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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黄永生先生走了。这位“上海说唱”
大师在上海人心目中的地位有目共睹，
遗体告别时冒着酷暑前来的上千“粉
丝”，有的甚至远自新疆，而且一番发自
肺腑的感言令人动容。
从上世纪 !"年代至今，我一直关注

着他的演唱艺术，深深感到他的作品最
突出的特点，就是为老百姓喜闻乐见。数
十年来，他坚持与民同乐，为民供乐，给
广大群众带来了难以忘怀的无限欢乐。
说起滑稽说唱，本该引人发笑，不足

为奇。但他给人们带来的笑又与众不同，
至少有两点值得大家思考、研讨。

一是寓教于乐，充满正气和大气，
这从他一系列作品的取材、创作和表现
手法上都能看出来。他想老百姓所想，
求老百姓所求，作品往往能反映老百姓
的心声，能具有时代的旋律和色彩。
“四人帮”粉碎后，他那“毯子身上盖
一盖”的唱词之所以能家喻户晓，久传不歇，原因
就在于此。他的很多段子正面歌颂祖国面貌的今昔
变化，歌颂改革开放的日新月异，尤其是像 《热心
人》那样的作品，纵情歌唱好人好事好风格，实在
是一种突破。他不作假、不粉饰，少空话、少套话，
一切全靠真实的人物和动人的细节来说话，以小见
大，烛幽显微，说服力和感染力就油然而生了。他

有些作品表现对敌斗争，也是注重刻
画正面人物，爱憎鲜明，褒贬深刻，
绝不因贪求廉价效果而“捣浆糊”。他
鼎盛期有些作品，如《山》、《人》、《路》
等，更具有一定的哲理性和知识性，

文化层次较高，但他在雅俗共赏、深入浅出上下工
夫，照样深受观众欢迎。他不是一个一般的“逗笑
者”，他称得上一位“真善美”的传播者。

二是精益求精，充满探索的勇气。他基本功扎
实，但不吃老本，不拘囿于说唱这一曲种的固有园
地。他博采众长，广泛吸收各类剧种和曲种的养料，
有些已经被他化为己有，成为他创作手法上的得意
之笔。在唱腔上，他广为开拓，许多剧种都被他化
用，甚至吸收了一些流行歌曲的旋律；在说表上，
他借鉴评弹、相声乃至北方评书的技巧，更为鲜明
生动；在表演上，他糅进了一些京剧、影视等兄弟
艺术的方法，形成了大起大落、纵横捭阖的风格，
大大拓宽了说唱艺术的表现领域。更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努力不是为了卖弄和炫耀，而是为了艺术的更
新，为了说唱艺术更加辉煌的明天。

由于语言的限制，“上海说唱”未能走出上海
和江浙，甚至连一次“春晚”也未上过，想来还是
挺令人遗憾的。愿后人们能从黄大师那里接过接力
棒，一程一程传下去，创造上海说唱更美好的明天，
因为，老百姓热爱它，需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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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撒马尔罕
朱 光

! ! ! !用中文搜索撒马尔罕的结果，零星。条
目仅分两大类：习书记近日去参观了撒马尔
罕的帖木儿家族历史博物馆，以及进一步打
开页面后，发现也就两三篇中亚旅游攻略的
参观掠影。总体而言，这里的最大亮点是当
年丝绸之路的重镇。
当我刚在撒马尔罕火车站月台落

地时，负责接待我的当地姑娘都尔多
娜很兴奋地说：“你是我学中文后，第
一个遇到的中国人！”她是当地外语学
院中文系的四年级学生，身穿绿白相
间的国际音乐节接待人员制服，有点像 #"$%

年上海世博会的“小白菜”。与她交流必须中
英文并用，不过她的上级已经是撒马尔罕市
长助理。

撒马尔罕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市，
从 $&&'年起每两年举办一次国际音乐节，由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利莫夫亲自倡议举办，
今年是第九届，吸引了 ()个国家 )%%多位音
乐家以及记者等前往参加，其中有 *+位中国
人。除了我这名唯一的记者之外，还有评委

会主席陈圣来，$ 位来自台湾
的音乐节顾问郭小姐，以及 '

