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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厘子

9 月 18 日、19 日、20 日，连
着三个晚上，赶到宁波逸夫剧
院，观赏分为上、中、下三本的
全本昆曲青春版 《牡丹亭》，一
睹领衔主演沈丰英与俞玖林两位
昆曲名家的风采。

头天晚上，我坐在剧场前排
靠左的位置，第一出“训女”开
演，沈丰英扮女主角杜丽娘从上
场门背对观众出场，缓步到九龙
口转身亮相，正面恰朝着我的方
向，只见她水钻头面光芒闪耀、
一双明眸晶亮、眼角含情的模
样，那一刻我顿觉喉头发紧、胸
口发闷——这就是我多年来等着
盼着一亲芳泽的杜小姐啊！现在
终于近在眼前了。

说起来，我与昆曲是有情缘
的。2005 年至 2009 年间我在江
苏无锡上大学。无锡与苏州一向
并称，代表江苏省内最为富庶的
苏南地区，而在地理上，当年我
们从无锡火车站出发，坐上最慢
的绿皮火车，半小时也能到达苏
州火车站。尽管距离很近，但那
时我对苏州全然陌生，更不知昆
曲为何物。在无锡基本也听不到
昆曲，无锡本地流行的戏曲剧种
是锡剧，跟我们宁波本土的甬剧
类似，都源于滩簧，比较草根。
无锡话也类似于宁波话，在吴方
言里都算“硬”的，而苏州话则
是出了名的软和糯。以上讲来似
乎颇为神奇，苏、锡两地如此邻
近，风土差异却相当大。

然而冥冥中安排了我与昆曲
的缘分。2005 年年初，还是高三
学生的我，在老家过年，电视里
正播着春节戏曲晚会。当丝竹声
响起，一对白衣戏装的青年男女
演员圆口轻启、清声哼唱，相互
依偎着，缓步从台下走到台上，
水袖翻飞、深情表演的镜头出现
时，我的眼睛耳朵一下子就直
了，这是什么戏？怎么会这么
美？人美、曲美、词美！它跟我
们这边常见的越剧大不一样！后
来我才知道，那种戏叫昆曲，那
出戏是 《牡丹亭》 的一个片段，
女主角叫杜丽娘、男主角叫柳梦
梅，那对青年演员女的叫沈丰
英、男的叫俞玖林，是苏州昆剧
院的。

日后的生活中，我便留意许
多文艺作品中与昆曲有关的细
节，譬如，看白先勇的小说 《游
园惊梦》，杨凡的电影 《游园惊
梦》， 余 秋 雨 的 专 著 《笛 声 何
处》 等等，一点一滴、一丝一
缕，慢慢拼凑出我对昆曲认知的
大致轮廓。

等我了解到白先勇先生监制
的青春版 《牡丹亭》 的时候，已
经在无锡上大学了。犹记得那时

青春版 《牡丹亭》 强调“进高
校”演出，几年下来全国知名大
学基本走了个遍，但偏偏就是没
来过近在咫尺的我们学校，大概
我们学校的人文氛围还不够浓
厚。当年的我，曾在电脑上反复
观看上、中、下三集的青春版

《牡丹亭》，每当视频打开，“巾
生魁首”汪世瑜老师演唱的片头
曲即 《牡丹亭》 原著中的“标
目”《蝶恋花》 响起的时候，我
就会忍不住跟着学唱：“忙处抛
人闲处住。百计思量，没个为欢
处。白日消磨肠断句，世间只有
情难诉。玉茗堂前朝复暮，红烛
迎人，俊得江山助。但是相思莫
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

2009 年下半年我参加工作，
12 月到北京出差，其间去北京大
学找高中同学时，无意间发现北
大校园里张贴着青春版 《牡丹
亭》 和 《玉簪记》 演出的海报，
男女主演正是俞玖林、沈丰英，
我惊喜莫名，连忙去买票，但因
为时间关系，我只能选择看 12
月 16 日 晚 上 的 青 春 版 《玉 簪
记》。16 日晚，我兴冲冲赶到北
大百年讲堂，欣赏精选六折戏的

《玉簪记》，俞玖林、沈丰英这对

黄金搭档塑造的潘必正与陈妙
常。戏实在精彩，说起来这还是
我头一次现场观看昆曲演出。当
晚的另一大惊喜应该是见到了白
先勇先生本尊。演出结束谢幕
时，他亲自上台，一如既往地讲
了一通饱含热情的话。还沉浸在
兴奋中的观众们在走廊里排起长
龙，逐一走到白先生面前，请他
签名留念，这其中当然也包括
我。

