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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诸葛晨晨）11 月 24 日晚，“和合浏
声”——陈浏行中俄声乐作品专场音乐会，在台州学院艺
术与设计学院音乐厅举办。这场音乐会是今年台州市文
艺名家（名团）展演工程活动之一。

90后陈浏行，音乐教育理论与方法专业博士，现为
台州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声乐讲师，曾在多场国际音乐
赛事中获奖。

当晚，他携手青年女歌手蒋业芳，在艺术指导何萍、
王碧瑶的伴奏下，为观众带来了中俄两国的艺术歌曲、民
歌、咏叹调等17首作品。音乐会未采用任何扩音设备，全
程向观众传达歌手们最真实、最真诚的声音。

起初，音乐会在一首首不同时期的中国艺术歌曲中
展开，以中国诗文配曲的《锦瑟》《大江东去》《忆秦娥·恒
山月》等，唱出一个个内涵深刻的故事，彰显浓厚的文学
性与艺术性，为观众带来了别样的感受。

尤其是陈浏行、蒋业芳搭档，演绎的中国经典歌剧
《原野》中的咏叹调《啊！我的虎子哥》《你是我，我是你》，
让观众不知不觉被带入了歌曲的旋律和情景中。最终，上
半场以一首节奏明快的维吾尔族民歌《一杯美酒》收尾。

下半场演出，陈浏行用俄语演绎了 8首浪漫主义时
期的浪漫曲。从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飞云回落》，到柴
可夫斯基的《想要真实的语言》《唐璜小夜曲》等多首艺术
歌曲和咏叹调，再到拉赫玛尼诺夫的《在神秘寂静的黑夜
中》、歌剧《阿列科》著名选段《人们已入睡》等佳作，以及
鲁宾斯坦的歌剧《尼禄》选段《喜歌》，使现场观众直观体
会到充满俄罗斯式风情的浪漫。

最后，在观众们的掌声邀约中，陈浏行返场用中文、
俄语献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伴随着熟悉而美妙的旋
律，演出圆满落幕。

陈浏行告诉记者：“举办这场音乐会，一是借此展示
自己多年对声乐技术语言和音乐素养的追求。同时，作为
一名教师，希望能激发青年学生对声乐的学习兴趣，为推
广古典音乐艺术尽自己一份力量。”

这场“不插电”音乐会
聆听到中俄音乐的

灵性碰撞

赵宗彪 文/图

《涉过愤怒的海》（以下简称《怒海》）讲述的是一种绝
不会改变的愤怒——父母失去了孩子，而孩子是被残忍
谋杀的。

通常来说，这种怒火冲天的电影，是一定要给所有观
众一个畅快的结局的。我原以为电影海报上醒目的“十八
岁以下的观众谨慎观看”，是因为为女儿“小娜”复仇的

“老金”给电影带来了太多血腥暴力。
血腥暴力只是浮在《怒海》故事上的冰山一角，曹保

平导演需要的是让观众往下潜，看到这个故事真正的残
忍之处：所有的心碎都是假的，但所有的心疼都是真的。

《怒海》的镜头对准的不是烈火，而是废墟。影片真正少
儿不宜的部分，是它冲击了很多人习以为常的伦理观念。

不管是失去小娜的老金和前妻顾红，还是为了维护
儿子不被报复陷入歇斯底里的妈妈“景岚”和爸爸“李
烈”，他们对孩子没有极限的爱，都是我们熟悉的情感。

当观众认为顺着这条熟悉的情感之路，会在这个故
事的终点遇到一块刻着“可怜天下父母心”的石碑时，却
发现曹保平导演修了一条“回头路”，看似不断往前推进，
实则一直往前回溯。这条路让紧紧跟着老金后面去找人
复仇的观众们在“大仇已报”陷入空虚时，突然发现真正
的复仇才刚开始。

不喜欢《怒海》的人会想不明白，干吗拍这样让人“心
疼”的电影。很多人不爱看这种沉重题材的电影，因为生
活已如此辛苦，何苦再花时间体会更深的苦。

我一直认为，流俗的悲剧，只为了让人哭。好的悲剧，
以他人的悲剧为诱饵，当受众不知不觉走入故事的最深
处，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

彻底的悲剧，是生活中的少数，但其实我们没有遇上
这样的悲剧，完全是运气好而已。很多人也有像老金、顾
红、李烈、景岚这样的父母，但他们运气很好，不会像小娜
这样在绝对孤独的环境里遇上李苗苗这样极端的男友。
大多数人可以平安、琐碎，算不上很幸福，至少很正常地
过自己的日子。