位来自中国歌剧舞剧院民乐团
的成员。我们 $%人，就成了撒
马尔罕人民 ,年才能看到一次

的中国人。
当我走进新闻中心的时候，得到了新闻官

的诚挚欢迎，他用乌兹别克语对中国记者前来
采访表示莫大的欢迎。主办方竟然还准备了中
文版的音乐节概况介绍———就是看得懂单词，

看不懂句子。反复看了两遍后，我决定向给我
中文版的男生索要英文版。他迟疑地问我：“中
文的，看不懂吗？”我点点头。于是，这位中文系
研究生答：“这是我翻译的，能帮我改改吗？”于
是，我一口气帮他改了三篇稿子，从音乐节概
况、音乐论坛简介到日程……

)%% 多位音乐家对中国民族音乐的了
解，胜过了普通外国人。当我用英语向他们
介绍民乐团的 '位演奏家是演奏“中国传统
乐器”时，他们都会进一步追究：“哪一样传统
乐器，名字是？”“二胡、琵琶……”中文和英
文发音并无太大区别，音乐家们却依然熟悉。
甚至有一位印度尼西亚指挥家弗兰卡表示，
“我不会把二胡用在我的世界民族音乐交响
乐团中，因为它的中国个性太鲜明了……”这
位把二胡比喻成巴尔扎克雕像的那双手的弗

兰卡，曾是谭盾的大学同学，在印度尼西亚是
三个音乐节的创始人，也是音乐节的评委之
一。
虽然音乐节也是一场全球民族音乐的比

赛，但是每晚在宾馆大堂里由音乐家自发举
行的音乐盛会，才是精髓。二胡、琵琶
甚至扬琴———其实都是在丝绸之路
上从中亚一带来到中国的。据对乌兹
别克斯坦一带很有了解的台湾郭小
姐透露，当年与杨贵妃关系不错的安
禄山，就是“当地人”，他俩是胡旋舞

最佳男女舞者的代表人物。在撒马尔罕的艺
术博物馆里甚至还能看到一架扬琴。更不用
说全球互通的打击乐了。因此，无论是埃及、
伊朗还是土耳其等国的音乐家，都能拿乐器
与中国音乐家互动。你方不用唱罢，我方就
能登场，即兴互动，造就了每晚凌晨 $点还掌
声雷动的“轰（动）趴”。
此外，还会有长得像印度电影《流浪者之

歌》里拉兹一样的塔吉克斯坦鼓手，跑来热忱
地表示他热爱“孔夫子”———是，用中文说的
“孔夫子”———因为他读了波斯文的《论语》！
当我想把这些世界大同的奇妙故事发微信
时，发现当地最给力的无线网络是“-./中
兴”。用着中兴手机的都尔多娜告诉我，她的
中文名字是“中华”！

元稹之薄
米 舒

! ! ! !中唐诗人元稹，字
微之，洛阳人。他自幼丧
父，其母郑氏亲授诗书。
元稹少时聪颖，*(岁以
明两经擢第，#*岁初仕
河中府，#(岁与白居易同科及第，受秘书
省校书郎。元稹才气横溢，#0岁列才识兼
茂明于体用科第一名；元和初年，应制策
又名列第一。他不仅仕途春风得意，还获
得一位佳人芳心。当时任太子太保三品大
员韦夏卿的小女儿韦丛看上了元稹，下嫁
给一位校书郎。此时的元稹刚直不阿，与
白居易结为知交，后来两人同为
唐代新乐府运动的创始人。

元稹不久升任为监察御史，
美貌的妻子韦丛任劳任怨，几年
中为他生了 (个儿女。可不久元
稹的命运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恩爱可人
的妻子韦丛因病去世，(个孩子也相继夭
折。其次元稹因直言抨击宦官权贵，被贬
江陵。元稹因贤妻去世写了几首有名的
悼亡诗。如“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
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
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又
如“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这
两首诗皆为千古悼亡诗之佳作。可惜，元
才子在吟诗那年便在江陵纳了妾，那位
小妾是元稹好友李景俭的表妹安仙嫔。
安仙嫔给元稹生了一个孩子，三年

后又病逝。元稹经历了早年丧父、中年两
次丧妻又丧儿女的遭遇。他离开江陵，出
任通州司马，得到昔日名相权德兴的关
照，在权府，涪州刺史裴郧的女儿裴淑与
元稹一见钟情，两人结为伉俪。
元稹在仕途屡遭打击后，转与宦官