在宁波工作后，我的业余生
活里依然少不了昆曲的元素。近
年来在宁波开展的跟昆曲有关的
活动，我几乎都参与过，当然，
也不会错过每一场到宁波演出的
昆曲。这些年，苏州昆剧院以每
年至少一场演出的频率，把好戏
名角送到宁波，但我与心心念念
的“白牡丹”始终是缘悭一面。
尽管 2014 年 5 月苏昆就来宁波演
过 所 谓 的 “ 青 春 版 《 牡 丹
亭》 ”，俞玖林老师也依旧担纲
男主，不过那次的女主却由年轻
演员刘煜出演，而非沈丰英老
师，并且内容缩减只演一晚，换
言之，真正完璧的青春版 《牡丹
亭》，自 2004 年问世首演以来、
历经全球巡演数百场之后，迄今

还没到过宁波，不能不说是莫大
的遗憾。

青春版 《牡丹亭》 的巨大成
功，世所公认，十多年的打磨，
千锤百炼，已臻完美，后辈的青
年演员尽可以照这个路子一直演
下去。然而青春版 《牡丹亭》 又
有一个很大的特殊性，那就是这
部戏从创排之初就是为沈丰英和
俞玖林两人量身定制的，如果主
演换人，就很难再说是大众心目
中的“青春版 《牡丹亭》 ”了。

戏虽不老，人终会老，一晃十六
年，当年二十几岁正青春的主要
演员，如今也已四十出头人到中
年，俞玖林成了主持工作的副院
长，沈丰英远嫁香港少回内地，
要这对“璧人”再同台合作越发
难得，原班人马的青春版 《牡丹
亭》 真是看一场少一场了。

也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才倍加珍惜这次在家门口看全
本青春版 《牡丹亭》 演出的机
会，也算抓住了“青春的尾巴”。

牡丹情缘 青春梦圆
——全本昆曲青春版《牡丹亭》观后

楼伟华

镇海蛟川五里牌村，是一
个 靠 近 繁 华 市 区 的 “ 城 中
村”。几天前，这个小村庄突
然热闹起来，十余位国内顶尖
的音乐家来到这里。

他们是来寻访一位音乐大
家的弦歌余韵的。

这 位 音 乐 大 家 名 叫 王 范
地，五里牌村是他的祖籍所在
地。不久前，十余位音乐家来
宁波参加 《回响》 ——王范地
经典作品回乡献演系列活动，
寻访王范地故里是活动内容之
一。琵琶演奏家、宁波中华文
化促进会主席傅丹，是这次活
动的积极推动者，她说：“就
凭王先生的一首琵琶曲 《天山
之春》，便可以在中国音乐史
上流芳千古，而他的艺术成就
远远不止这些。”

王范地从小喜欢音乐，一
开始拉二胡，进入上海滑稽剧
团，担任乐队主胡。艺术是触
类 旁 通 的 ， 后 来 王 范 地 又

“玩”起了琵琶，成为北京电
影乐团的一名琵琶演奏员，为
很多电影配过乐。

1957 年，24 岁的王范地
参加世界青年和学生双节音乐
大赛，获得器乐比赛金质奖第
一名——这是中国民族器乐第
一次在国际大赛上获奖。1964
年，中央音乐学院成立，王范
地调入该院成为一名老师。传
授琵琶技艺之余，王范地延请
故宫博物院、避暑山庄的文物
专家，给学生讲解楹联、匾额
的文化含义，提高学生的国学
修养。他带着学生们赴全国各
地采风，特别是少数民族地
区。教学的同时，他创编了

《天山之春》《送我一支玫瑰
花》《红色娘子军随想曲》《澜
沧春晓》 等琵琶独奏曲，并录
制成唱片和盒式磁带。这些琵
琶乐曲，成为每一位琵琶练习
者的必学曲目。王范地兴趣广
泛、多才多艺，会几十种乐
器，他想以此来丰富琵琶的音
乐语汇和表演技巧。凭此，王
范地“玩”成了中国当代集演
奏、作曲、教育、理论研究于
一身的琵琶艺术大师。

为了实践自己多学科交叉
的 教 学 理 念 ， 上 世 纪 90 年
代，王范地创建了“华韵九
芳”。这个小型的民族器乐团
队由 9 位青年艺术家组成，演
绎中国的民族乐曲和王范地创
作的乐曲。这 9 位姑娘，现在
都成为中国顶尖的演奏家。在
这次“回响”活动中，她们中
的 4 位来到自己老师的故乡献
艺，她们是著名二胡演奏家宋
飞、中国民族管弦乐协会会长
吴玉霞、著名古筝演奏家李玲
玲、著名扬琴演奏家林玲。宋
飞曾经跟王范地学习琵琶，主
要弹奏文曲。王范地对宋飞

