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光在心的早晨
徐长顺

! ! ! !人有时很懒，醒
了，却不想起来，我
似乎有了这一个坏习
惯。好在早晨上班，我
总早早醒来、慢慢起
来，完全来得及，不会让我迟到。
躺着，会想今天有何重要的事必须

完成，想能见到谁，想见谁，想一天我应
该快乐。许多时的不快乐，都是别人惹
的。如果心里有阳光，如果想着阳光，心
与阳光的交融，闭上眼睛，就能想到今天
我是快乐的。
如果阳光是一个人，我会好好珍惜。
在一个雨天，腰好酸痛，早晨很不想

起来，心里忧伤：人生如梦，活着为了

什么，所有的不阳
光的想法全从脑海里
蹦了出来。

这时，接到一个
电话，突然就觉得我

并不孤独。朋友似乎懂我，知道我现在的
状态。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能在心的，是一句朋友的问候。心情不好
的、下着雨的早晨，享受源于朋友的温
馨，多么的惬意。

那一个雨天的早晨，
阳光在心的早晨，展开满
山枝叶的树在眼前，一轮
太阳，暖着心，我出发，去
登上想去的山。

音乐与数学
!"#$%!& '&!()!克雷索"若西克#文 姜小龙 译

! ! ! !乐器有几
万年历史。考
古学家在德国
尼安德河谷发
现骨头做成笛
子的碎片。早期乐器显示出人类制作音
高的技能，某个声音主要特征是它具有
单一频率。古代笛子指洞表明史前乐师
懂得一些音阶概念。
音乐也是最接近数学的艺术。古希

腊毕达哥拉斯教派曾经研究乐器中的数
学。传说中的毕达哥拉斯听到铁匠打铁
声音时，注意到有些击打声音组
合悦耳动听。当他仔细观察铁锤
时，他发现一个重 !"磅，另外
一个重 #磅。第一个正好是第二
个的两倍。
毕达哥拉斯发现合谐基本原理。大

多数西方乐器通过使空气每秒钟振动若
干次产生声音。当两个乐器同时演奏使
空气振动频率以简单 !$"或 %$"比例时，
我们听到愉悦声音组合。吸引毕达哥拉
斯的注意力的铁匠打铁的合音中，# 磅
铁锤产生振动正好是 !"磅铁锤振动的
两倍。这种二对一音符关系被称之为一
个八度音，它存在于几乎所有人类音乐
之中。
但是在过去的一千年里，如何将毕达

哥拉斯观察应
用到设计乐器
上，即使是最
聪明的人也认
为它是一个难

题。应该怎样给钢琴调音，或者组装乐器，
使它们与其他乐器合声优美动听呢？
发现和声音律的同时，毕达哥拉斯

也意识到这是乐器设计的主要问题。西
方音乐可以从一个频率开始，然后乘以 %$

"，再乘 %$"，以此类推。这就产生一系列
音符，不同八度音，被称之为五度循环。

西方半音阶音符可以以这种方式
获得，但是问题是如果只是用 %$

"乘以一个频率，我们不可能得
到这些频率相差正好是八度音。
几百种不同调音方法用于解

决这个问题。巴赫写下十二平均律曲集，
证明了微调调音法的优点。有些过去的
调音音乐非常好听，另外一些曲调却听
上去跑调。今天音乐都采用平均律，这是
一个折中方法，使所有音符听上去一样
好听，或者说同样背离调音，这要看你从
哪个角度看问题。
下次当你用冷静理性的数学思考问

题时，也要记住正是数学为小提琴、钢琴
和歌曲奠定了基础。数学的美妙之处是，
它帮助我们创作的音乐闪闪发光。

发现

读书七章
郁钧剑

!五"

很小的时候，我的课外作业就是父母要求我读《三
字经》《朱子治家格言》《增广贤文》等。于是我很小就记
住了“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人无千日好，花无百
日红”等古训。我还记住了父母对我读书的教诲是要
“学以致用”。因此，前
一句话曾激励我努力
奋斗，从桂林考上了总
政歌舞团。而后一句话
则让我在不惑之年就
毅然决然地退出了“一线舞台”，创办了连续十来年的
“百花迎春·中国文学艺术界春节大联欢”。