妥协，逢迎太监崔潭峻，由其援引，元稹
从祠都郎中、中书舍人做到宰相，后又受
另一宦官排挤，贬为同州刺史。元稹一生

在仕途上无多大政绩，
从早期反宦官到后来
与宦官同流合污，后人
有所指责。

在文学上，元稹受
王建、张籍影响，与白居易发起的新乐府
运动在中国诗歌史上确有贡献，他还是
“次韵相酬”的创始者，他写的《连昌宫
词》也与白居易的《长恨歌》并称。元稹还
首创古文制诰，自编诗集、文集多种，其
五言小诗《行宫》亦为千古绝唱，其诗曰：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

闲坐说玄宗。”
元稹除吟诗，还创作了《莺

莺传》（由元人王实甫改编为《西
厢记》），关于元稹是否是“始乱
终弃”的张生，历来说法不一。

“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这是
鲁迅的说法。综观元稹一生，元才子多情
而艳遇不断。他除拥有韦丛、裴淑、安仙
嫔两妻一妾外，还与女诗人薛涛、女艺人
刘采春等女子有过交往。
薛涛是中唐有名的女诗人。元稹 1*

岁出差去蜀中，与 )#岁的薛涛相会。薛
涛是见过世面的女子，但当她读到元稹
写的诗：“风花日将老，佳期犹渺渺。不结
同心人，空结同心草。”不由为之心动。元
稹与薛涛日日相伴在绵江畔，四十初度
的薛涛仿佛回到了青春年华，后来元稹
离开蜀中，两人还相约“勿忘我。”当时元
稹的妻子韦丛尚未去世。
后来，越州刺史元稹遇见了江南歌

手刘采春，刘的美貌与歌喉，让元才子欣
喜若狂，他疯狂爱上了这位江南美妇。他
给了刘采春丈夫一笔钱，将刘纳为小妾。
他们一起度过了 '年光阴，元稹后来不
太喜欢刘采春了，也不那么宠她了。郁郁
寡欢的刘采春以跳河的形式结束了自己
年轻的生命。这恐怕也是后人指责元稹
薄幸的另一个依据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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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勋伯格曾经
说过，他听了几十
年舒伯特的艺术
歌曲，爱得要命，
却从来不知道歌
词什么内容。那
么，艺术歌曲是歌
词和音乐的融合
吗？还是歌词不如
音乐重要？音乐转
移了词语的重要
性吗？有人说糟糕
的诗歌最适合谱
成艺术歌曲，这种
说法有道理吗？

菲利普·米勒
曾系统讨论过这些
永恒的问题。就艺
术歌曲的定义而
言，它的确是词语
和音乐的融合。但
是许多权威认为，
优美的诗歌自身包含了音
乐性的韵律节奏，如果再
为它谱上音乐，完全是多
此一举。比如雅克·巴尔赞
就说过：“最好的艺术歌曲
或歌剧中的歌词或台本相
对于音乐来说处于次要地
位，这是通则。伟大的诗歌
是自足的，不需要用另一
种艺术来补充。伟大的音
乐也是自足的，硬要把它
与伟大的文学搭配在一
起，结果肯定不会讨喜。”
的确，伟大诗歌所具

有的智性深度以及象征性
很难在歌曲中得到体现，
因为歌曲从根本上说是一
种抒情的艺术形式。但万
事皆有特例。歌德无疑是
伟大的诗人，舒伯特将他

的 (* 首诗歌谱成
了艺术歌曲，其中
包括《纺车旁的格
丽卿》、《缪斯之
子》、《野玫瑰》、
《无休止的爱》等
杰作。雨果·沃尔
夫对诗歌品位极
高，他也在歌德、
梅里克、艾兴多夫
等人的诗作中寻
找艺术歌曲的灵
感；福雷和德彪西
的歌曲中大量采
用波德莱尔和魏
尔伦的诗作。许多
精彩绝伦的艺术
歌曲都是伟大诗
歌和伟大音乐的
完美结合。

不过伟大的
诗歌未必能成就

伟大的歌曲，但优秀的作
曲家的确能化腐朽为神
奇，让不那么伟大的诗歌
得到不朽。比如舒曼的
《女人的爱情和生活》就是
音乐天才对糟糕诗歌的胜
利。是音乐，并且只是音
乐，决定了一首歌曲是否
能够存世。无论沃尔夫的
文学品位多么高，如果不
是他无与伦比的抒情感和
旋律感，他的音乐不可能
青史留名。
说到底，音乐的客观

