川的执念、自带颓废，以及之南丈夫
张超的阴郁、暴力倾向，各角色之间性格界限清晰。这
与影片的影像风格一致，给人清澈透亮的感觉，超越了
同类影片。

故事的主线是尹川和之南之间的故事。尹川和之南在
中学时代有过美好的时光——男孩作文好，女孩就请男孩
改演讲稿；男生足球踢得好，女孩则默默地注视；男孩通过
之南的妹妹之华转交一封封书信。这些情节看起来不够浪
漫，却使他们给彼此留下一生的印记。

之南的人生是个悲剧。大学毕业后她弃尹川而去，与
阴暗的张超结婚，从此坠入无底深渊，最后患抑郁症自杀。
换个角度思考，尹川的人生又何尝不是悲剧，毕业多年只写
了一部小说——《之南》，剩下的就是给网站写写文章。在
尹川找到张超时，面对那句：“生活不是你随便扒拉扒拉就
能写清楚的。”“你应该感谢我给你提供了写作素材”，他陷
入了沉默。看这段时，笔者以为他们会有打斗，毕竟矛盾冲
突经过前期铺垫，到了集中爆发的节点，然而，该爆发的却
没爆发，导演的处理令人回味。

“有些人只能成为过客，有些事只能当作回忆。”作为一
部青春片，《你好，之华》较好地表现了人物成长性，是影片
撕开青春残酷底色之后，展示出的向上、积极力量。正如之
华工作的图书馆窗户射进的一束束亮光一样，一扫阴霾。
晨晨面对妈妈之南的去世，开始时一副满不在意，到后来晨
晨给逝去的妈妈写信，姐弟俩在洒满阳光的日子里一起读
妈妈的遗信。对往日恋情纠结多年的尹川，把重回中学的
照片拍成影集交给了之华，终于说出了“我有了继续写下去
的勇气”，这正是与青春与往事的告别。

与青春和解后的成长
——我看电影《你好，之华》

本报记者 郭 星

“古典室内乐系列音乐会”八年完成百场演出

一缕清风吹绿一片森林
本报记者 高 爽

这是离观众最近的舞台，音乐家和观众可以听到彼此的
呼吸，交换彼此的眼神

这是音乐家绽放魅力的舞台，在艰辛的音乐之路上前行
的人找到了彼此，不再孤独

这是为经典音乐树立标杆的舞台，高水准、示范性是八年
间百场音乐会最大的贡献

当晚的音乐厅入口处，竖
起了一个数米长的展板，以“八
年音乐路，我们一同走过”为
题，印满了曾经出现在音乐会
上的各位音乐家的照片。演出
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有
人在展板前拍照留念——有参
与演出的音乐家，有志愿者，也
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观众，
对他们每个人来说，这段一起
走过的旅程都将成为他们人生
中最难忘的经历。

第二天一大早，记者与汪
敏通话。说起这一幕，汪敏有
点激动：“好多人给我发来信
息，问我‘真的要画上句号了
吗？’大家这么恋恋不舍，我不
知道该怎么回……”

8 年间，好多好多的细节
浮上来，汪敏不愿意谈自己付
出的那些辛苦，而更感激所有
音乐家的奉献，也包括音乐志
愿者和观众的支持，“演出的场
地都是免费的，这些单位的负
责人都支持我们。”“邀请到的
演员基本上都是义务奉献，我

们能提供的也不过是一餐盒
饭，几瓶矿泉水。”不过，经费再
紧张，她都要坚持在每一场演
出后为表演者献上鲜花，这是
室内乐演出的惯例，是对音乐
家的尊重，更是对音乐的尊重。

也正是这样的尊重，让音
乐家们对汪敏，更对省音协产
生了强烈的信赖和信任，记者
采访到的每一位音乐家，在介
绍自己的身份时都要说上一
句，“我是省音协的会员”。前
阵子，中国音协来调研，在听取
了省音协介绍的包括“古典室
内乐系列音乐会”“音乐大讲
堂”等品牌活动的介绍后，一位
工作人员感慨地评价说：“这些
品牌活动固然成功，但在我看
来，辽宁省音乐家协会才是最
大的品牌！”

让省音协产生了如此大的
凝聚力，汪敏功不可没，但面对
业界给予她的诸多赞誉，她仍
然愿意回归自己的初心：做一
缕清风，让更多习惯了喧嚣的
耳朵静听美妙的乐音，让更多

浮躁的心灵得以安顿。汪敏应
当感到欣慰，这8年间，因为她
的努力、她的同行者和追随者
的努力，辽宁的音乐市场生态
正在越来越好，这一缕清风已
经吹绿了一片森林。

“古典室内乐系列音乐会”
完成了百场演出，也将因此画上
句号，但它留下的痕迹将长久
存在。汪敏说：“省音协是由专
业的音乐工作者组成的，我们
的任务既要搭基座，更要立标
杆。百场古典室内乐音乐会，
应该是具有示范和样本意义
的，每一场演出的节目也都经
过了省音协和音乐家的精心设
计，并且培养出了一个高水准的
室内乐演出小组，演出的内容和
形式都是可以复制的样本。这
就是我们所作出的贡献。”