!六"

现在我终于实现了少年的愿景，也有了四十多个
书柜的书房，满满当当地装着近万册几十年来我积攒
的“最爱”。其中三分之一我读过；三分之一我翻过；三
分之一留作退休后的享受。
我不奢望我的孩子也爱读书，但我觉得让他从小

沉浸在书海里，至少他会知道书是父亲的最爱，他不会
轻视书。
“读好书、交好友、喝好酒”，我以为人生有此“三

乐”足矣。
!七"

四月十六号是我五十九岁生日，仅以一首《沁园
春·乙未生日》作为此文的结束。
“旭日盈门，翠叶拥窗，如此好天 & 笑耳顺寿诞，

说来就到，人生似梦，至理名言。陌野寻花，江湖载酒，
壮志何曾负少年？收成有，攒几垛砖瓦，几垧林园。休咽
过眼云烟。此辈子，艰辛苦恋间。又丹青笔墨，歌坛文
案，尚能茶饭，不惧俗嫌。守住知足，消残希望，滋味千
般只剩甜。珍惜过，做清心和尚，无事神仙。”!完"

梦开始的地方
王之炅

! ! ! !本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
开幕式前，这些年来对舞台早已
不再陌生的我，心中竟忽现些许
忐忑。这样的心情，源于一份崇
敬，更出于一份感恩。

也许是一份缘，还是在刚考
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小随俞丽拿
教授学习时，年幼的我就听说了
“上海之春”的名字。俞老师在她
的学生时代在“上海市音乐舞蹈
展演月”（即“上海之春”的前身）
中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盛
况，到这部家喻户晓的优秀作品
在“上海之春”恢复后首届演出中
重现舞台，这些故事在我的记忆
中从未褪色，始终是那般清晰。老
师也曾告诉我，就是在第四届“上
海之春”中，举办了建国以来首次
全国性的小提琴比赛，而那次比
赛的第一名正是日后成为小提琴
教育大家、受人尊敬的郑石生教
授。俞老师对“上海之春”这份不

寻常的情感，也使我在内心对这
一舞台生出无限向往。

老师的悉心指点，让我在上
音附中学习阶段先后获得多个
国内外比赛的奖项，更令我高兴
的是，此时作为一位成长中的新
人，我在“上海之春”的舞台演奏
的理想也变
为现实。即
使之后的这
些年间常有
机会在世界
各地的音乐厅演奏，也参加了不
少著名的音乐节，但与老师一
样，在我心里始终对“上海之春”
有着一份特殊的情结，只因这是
我音乐梦想开始的地方。

现在想来，我与后来赴德国
深造时的导师科利亚·巴列夏教
授亦相识于“上海之春”。"''(年
的音乐节中，曾在阿巴多执掌柏
林爱乐期间任乐团首席的巴列

夏先生率香港管弦乐团前来。那
场音乐会中，他那严谨清晰的逻
辑，以及变化丰富的音乐表达方
式，都给我以很大的启迪。尤其
在下半场他同时担纲小提琴独
奏与指挥，带来对贝多芬《) 大
调小提琴协奏曲》的完美诠释，

更留给我难
以磨灭的印
象。不久后，
因为这份源
自舞台的震

撼，我慕名报考了他当时执教的
汉堡音乐与戏剧学院，如愿在他
的门下学习，后又随老师转学去
了柏林，并担任他的助教，而这
一切都始于“上海之春”。
“上海之春”一直以来坚持

力推新作的宗旨，又与两位恩师
对于新作品的热忱和对我的引
导不谋而合。在俞丽拿教授多年
前以自己名字建立的小提琴艺

术基金中，促进小提琴作品创作
便是主旨之一，基金曾以汇展演
出的形式以期征集到更多兼具
各方面特质的新作品。巴列夏教
授对于当代音乐的探索与实践
也从不曾间断，他不仅在自己的
演奏曲目中不断加入优秀的新
作，也总是提醒我切莫忽视同时
代的音乐作品。这些无不让我意
识到演奏者对于当代音乐传播
与推广的责无旁贷。