属性之一，是它无法描述。
它可以表达情绪，但无法
描述具体细节。一代又一
代的心理学家不停实验，
让听众听一些所谓的具象
音乐，比如德彪西的《大

海》等等。一千个听众脑海
中会有一千种形象，当然
前提是他们不熟悉这些音
乐。所以说音乐是一种抽
象的艺术。

如果有人听了一段音
乐，说“哇！作曲家描述的
森林多么美妙！”或是湖
泊，或是一朵花，一片海，
这并不代表他真的听懂了
音乐，只是事后诸葛而已。
举个例子，舒伯特的《纺车
旁的格丽卿》取自歌德的
长诗《浮士德》，格丽卿坐
在纺车边沉思她对浮士德
的爱。“我的宁静不再，我
的心情沉重……”舒伯特
为这句诗配上的音乐是一
串回旋起伏的旋律，很明

显是在模仿纺车。听过这一
段的人都会赞叹：伴奏多么
恰如其分！真是天作之合！
不过转念一想，这回

旋的音乐也完全可以配一
首写大海的诗，海浪来回
拍击海岸，潮涨潮落之类。
听众一样会觉得恰如其
分，只是他们脑海中会想
象海浪，而不是纺车。
这里需要考虑两种截

然相反的情境。有些人只
对音乐的纯粹音响元素感
兴趣，他们更倾向于忽略
其他元素。比如歌剧迷里
有一类人从不关心舞台表
演，只听音乐发展、主题结
构等等；还有一类人更关
注声乐的文学性，会追求
音乐和文学的完美结合。
作曲家也一样。有些

作曲家比如沃尔夫非常看
重文学价值，而另一些比
如斯特拉文斯基则倾向于
让音乐考量统驭全局，如
果音乐的旋律线与诗行发
生冲突时，必然是诗歌让

步而非音乐。
即便精通诗律的作曲

家如本杰明·布里顿，也时
常让音乐来决定词语的重
音，而不是让词语本身决
定。在他的旷世杰作《战争
安魂曲》中，有许多音乐重
音落在了词的弱读部分，
这说明他先写了音乐线，
然后用词语来勉力填充。
《战争安魂曲》以及其他所
有音诗结合的艺术歌曲和
歌剧，它们的不朽或湮没
不是由诗律决定，而是由
音乐天分的高低来决定。

苏纳戈

囊括冠军心欢畅

（京剧演员）
昨日谜面：北方主食少米
饭（三字股市用语）
谜底：基本面

神奇斑点湖 黄晨星

! ! ! !斑点湖位于加拿大西部奥
索尤斯地区，远远望去，湖里
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圆圈，圆圈
又像密密麻麻的斑点，像长颈
鹿身上的图案，像老海龟背上的龟
纹。斑点湖湖水泛着白沫，显得十
分浑浊，湖水深浅不一，白色的塘
泥把整个湖分成一个个圆圈水塘。

看上去就像漂浮在湖面上的岛屿。
“小岛”面积最大的有篮球场

一般大，最小的只有几平方米而
已。各个水塘颜色均异，有的灰

白、有的深绿、有的浅黄、
有的湛蓝、有的青黄相间、
有的黄绿夹杂，只有 !3& 月
才能看到这些斑点。这里湖

水呈现不同颜色，因为它包含了世
界上最高浓度的矿物质、硫酸镁、
硫酸钠、硫酸盐，它们是治疗病痛
和疾病的好药物。

心灵的微光
安 谅

明人明言微语录 ! ! ! !心灵的微光，是
希望之光，生命和灵
魂之光，它的存在，让
黑夜里的心房，也多
了一抹光亮。

一片心灵的微
光，如同一片心地的善良。它既给了自已一缕芬芳，也
给了别人温暖的阳光。
心灵的微光，也是高尚和智慧的莹莹闪烁，它让

暗淡的心穹，高远澄澈，五光十色。
即便再平凡的人，也会有心灵的微光。只有发现

并充分弘扬这缕微光的人，才从平凡中脱颖而出。
呵护好心灵的这片微光，它具有黄金一般的质

地，拨开尘土，终见辉
煌4

你心中的微光，是普
罗米修斯的眷顾。它拯救
的是一颗灵魂，更是拯救
了整个世界4

给自己心灵的微光，
注入更多的持续的能量，
微光常在，天地不暗。

为
老
百
姓
喜
闻
乐
见

过
传
忠

! ! ! !黄永生先生走了。这位“上海说唱”
大师在上海人心目中的地位有目共睹，
遗体告别时冒着酷暑前来的上千“粉
丝”，有的甚至远自新疆，而且一番发自
肺腑的感言令人动容。
从上世纪 !+年代至今，我一直关注