对于未来，汪敏还有更多
的计划：今后我们还会以其他
的形式，推出更多主题、更多专
业的演出，让经典音乐走近大
众，这条音乐惠民之路永远都
不会完结。

百场音乐会都是可以复制的样本

舞台上，青年歌唱家李优和
沈德鹏正在表演歌剧《雷雨》的
片断——繁漪与周萍的对唱。

表演由李优饰演的繁漪开
始，初起时细若游丝的歌声逐
渐加强、饱满起来，没有经过电
子扩音设备，每一个音符都直
接抵达观众的耳朵，能够听到
观众席里屏气凝神、努力克制
的喘气声。繁漪跪在沙发上的
周萍旁边，恳求爱人回心转意，
身体颤抖着，扶着沙发扶手的
双手欲伸又怯，每一个细节都
清楚地看在了观众的眼睛里。
两人的对唱柔情百转又荡气回
肠，最后一个乐音结束，观众也
好像跟着演员的情绪变化，长
长地舒了一口气。

安静、亲切、近，这就是室
内乐与其他音乐演出现场最大
的区别了。

看到观众为音乐家们奉上
的热烈掌声，会让人突然意识
到，经典与大众之间，并没有如
山的距离。让殿堂里的音乐家
接地气，让没有繁复乐理知识
的听众听得懂古典音乐，这些

难题并非无解，可能需要的就
是这样一个舞台，一个可以面
对面交流的机会。

采访到的每一位艺术家，都
谈到了室内乐带给他们的享受，
特别是与观众近距离交流的乐
趣，“参加这个音乐会的门槛是
很高的。不用麦克、脱离音响，
敢站上这个舞台，那得有真本
事。”男高音歌唱家黄华桥说。

这天晚上，黄华桥、李东
海、李超，三位青年歌唱家同时
登台，每人演唱一曲，然后合唱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既
是合作，又是比拼，相得益彰。

“所有出彩的地方，都能立刻得
到观众的回应，每一个表情都
看得一清二楚。”黄华桥说。

而搭建这样的舞台，正是
汪敏的初衷，它是音乐家们用
高水平的演出回馈人民、奉献
社会的惠民舞台，“音乐是我们
生活的一部分，通过经典音乐，
我们完成了心灵的升华、情感
的净化、境界的提升，我们会重
新认识和接近那个我们不断努
力完善的自我。我就是想培养

古典音乐听众和市场，给大众
提供接近经典音乐的机会，让
大家听到更多、更好的作品。”

这样的音乐会也是音乐家
们学习、交流和进行艺术实践
的平台，“舞台的东西就要在舞
台上锤炼，100场音乐会，老音
乐家们在这里焕发了艺术青
春，中青年音乐家们在这里展
示才华，经受历练，快速成才。
他们中有许多人从这里起步，
走上了更大的舞台，在重要剧
目中担纲主角，在国内外重要
赛事中摘金夺银，为国争光。”

曾获第七届中国音乐“金
钟奖”美声组银奖的青年女高
音歌唱家胡珅，对这个舞台特
别熟悉，百场音乐会中，就有属
于她的三场独唱音乐会。“声乐
是一条艰辛的艺术之路，周边
又充斥着浮躁之气，很多时候
都会感到孤独。对于我们这样
只有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来说，
能够登上这个舞台是莫大的鼓
励，是对我们这些年轻音乐人
的爱护，它是给予艺术坚守者
的舞台。”胡珅说。

把登上这个舞台的荣耀给予音乐事业的坚守者

11月13日晚，沈阳音乐学院
音乐厅，辽宁省文学艺术联合会
和辽宁省音乐家协会（以下简称

“省音协”）联合主办的“古典室内
乐系列音乐会”第 100 场演出正
在举行。

“八年音乐路，我们一同走
过”，是本场演出的主题。距离
2011年1月这一系列音乐会的首
场演出已经过去了将近 8 年。8
年间，来自省内、国内乃至美国、
俄罗斯、德国、日本、韩国等多个

国家的近千人次音乐家参演，观
众人次超过4万，近千人次音乐场
院者参与演出服务，平均每个月
一场演出，“春之声”“夏之夜”“秋
之歌”“冬之旅”四大主题轮回，几
乎囊括了所有声乐与器乐的室内
乐形式，作品涵盖古今中外……

可观的数字，足以说明 8 年
的成果，却不能完全概括这个被
越来越多的专业音乐人和音乐爱
好者所熟悉的品牌活动的全部价
值和意义。

古筝演奏家陈窈（右一）在音乐会上演奏《乡韵》。

音乐厅入口处的展板上印满了曾经出现在音乐会上的各位音乐家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