在即将全球发行的我为德国
一家唱片公司录制的新专辑中，
就演奏了多首既具备丰富表现
力，又有较高欣赏价值的近现代
作品。期待不久的将来再能将这
些作品带回上海，也将更多从“上
海之春”中涌现出的优秀新作传

向世界。
合唱就是

讲合作精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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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乐享上海之春

一种花
宜 人

! ! ! !南京博物院藏
郑板桥《甘谷菊泉
图》，深谷花开，山泉
有声，一行题跋云：
“南阳甘谷家家菊，

万古延年一种花。”板桥爱菊，曾写咏菊诗数首，云：“进
又无能退又难，宦途踞蹐不堪看。吾家颇有东篱菊*归
去秋风耐岁寒。”又云：“松柏缝个破瓦盆，提笔无心画
有心。想因会得渊明性*烂熳黄花著一墩。”还云：“南
阳菊水多耆旧，此是延年一种花。八十老人勤采啜*定
教霜鬓变成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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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架百年历史源自于瑞典皇室的斯
坦威钢琴、数百件法国波旁王朝的银器
和翡翠琉璃、几十盏英国维多利亚时期
的灯具、数幅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油
画，外加几十只流浪猫和狗，这一切的主
人都是一个人，她叫吴佳。

很多年以后，再见吴佳，感觉依旧，
一如当年我镜头里的那位倾城佳人：二
十五年始终的模特体态，高挑、骨感、冷傲，
一张洋气的 +,-./, 0,1.上闪动着如法
兰西玫瑰苏菲·玛索般的灵动双眸……
这是 "'!2年春天的一个午后，与吴佳分
别多年后的相聚。温暖的艳阳里，春色弥
漫，佳人归来。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名
模，吴佳曾经是那样的辉煌和闪耀。
她酷爱音乐，爱好摄影，还擅长时装

设计。在那个刚刚走出蛮荒的年代里，吴佳几乎成了时
尚的代名词。尤其是 !34"年至 !343年，当时中国几乎
所有的时尚、服装和人物类杂志，都在争相邀约吴佳成
为“封面女郎”。特别是 !344年 !月，著名的法国时尚
杂志 5665中文版创刊，吴佳成为创刊号上的首位名
模。这是 5665自创办以来，首次聘请中国名模拍摄杂
志大片，为此上海电视台还专门为吴佳拍摄了一部题
为《名模吴佳》的纪录片。
昔日名模，如今已变身为西洋古董藏家。
日前在上海开张的“吴佳西洋古董珍宝馆”，便展

示了吴佳悉心收藏的珍贵藏品，这家目前上海独具特
色的珍宝馆，被人们誉为世界古典艺术的窗口。

!33#年以后，吴佳渐渐淡出时尚
圈，只身去了澳大利亚。由于对美和艺
术的坚持，她迷上了西洋古董。世界
五大洲的著名拍卖行，在悉尼、伦
敦、巴黎、纽约和上海等地，都留下

了吴佳流连忘返的寻宝身影。吴佳自幼喜欢钢琴，于
是古董钢琴便成了她的收藏最爱，她的第一架斯坦威
古董琴便是她在英国拍得的。当时她志在必得，只几
个回合她便把这架百年名琴收入囊中。吴佳藏有的另
一架斯坦威古典钢琴也极富传奇，它是一百年前瑞典
王子的生日礼物。这架名琴是吴佳去年在纽约的一位
资深藏家手中觅得的。
除了这些古典艺术品，吴佳竟还“收藏”猫和狗。
"''7年秋日的一天，吴佳走在回家的路上，一只

流浪猫目不转睛地跟着吴佳。有人在一旁说：“阿姐，带
伊回去吧，伊老可怜的……”就这样，吴佳又多了另一
种名叫流浪猫和狗的“藏品”。
吴佳几乎是用对美的追求和用心，在收养着流浪

猫和流浪狗。小区里的旮旯，马路边的角落，于吴佳而
言，便是她心中的另一个索斯比和佳士得。十多年来，
许多已经奄奄一息的小狗小猫在吴佳的怀里起死回
生。如今，吴佳的家中生活着三十五只流浪猫和八条流
浪狗。这些原本老弱病残的猫狗们，在吴佳的悉心照料
下一个个都健康成长起来，“流浪汉”变成了人见人爱
的宠物。
随着越来越多的猫狗入住，吴佳原来住的公寓房