着他的演唱艺术，深深感到他的作品最
突出的特点，就是为老百姓喜闻乐见。数
十年来，他坚持与民同乐，为民供乐，给
广大群众带来了难以忘怀的无限欢乐。
说起滑稽说唱，本该引人发笑，不足

为奇。但他给人们带来的笑又与众不同，
至少有两点值得大家思考、研讨。

一是寓教于乐，充满正气和大气，
这从他一系列作品的取材、创作和表现
手法上都能看出来。他想老百姓所想，
求老百姓所求，作品往往能反映老百姓
的心声，能具有时代的旋律和色彩。
“四人帮”粉碎后，他那“毯子身上盖
一盖”的唱词之所以能家喻户晓，久传不歇，原因
就在于此。他的很多段子正面歌颂祖国面貌的今昔
变化，歌颂改革开放的日新月异，尤其是像 《热心
人》那样的作品，纵情歌唱好人好事好风格，实在
是一种突破。他不作假、不粉饰，少空话、少套话，
一切全靠真实的人物和动人的细节来说话，以小见
大，烛幽显微，说服力和感染力就油然而生了。他

有些作品表现对敌斗争，也是注重刻
画正面人物，爱憎鲜明，褒贬深刻，
绝不因贪求廉价效果而“捣浆糊”。他
鼎盛期有些作品，如《山》、《人》、《路》
等，更具有一定的哲理性和知识性，

文化层次较高，但他在雅俗共赏、深入浅出上下工
夫，照样深受观众欢迎。他不是一个一般的“逗笑
者”，他称得上一位“真善美”的传播者。

二是精益求精，充满探索的勇气。他基本功扎
实，但不吃老本，不拘囿于说唱这一曲种的固有园
地。他博采众长，广泛吸收各类剧种和曲种的养料，
有些已经被他化为己有，成为他创作手法上的得意
之笔。在唱腔上，他广为开拓，许多剧种都被他化
用，甚至吸收了一些流行歌曲的旋律；在说表上，
他借鉴评弹、相声乃至北方评书的技巧，更为鲜明
生动；在表演上，他糅进了一些京剧、影视等兄弟
艺术的方法，形成了大起大落、纵横捭阖的风格，
大大拓宽了说唱艺术的表现领域。更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努力不是为了卖弄和炫耀，而是为了艺术的更
新，为了说唱艺术更加辉煌的明天。

由于语言的限制，“上海说唱”未能走出上海
和江浙，甚至连一次“春晚”也未上过，想来还是
挺令人遗憾的。愿后人们能从黄大师那里接过接力
棒，一程一程传下去，创造上海说唱更美好的明天，
因为，老百姓热爱它，需要它。

中国人在撒马尔罕
朱 光

! ! ! !用中文搜索撒马尔罕的结果，零星。条
目仅分两大类：习书记近日去参观了撒马尔
罕的帖木儿家族历史博物馆，以及进一步打
开页面后，发现也就两三篇中亚旅游攻略的
参观掠影。总体而言，这里的最大亮点是当
年丝绸之路的重镇。
当我刚在撒马尔罕火车站月台落

地时，负责接待我的当地姑娘都尔多
娜很兴奋地说：“你是我学中文后，第
一个遇到的中国人！”她是当地外语学
院中文系的四年级学生，身穿绿白相
间的国际音乐节接待人员制服，有点像 ,+*+

年上海世博会的“小白菜”。与她交流必须中
英文并用，不过她的上级已经是撒马尔罕市
长助理。

撒马尔罕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市，
从 *&&'年起每两年举办一次国际音乐节，由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利莫夫亲自倡议举办，
今年是第九届，吸引了 ()个国家 )++多位音
乐家以及记者等前往参加，其中有 *+位中国
人。除了我这名唯一的记者之外，还有评委

会主席陈圣来，* 位来自台湾
的音乐节顾问郭小姐，以及 '