说：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二胡
演奏家，必须博采众长。于是
宋飞在学习二胡的同时，兼修
了 13 种民族器乐，并把琵琶
名曲 《大浪淘沙》 改变成二胡
独奏曲。宋飞现任中国音乐家
协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学院副
院长，她说：“先生一直不喜
欢张扬，反对别人叫他音乐大
师。他也没有担任过什么耀眼
的职务，但在中国每一位民族
器乐演奏家心目中，他永远是
一座丰碑。”

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器乐系
主任、著名琵琶 演 奏 家 章 红
艳，在王范地艺术研讨会上
动 情 地 回 忆 道 ：“ 王 先 生 虽
然不是我的专业老师，但我
仍然向他求教过琵琶演奏艺
术，他还是我硕士毕业论文
的 指 导 老 师 。 3 年 前 ， 先 生
逝世的那天上午，我正好有
一个演出活动，当我弹奏第一
个音的时候，突然弦断音止。
我换了一根弦时，还是弦断音
止⋯⋯”说到这里，章红艳哽
咽了。

中国音乐理论权威田青教
授，当年受王范地所托，担任

“华韵九芳”的艺术顾问。这
次，他也来到了宁波。他说：

“王先生是一位真正视艺术为
生命的传统文人。他不仅仅是
一位技艺高超的演奏家，更是
一位造诣深厚的音乐理论家。
他不但兼修了中国的民族器乐
艺术，还融合了西洋音乐理
念。可以这样说，他已经从技
的层次，上升到了道的境界。
中国的古代文人，都在追求诗
书礼仪乐的结合，王先生则是
以琵琶艺术为载体，成为一位
音乐文化大家。”

田青还回忆起王范地的一
桩逸事。王范地曾经把广东传
统乐曲 《双声恨》，改编为琵
琶曲，圆熟地演绎了牛郎织女
爱与恨的故事。当年，曾经有
唱片公司要录制 《双声恨》，
他们认为只有请王范地亲自来
演奏才够味。过去的 《双声
恨》 传抄谱中配有歌词:“愁
人怕对月当头，绵绵此恨何日
正当休，悔教夫婿觅封侯⋯⋯
唉呀，恨悠悠，几时休，飞絮
落花时节一登楼，遍洒春江都
是泪，流不尽，别离愁⋯⋯”
王范地创作的 《双声恨》 琵琶
曲，开始的慢板段落，色彩暗
淡，曲调哀怨缠绵，多段旋律
的重复如泣如诉，深沉悱恻，
凄怆之情可见一斑。后面快板
乐段的反复加花演奏，速度渐
快渐强，明朗有力，表达了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如五里牌村那样，低调
了一辈子的王范地，也许根本
没有想到去世后，他的艺术理
念会弥久地影响着一代艺术
家，想不到故乡的人们对他依
然充满深切的怀念。

王范地的弦歌余韵

沈浩杰

10 月 26 日，是浙江省第
24个环卫工人节，又正值纪念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
作战70周年之际，我不由得想
起我市文艺界的一位老前辈
——曾是抗美援朝志愿军文艺
干部的著名词人陈雪帆，及他
创作的一首讴歌环卫工人的歌
曲——《美丽的心灵》。

“曙光透进路旁的林荫，
铃声打破黎明的寂静，姑娘驾
驶清洁车……”1980年，《美丽
的心灵》一经问世即风靡祖国
大江南北，荣获该年度“全国优
秀歌曲奖”，词谱被全国26家报
纸杂志相继转载，并与另外三
首经典歌曲《美丽的草原我的
家》《青春啊青春》《雁南飞》一
同入围东京国际歌曲大赛，最
终被选入亚洲太平洋地区国际
音乐教材，还编入了当时的小
学语文课本。可以说此曲堪称
宁波的一张瑰丽的音乐名片。

无论谁初听此曲，只要歌
声一“沾”上耳朵，就能使人
浑身充满活力和阳光，仿佛置
身于那个纯真而又充满激情的
年代。那轻快的节奏，奔放的
旋律，展现出由黎明、铃声、
姑娘、清洁车、建设者、百
灵、晨风、情侣、林荫、街道
等元素组成的“可爱的城市”
风貌。听曲所感，可以用“阳
光”“优美”“轻快”“健康”