如果你从《怒海》中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那说明我
们的心理都有类似的隐疾。你和你父母之间有太多“对不
起”没有说，相互的。可是你知道，这种“对不起”基本不会
说出口，因为两代人各有各的情感障碍。而这情感障碍，
对你人生影响之深，远超你想象，当《怒海》刺穿保护膜
时，你会格外震惊，原来你也有那么强烈的愤怒和悲伤。

《怒海》的结尾，老金简直悲伤、悔恨成了一块木头，
但至少他终于明白自己失去的究竟是什么。比失去孩子
更悲剧的是，《怒海》中痛苦的父母们并不清楚他们失去
的是什么。他们可以为了孩子，毁了自己也毫不犹豫，可
这完全都是在自我感动、自我牺牲。除了知道了真相的老
金，顾红、景岚、李烈这三个当爹当妈的，都以为自己是最
懂孩子的人。

影片有两处场景，将故事的悲剧感推到了极致。身为
渔船船老大的老金，在影片伊始带着船队捕鱼，他心心念
念要下多少次网，捕上来多少斤鱼。但因为小娜出了事，
必须去日本找女儿的他一网也没捕到。在电影后半段，台
风形成的气旋将海上的鱼都带到了天上，“鱼雨”倾盆而
下，砸到了老金、李苗苗、顾红三个人所在的车上，也是这
场可怕的“雨”，让老金终于抓住了李苗苗，仰天狂笑。

老金以为他抓到了大鱼，但最终是“鱼死网破”，一无
所获。

其实他是有收获的，观众也有。《怒海》极端的悲剧希
望带给观众的，恰恰是最温存的希望：希望所有父母忘掉
不可抑止的“是我养大了你”的恩惠，把自我感动、自我牺
牲都忘掉。孩子是鱼，父母也是，彼此共生于海，双方互为
彼此的成长伴侣。

《涉过愤怒的海》：
心碎是假的,心疼是真的

一

越西归来已两月有余，但采风的文章一
直没有动笔。不是内容少，而是所见所闻太
丰富，如乞丐跌入藏宝之洞，眼见财宝满地，
样样欢喜，反而无从下手。何况，在看了
1993年的《越西县志》和清光绪三十二年的

《越西厅全志》后，觉得不管从人物、历史、风
俗、物产、民族交往诸方面，可写的东西太
多，不知从何说起。

说来惭愧，对这座位于大凉山深处历史
悠久、特产丰富的越西县，在接到会议通知
之后，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地名。赶紧从孔夫
子旧书网上买来志书恶补，方知与台州早有
一段渊源：在88年前的1935年5月，有个台
州人率领一支红军队伍走进越西，在这里建
立了红色政权，组建了数百人的彝族红军
连，共同北上抗日。他就是革命家王观澜。就
我所知，台州的红色记载中，从未见过此段
历史。加以两地相距2300多公里，交流的缺
乏，这段插曲竟然只在发生地才得以传播。

这次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采风活动下
榻的酒店，即在越溪侧畔，酒店楼下，有一个
民族团结广场。我到达的第二天上午，将去
老城，顺道即来到这里，刚好与王观澜等红
军、彝族同胞的群雕石像会合，这真是巧合。

二

越西的山水很美。
如果不告诉别人地点，我们随手拍一张

当地的风景照，很难使人相信，这里是川西
的大凉山区。天蓝、云白、山青、水绿、花红、
鸟飞，同江南无异。我们下榻的酒店楼下，即
是奔腾不息的越溪，清澈见底，游鱼可数，常
见钓客在边上甩竿垂钓。窗眺远山，全是绿
色植被覆盖，上面有着星星点点的房屋点
缀。山腰上，时常飘着大块的白云，山脚是一
条长长的铁路，从远处沿大山蜿蜒而来，直
到钻进隧道，淹没于绿色之中。有时会看到
白色的列车如一根轻盈的羊毛绒线，在山脚
移动，与山腰的白云相呼应，安祥又生动。在
喧哗的溪边看此景，我想起一副古联：青山
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

此次采风活动我们到过许多地方，无不
青山绿水，植被茂密，生机盎然，空气也是清
新而凉爽，让人赏心悦目。

三

越西是少数民族县，全县38万多人，其
中彝族有 30万人，随处可见彝族特色的服
饰、建筑和风俗。彝族的男子披一件黑色的
斗篷，头上缠着黑布巾，伟岸而硬朗，女性则
婀娜多姿，妩媚生动。彝族的男女服饰，色彩
美，细节更美。这些服饰以黑作底，配以红、
黄、绿等线条、图案，再加上图案复杂的银
饰，其审美风格，直追秦汉的精美漆器，抵达
商周的青铜。黑色，是颜色中的皇后。这种高
古的审美风格，给人以庄严、厚重的感觉，而
彝族的服饰以此为底，更加衬托出男性的雄
强、肃穆与女性的柔美、多彩。