位来自中国歌剧舞剧院民乐团
的成员。我们 *+人，就成了撒
马尔罕人民 ,年才能看到一次

的中国人。
当我走进新闻中心的时候，得到了新闻官

的诚挚欢迎，他用乌兹别克语对中国记者前来
采访表示莫大的欢迎。主办方竟然还准备了中
文版的音乐节概况介绍———就是看得懂单词，

看不懂句子。反复看了两遍后，我决定向给我
中文版的男生索要英文版。他迟疑地问我：“中
文的，看不懂吗？”我点点头。于是，这位中文系
研究生答：“这是我翻译的，能帮我改改吗？”于
是，我一口气帮他改了三篇稿子，从音乐节概
况、音乐论坛简介到日程……

)++ 多位音乐家对中国民族音乐的了
解，胜过了普通外国人。当我用英语向他们
介绍民乐团的 '位演奏家是演奏“中国传统
乐器”时，他们都会进一步追究：“哪一样传统
乐器，名字是？”“二胡、琵琶……”中文和英
文发音并无太大区别，音乐家们却依然熟悉。
甚至有一位印度尼西亚指挥家弗兰卡表示，
“我不会把二胡用在我的世界民族音乐交响
乐团中，因为它的中国个性太鲜明了……”这
位把二胡比喻成巴尔扎克雕像的那双手的弗

兰卡，曾是谭盾的大学同学，在印度尼西亚是
三个音乐节的创始人，也是音乐节的评委之
一。
虽然音乐节也是一场全球民族音乐的比

赛，但是每晚在宾馆大堂里由音乐家自发举
行的音乐盛会，才是精髓。二胡、琵琶
甚至扬琴———其实都是在丝绸之路
上从中亚一带来到中国的。据对乌兹
别克斯坦一带很有了解的台湾郭小
姐透露，当年与杨贵妃关系不错的安
禄山，就是“当地人”，他俩是胡旋舞

最佳男女舞者的代表人物。在撒马尔罕的艺
术博物馆里甚至还能看到一架扬琴。更不用
说全球互通的打击乐了。因此，无论是埃及、
伊朗还是土耳其等国的音乐家，都能拿乐器
与中国音乐家互动。你方不用唱罢，我方就
能登场，即兴互动，造就了每晚凌晨 *点还掌
声雷动的“轰（动）趴”。
此外，还会有长得像印度电影《流浪者之

歌》里拉兹一样的塔吉克斯坦鼓手，跑来热忱
地表示他热爱“孔夫子”———是，用中文说的
“孔夫子”———因为他读了波斯文的《论语》！
当我想把这些世界大同的奇妙故事发微信
时，发现当地最给力的无线网络是“-./中
兴”。用着中兴手机的都尔多娜告诉我，她的
中文名字是“中华”！

元稹之薄
米 舒

! ! ! !中唐诗人元稹，字
微之，洛阳人。他自幼丧
父，其母郑氏亲授诗书。
元稹少时聪颖，*(岁以
明两经擢第，,*岁初仕
河中府，,(岁与白居易同科及第，受秘书
省校书郎。元稹才气横溢，,0岁列才识兼
茂明于体用科第一名；元和初年，应制策
又名列第一。他不仅仕途春风得意，还获
得一位佳人芳心。当时任太子太保三品大
员韦夏卿的小女儿韦丛看上了元稹，下嫁
给一位校书郎。此时的元稹刚直不阿，与
白居易结为知交，后来两人同为
唐代新乐府运动的创始人。

元稹不久升任为监察御史，
美貌的妻子韦丛任劳任怨，几年
中为他生了 (个儿女。可不久元
稹的命运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恩爱可人
的妻子韦丛因病去世，(个孩子也相继夭
折。其次元稹因直言抨击宦官权贵，被贬
江陵。元稹因贤妻去世写了几首有名的
悼亡诗。如“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
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
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又
如“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这
两首诗皆为千古悼亡诗之佳作。可惜，元
才子在吟诗那年便在江陵纳了妾，那位
小妾是元稹好友李景俭的表妹安仙嫔。
安仙嫔给元稹生了一个孩子，三年

后又病逝。元稹经历了早年丧父、中年两
次丧妻又丧儿女的遭遇。他离开江陵，出
任通州司马，得到昔日名相权德兴的关
照，在权府，涪州刺史裴郧的女儿裴淑与
元稹一见钟情，两人结为伉俪。
元稹在仕途屡遭打击后，转与宦官