不够用了，于是，她便将巿区的公寓换成了郊区的别
墅。有人问吴佳，你这是何苦呢？吴佳说，尽我所能，拯
救生命。
在斯坦威钢琴奏出的肖邦夜曲中，流浪猫们静静

地竖着耳朵，而流浪狗们则摇摆着尾巴……吴佳说，古
董钢琴年岁已久，每个月要校音一次，而这一刻，便是
这些猫和狗的快乐时光。我想，这难道不也是吴佳最欢
愉的时刻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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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建顺专程送来了他与
蒋频合著的《洪丕谟艺术
论》书稿。丕谟自 "''2年
辞世，至今已 3年多，这厚
厚的 #'万字的论著，真可
算得上是部研究丕
谟的呕心沥血、十
年磨一剑的大作。
既然是部评论

丕谟的专著，就在
这里说上几句与丕
谟的评论有些关联
的话。

丕谟涉及的领
域很广：书画、诗词、
中医、养生、命理、风
水、儒学、释学、道
学，法律的古籍整
理，此外还创作了
大量的随笔散文，
由此曾有人把他称
之为杂家。从历史
人物评价的角度看，这样
的归类显然流于肤浅。中
国有句老话，叫做“时势造
英雄”。这句话简洁明了地
道出了时代背景对人物活
动的深刻影响。

仔细看丕谟涉及的领
域，不难发现，它们基本都
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范畴。
丕谟的创作始于上个世纪
的 4'年代初，其后近 "'

年是他作品喷涌而
出的高峰期。那时，
“文革”劫后，一片萧
条，在传统文化领
域，更是残枝败叶，
满目疮痍。其实，传
统文化的萧条又何
止始于“文革”。近
代中国，随着国门
被打开，西学东渐，
科举废止，尤其经
过“五四”运动“打
倒孔家店”……只
是到了“文革”，传
统文化才真正遭到
灭顶之灾，几乎被
赶尽杀绝。

“文革”结束，中华复
兴，改革开放，迎来了百废
待举的大好时机，我看丕
谟的历史功绩，正是出于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
敏锐地抓住了有利机遇，
竭尽其广博的才识，以时
不我待的勇猛精进精神，
在一片荒芜的传统文化的
园囿里，辛勤耕耘、广为播
种，为历经坎坷的传统文
化的复苏、传播做出了不
可忽略的贡献。历数他撰
注并出版的 《东方圣
经——新编白话论语》《南
华真经———新编白话庄
子》《新编白话禅宗妙语》
《禅趣人生》《佛道修性养
生术》《古典书法理论》《中
国算命术》《中国风水研
究》《禅诗百说》《唐诗与人
生》等数十本著作，足以令
人在“国学”颇为盛行的今
天，毫不夸张地说，丕谟是
中国改革开放这一特定的
历史阶段，宏扬传统文化
的先行者、拓荒者。
此外，在对老祖宗留

下的传统文化如何传承的
问题上，丕谟的态度也是

值得嘉许的。他曾经说自
己：亦儒、亦释、亦道；非
儒、非释、非道。其实这也
是他对待传统文化的态
度：不全盘照搬照抄，扬其
精华，弃其糟粕。印象深刻
的比如，他对待中国古代术
数文化———算命术的态度。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学术
现象，算命术自有它
存在的土壤和研究
的价值，与其用行政
的手段将其封杀，还
不如想法弄个水落
石出，还其本来面目，所以
他冲破阻力，出版了石破天
惊的《中国古代算命术》。
除了大力宏扬传统文

化，丕谟在书画、文学方面
的造诣也极其深厚，尤其

是他的书法艺术，或许已
经达到了他生活的这个时
代文人书法的巅峰。

本书的作者丁建顺和
蒋频都是丕谟的大
弟子、高足，在各自
的领域都已取得相
当的成就。作为学
生，他们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近距离地接触
先生，与先生有过频繁交
流，掌握第一手资料……
希望大家欣赏这本专著。

写在$洪丕谟艺术论%

前面的话!节选#

网络年代!!系列"现代油画" 严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