那一天，我去老城区画画，走到一个彝
族服装店，这位店主是位彝族美女，店里的
服饰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我一一询问服饰
的异同代表什么意义，她都不厌其烦地解
答。她还特地给我看手机中的视频，里面有
她妹妹参加模特大赛的记录，还是金奖获得
者。尤其是头饰，带有各种环状的银制品挂
件，真正是千姿百态，美不胜收，姑娘、已婚、
母亲、祖母、丧偶，都有不同的标志。许多带

状、三角形的刺绣饰品，可以直接系于男女
的腰间，更增添了别样的风姿。

在后面几天的采风中，我不断地见到生
活中、舞台视频中的彝族民族服装，非常着
迷。这种服饰，让我想到一轮红日从东方升
起、银盘一样的皓月当空普照大地，所有的
美都是阳刚的、光明的、朝气蓬勃的，让人感
受到青春的无限美好。

采风期间，有一位同行的美女记者买了
一对银制的耳饰，精致而灵动，转头之间，还
有耳饰碰撞所产生的美妙之声，让人想起

《诗经》中“佩玉将将”之句，为她锦上添花。
撇开服饰的历史传承、文化价值、记忆

功能不论，彝族服饰之美是高品位的。它的
美，在于继承了先人的审美传统，保持独特
的风格，颜色和谐、刺绣巧妙、银饰多姿多
彩。可能是个人的偏好，在我所见过的少数
民族服饰中，彝族是最美的，没有之一。如果
我是服装设计师，肯定就选择越西定居，哪
里也不用去，这里就是服饰资源的宝库。

四

当代人，好像都是一个个的陀螺，被无
形的生活之鞭抽打着，都在快速地旋转，不
肯停下来，只怕万一停下来，即是倒下。在许
多商业的环境里，对陌生人，即使礼数周到，
动作礼貌，依然是心怀警惕。而在越西的几
天里，我感受到别样的生活情景，就是慢节
奏，是悠闲，对陌生人的表情是和善与友好。

我去越西老城两次，一去半天。老城不
大，几条大街，更多的小巷、店铺，大街上熙
熙攘攘，车来人往，一如中国各地的县城。最
大的不同，不是这里有许多穿彝族服装的
人，而是他们脸上表情的安详与恬静。即使
他们穿行于红绿灯的环境之下，也无匆忙急
迫之状，让人艳羡不已。

人是世间最美的风景。
陌生的环境，会让我好奇，也更愿意将

它们画下来。我看到一个彝族盛装的老太
太，安静地晒太阳，上前询问，能否允许画
她。她的脸笑成一朵花，就坐着不动。我在街
边画画，经过的人，也是友好的表情。在画一
个腊肉铺的时候，女店主非常热情，向我介
绍腊肉的制作办法，如何烧制，还推荐一种
当地的柴根，树皮与腊肉同烧，不但肉易烂，
而且有大补之用。当我表示无法购买时，店
主说，没关系的，你画下来，就会让更多的人
知道，我们越西有多么好。

在越西彩虹桥边，我看到一个骑着三轮
车卖水果的妇女，同她说，能否在此停留几
分钟，让我画一下。她非常愉快地答应。画完
后，我过意不去，去买了她的一些水果。她
说，自己是山上来的彝族移民，现在已整体
下山，住到山下，丈夫开出租车，她照顾两个
孩子，有空时卖水果以补贴家用，对未来的
生活，充满希望。

在另一家饮食店的门口，我靠在树上画
对面的景物，店主特地从店里搬出一把竹椅
请我坐下。我表示不会在这里吃饭。女店主
笑道，你画我们越西，我很高兴，很美吧？

越西确实很美，不但山水美，服饰美，物
品美，人更美。对陌生人态度是否友好，可以
作为一个地方文明程度高低的标志。在越
西，我常常见到的，是充满善意的笑脸，让人
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五

在越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多年前看到
的一则新闻，主人公的姓名忘记了，大意是，
一个香港的女探险家，走遍了全球的高山大
川，来到青藏高原，到一位藏族女同胞家里
做客，十分投契。探险家与藏女同龄，只小几
个月，藏女从未走出过脚下的土地，生活安
详而满足。探险家兴致勃勃地向藏姐介绍她
征服各大山峰的种种惊险，藏姐听后，搂着
探险家流下了同情的眼泪：妹妹太可怜了，
为生活要如此奔波受苦，你就住下来吧？

有时候，不同的生活状态之间，还真无
法评判其高下好坏，只是是否适应而已。

无论如何，大美越西，善意越西，都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有机会，还会重访
这片好山水。

大美越西记忆深
林 立 /文

端庄的彝族老太太▶

越西普雄传统尝新米节▲

▲湍急的越西河，悠然的钓徒

◀人美果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