妥协，逢迎太监崔潭峻，由其援引，元稹
从祠都郎中、中书舍人做到宰相，后又受
另一宦官排挤，贬为同州刺史。元稹一生

在仕途上无多大政绩，
从早期反宦官到后来
与宦官同流合污，后人
有所指责。

在文学上，元稹受
王建、张籍影响，与白居易发起的新乐府
运动在中国诗歌史上确有贡献，他还是
“次韵相酬”的创始者，他写的《连昌宫
词》也与白居易的《长恨歌》并称。元稹还
首创古文制诰，自编诗集、文集多种，其
五言小诗《行宫》亦为千古绝唱，其诗曰：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

闲坐说玄宗。”
元稹除吟诗，还创作了《莺

莺传》（由元人王实甫改编为《西
厢记》），关于元稹是否是“始乱
终弃”的张生，历来说法不一。

“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这是
鲁迅的说法。综观元稹一生，元才子多情
而艳遇不断。他除拥有韦丛、裴淑、安仙
嫔两妻一妾外，还与女诗人薛涛、女艺人
刘采春等女子有过交往。
薛涛是中唐有名的女诗人。元稹 1*

岁出差去蜀中，与 ),岁的薛涛相会。薛
涛是见过世面的女子，但当她读到元稹
写的诗：“风花日将老，佳期犹渺渺。不结
同心人，空结同心草。”不由为之心动。元
稹与薛涛日日相伴在绵江畔，四十初度
的薛涛仿佛回到了青春年华，后来元稹
离开蜀中，两人还相约“勿忘我。”当时元
稹的妻子韦丛尚未去世。
后来，越州刺史元稹遇见了江南歌

手刘采春，刘的美貌与歌喉，让元才子欣
喜若狂，他疯狂爱上了这位江南美妇。他
给了刘采春丈夫一笔钱，将刘纳为小妾。
他们一起度过了 '年光阴，元稹后来不
太喜欢刘采春了，也不那么宠她了。郁郁
寡欢的刘采春以跳河的形式结束了自己
年轻的生命。这恐怕也是后人指责元稹
薄幸的另一个依据罢。

艺
术
歌
曲
中
的
音
乐
和
诗

盛

韵

! ! ! ! 勋伯格曾经
说过，他听了几十
年舒伯特的艺术
歌曲，爱得要命，
却从来不知道歌
词什么内容。那
么，艺术歌曲是歌
词和音乐的融合
吗？还是歌词不如
音乐重要？音乐转
移了词语的重要
性吗？有人说糟糕
的诗歌最适合谱
成艺术歌曲，这种
说法有道理吗？

菲利普·米勒
曾系统讨论过这些
永恒的问题。就艺
术歌曲的定义而
言，它的确是词语
和音乐的融合。但
是许多权威认为，
优美的诗歌自身包含了音
乐性的韵律节奏，如果再
为它谱上音乐，完全是多
此一举。比如雅克·巴尔赞
就说过：“最好的艺术歌曲
或歌剧中的歌词或台本相
对于音乐来说处于次要地
位，这是通则。伟大的诗歌
是自足的，不需要用另一
种艺术来补充。伟大的音
乐也是自足的，硬要把它
与伟大的文学搭配在一
起，结果肯定不会讨喜。”
的确，伟大诗歌所具

有的智性深度以及象征性
很难在歌曲中得到体现，
因为歌曲从根本上说是一
种抒情的艺术形式。但万
事皆有特例。歌德无疑是
伟大的诗人，舒伯特将他

的 (* 首诗歌谱成
了艺术歌曲，其中
包括《纺车旁的格
丽卿》、《缪斯之
子》、《野玫瑰》、
《无休止的爱》等
杰作。雨果·沃尔
夫对诗歌品位极
高，他也在歌德、
梅里克、艾兴多夫
等人的诗作中寻
找艺术歌曲的灵
感；福雷和德彪西
的歌曲中大量采
用波德莱尔和魏
尔伦的诗作。许多
精彩绝伦的艺术
歌曲都是伟大诗
歌和伟大音乐的
完美结合。

不过伟大的
诗歌未必能成就

伟大的歌曲，但优秀的作
曲家的确能化腐朽为神
奇，让不那么伟大的诗歌
得到不朽。比如舒曼的
《女人的爱情和生活》就是
音乐天才对糟糕诗歌的胜
利。是音乐，并且只是音
乐，决定了一首歌曲是否
能够存世。无论沃尔夫的
文学品位多么高，如果不
是他无与伦比的抒情感和
旋律感，他的音乐不可能
青史留名。
说到底，音乐的客观