“深情”“催人奋进”等词语加
以形容，让人精神振奋，心境
明澈，心中升腾起对这座城市
和像环卫工人那样的所有普通
劳动者的热爱、尊重。

陈雪帆之所以向世人歌颂
那些最不起眼甚至被人“瞧不
起”的环卫工人，是出于感恩
之心和职业敏感，出于激发和
弘扬社会文明的使命感。《美
丽的心灵》不仅展示了宁波普
通劳动者的美丽、健康和快
乐，也表达了一位艺术家为人
民而歌唱的强烈责任感。歌曲
将社会文明与音乐文化完美融
合，成为宁波这座城市一道美
妙的风景线。

一首经典歌曲的歌词和旋
律是感动的直接触发器，其背
后往往隐藏着更为动人的故
事。正如魏巍的名篇《谁是最
可爱的人》 开头所写的：“在
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
西感动着”，作为宁波市音乐
家协会名誉主席的陈雪帆先
生，也是一位曾历经抗美援朝
连天炮火、罗布泊核试验基地
漫天风沙洗礼的英雄、“最可
爱的人”。1975年，积劳成疾
的陈雪帆回到家乡宁波休养。
在此期间，他时常被一些人身

上勤劳、善良、朴实和真诚的
品质所打动，这些人中就包括
环卫工人。

1979年秋天的一个清晨，
陈雪帆在中山公园一带晨练
时，又看到许多环卫工人在扫
街、清运垃圾，兢兢业业，任
劳任怨。尽管环卫工人在社会
上常遭受嘲讽和鄙视，生活待
遇也不高，他们却依然精神饱
满，数年甚至数十年如一日地
忙碌着。此刻，刘少奇同志
1959年10月 26日对掏粪工人
时传祥说的那句名言又在他耳
畔响起：“你掏大粪是人民勤
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
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
清洁工人是平凡的，但他们

“甘沾一身脏，换得万家净”
的崇高精神深深打动了陈雪帆
的心，多年来积压在心头的感
动瞬间爆发，回到家后他立即
提笔创作，当天，歌词《美丽
的心灵》一气呵成。

不久，歌词经宁波六中音
乐教师范盈庄先生带至杭州，
亮相于全国歌词学术会议。当
时，另一位宁波籍著名音乐家
周大风先生也欣然将歌曲推荐
到 《浙江日报》 并得以发表。
其后，吉林省音乐家协会副主
席、作曲家金凤浩收到浙江省
文化厅发给他的一本歌词集，
其中一首《美丽的心灵》引起
他的强烈共鸣。为此，他每天漫
步长春街头，体验、观察清洁工
人的劳动生活，在生活中获得
真实感受，创作出轻快、流畅而
富于民族特色的音乐主题和旋
律。著名歌唱家朱逢博一收到
歌谱，也被歌曲的风貌精神深
深感染，她从上海唱到杭州、
武汉，又从广州唱到天津……
《美丽的心灵》 成了她最爱唱
的歌曲之一。

回忆这首歌的诞生过程，
陈雪帆认为，词曲作家和歌唱
家天各一方，素昧平生，之所
以能产生共鸣，“是因为清洁
工人的美好心灵把我们三人的
心连在一起了”。

可以说，《美丽的心灵》
萌发于善良与感恩之心的碰
撞，成就于词、曲作者及演唱
者对歌曲的强烈共鸣，流传于
所有向往真、善、美的人们心
灵之间。

用美的手法展示感动，唤
起感动，留住感动，应该是所
有艺术工作者内心本已存在的
萌动和使命。以陈雪帆为代表
的宁波老一辈艺术家一身正
气，深入群众，心贴百姓，为
最普通的劳动者歌唱，这份可
敬与可爱，必然长久地鼓舞人
民，激励后学。

音乐不仅是城市的重要文

化元素，也是弘扬城市精神和
地域文化最直接、最长久、最
深层的介质之一。它能将美好
的思想、情感和深厚的文化历
史融入旋律，感动人心，润物
细无声地滋养并提升城市文
明。宁波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音
乐之城，无数音乐宝藏亟待挖
掘。我们用心呵护音乐，也就
呵护了这座城市的人民的心灵
和梦想；用心宣传像《美丽的
心灵》那样的音乐名片，也就

宣传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和形
象。希望宁波有越来越多的音
乐工作者像陈雪帆一样，用心
地去感受这个城市跳动的脉搏
及呼吸的气息，创作出更多像
《美丽的心灵》这样流传40年
而不衰的经典作品，从而铸造
一张张瑰丽的城市名片，向全
国乃至全世界展现宁波这座城
市的独特魅力。

（作者系宁波大学音乐学
院副教授）

愿宁波涌现更多的音乐名片
——写在歌曲《美丽的心灵》问世40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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