属性之一，是它无法描述。
它可以表达情绪，但无法
描述具体细节。一代又一
代的心理学家不停实验，
让听众听一些所谓的具象
音乐，比如德彪西的《大

海》等等。一千个听众脑海
中会有一千种形象，当然
前提是他们不熟悉这些音
乐。所以说音乐是一种抽
象的艺术。

如果有人听了一段音
乐，说“哇！作曲家描述的
森林多么美妙！”或是湖
泊，或是一朵花，一片海，
这并不代表他真的听懂了
音乐，只是事后诸葛而已。
举个例子，舒伯特的《纺车
旁的格丽卿》取自歌德的
长诗《浮士德》，格丽卿坐
在纺车边沉思她对浮士德
的爱。“我的宁静不再，我
的心情沉重……”舒伯特
为这句诗配上的音乐是一
串回旋起伏的旋律，很明

显是在模仿纺车。听过这一
段的人都会赞叹：伴奏多么
恰如其分！真是天作之合！
不过转念一想，这回

旋的音乐也完全可以配一
首写大海的诗，海浪来回
拍击海岸，潮涨潮落之类。
听众一样会觉得恰如其
分，只是他们脑海中会想
象海浪，而不是纺车。
这里需要考虑两种截

然相反的情境。有些人只
对音乐的纯粹音响元素感
兴趣，他们更倾向于忽略
其他元素。比如歌剧迷里
有一类人从不关心舞台表
演，只听音乐发展、主题结
构等等；还有一类人更关
注声乐的文学性，会追求
音乐和文学的完美结合。
作曲家也一样。有些

作曲家比如沃尔夫非常看
重文学价值，而另一些比
如斯特拉文斯基则倾向于
让音乐考量统驭全局，如
果音乐的旋律线与诗行发
生冲突时，必然是诗歌让

步而非音乐。
即便精通诗律的作曲

家如本杰明·布里顿，也时
常让音乐来决定词语的重
音，而不是让词语本身决
定。在他的旷世杰作《战争
安魂曲》中，有许多音乐重
音落在了词的弱读部分，
这说明他先写了音乐线，
然后用词语来勉力填充。
《战争安魂曲》以及其他所
有音诗结合的艺术歌曲和
歌剧，它们的不朽或湮没
不是由诗律决定，而是由
音乐天分的高低来决定。

神奇斑点湖 黄晨星

! ! ! !斑点湖位于加拿大西部奥
索尤斯地区，远远望去，湖里
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圆圈，圆圈
又像密密麻麻的斑点，像长颈
鹿身上的图案，像老海龟背上的龟
纹。斑点湖湖水泛着白沫，显得十
分浑浊，湖水深浅不一，白色的塘
泥把整个湖分成一个个圆圈水塘。

看上去就像漂浮在湖面上的岛屿。
“小岛”面积最大的有篮球场

一般大，最小的只有几平方米而
已。各个水塘颜色均异，有的灰

白、有的深绿、有的浅黄、
有的湛蓝、有的青黄相间、
有的黄绿夹杂，只有 !3& 月
才能看到这些斑点。这里湖

水呈现不同颜色，因为它包含了世
界上最高浓度的矿物质、硫酸镁、
硫酸钠、硫酸盐，它们是治疗病痛
和疾病的好药物。

心灵的微光
安 谅

明人明言微语录 ! ! ! !心灵的微光，是
希望之光，生命和灵
魂之光，它的存在，让
黑夜里的心房，也多
了一抹光亮。

一片心灵的微
光，如同一片心地的善良。它既给了自已一缕芬芳，也
给了别人温暖的阳光。
心灵的微光，也是高尚和智慧的莹莹闪烁，它让

暗淡的心穹，高远澄澈，五光十色。
即便再平凡的人，也会有心灵的微光。只有发现

并充分弘扬这缕微光的人，才从平凡中脱颖而出。
呵护好心灵的这片微光，它具有黄金一般的质

地，拨开尘土，终见辉
煌4

你心中的微光，是普
罗米修斯的眷顾。它拯救
的是一颗灵魂，更是拯救
了整个世界4

给自己心灵的微光，
注入更多的持续的能量，
微光常在，天地不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