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挥界 “金童” 瓦西里·彼得连科。 （主办方供图）

■本报记者 许旸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指挥界“金童”瓦西里·彼得连科来沪
携伦敦爱乐带来两场可听性极强的音乐会

本报讯 （记者姜方）被誉为指挥界

“金童” 的俄罗斯指挥家瓦西里·彼得连

科， 昨起连续两天携手伦敦爱乐乐团和

大提琴家安德烈亚斯·布兰泰利德，在上

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为听众献演两场可听

性极强的音乐会。瓦西里·彼得连科以诠

释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和浪漫主义音乐

而闻名世界，至今散发着“金童”的魅力。
在当今古典乐坛， 有两个正当红的

彼得连科： 一个是 45 岁的基里尔·彼得

连科， 现任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音乐总

监， 并将成为下一任柏林爱乐乐团音乐

总监； 另一个就是 41 岁的瓦西里·彼得

连科， 现任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和奥斯

陆爱乐乐团首席指挥。 瓦西里·彼得连

科曾受过杨松斯和特米尔卡诺夫等指挥

大师的点拨， 并在 2007 年被 《留声机》
杂志音乐大奖评为 “年度艺术新秀 ”，

更于 2017 年获得该杂志颁发的 “年度

艺术家” 大奖。 他自 29 岁成为皇家利

物浦爱乐常任指挥至今， 振兴了该乐团

在英国乃至欧洲古典乐坛的地位。
此次瓦西里·彼得连科执棒的伦敦

爱乐乐团，上演出曲目中，既有英国作曲

家爱德华·埃尔加耳熟能详的大提琴名

作 《e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 》、法国浪漫主

义作曲家柏辽兹最后一部作品 《贝亚特

丽斯与贝内迪克特》，俄罗斯作曲家里姆

斯 基-科 萨 科 夫 根 据 阿 拉 伯 民 间 故 事

《一千零一夜》写成的交响组曲《天方夜

谭》，亦有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刀光

剑影与悲情画面同在的 《罗密欧与朱丽

叶》幻想序曲、高贵优美的《洛可可主题

变奏曲》等。作品横跨两个世纪与多个国

度，体裁和风格丰富多样，将为沪上乐迷

带来两场属于音乐的饕餮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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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电视打开方式：为无名英雄写传，为光辉信仰护航
《风筝》《红蔷薇》热播，引观众回望共产主义战士曾走过的峥嵘岁月

打开东方卫视或北京卫视， 郑耀

先站在延安的旷野中感慨： “小草，
冬去春来 ， 一 岁 一 枯 荣 。 但 我 辈 去

了， 还有下辈。” 转至江苏卫视， 夏

雨竹正在铺开她从千金小姐到优秀共

产党员的人生画卷。信仰的旗帜，在荧

屏上，在千万观众的注视下，交会。
2017 年 12 月， 《风筝》 与 《红

蔷薇》 先后开播。 两剧的主人公郑耀

先和夏雨竹都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情 报 人

员， 前者资深老辣， 信仰是他穿越人

伦沼泽的内心动力， 后者青葱懵懂，
信仰是人生迷雾里那支指引之炬。 收

视榜上， 两部剧、 三大频道占据了各

卫视黄金档的前三位。
两个隐蔽战线的故事火了， 因为

观众从剧中望见了那些投身共产主义

理想的战士如何成为了无名英雄———
无论身在何处何时， 总有最光明的向

往。 而这把火能从岁末燃到年初， 我

们 更 愿 意 将 之 视 为 时 间 的 一 种 暗

示———一个人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信

仰， 它承担着最初的精神热源， 也会

确认最终的精神家园。

直面的那些痛，何尝不
是无名英雄之重

《暗算》 的背景音乐从 《风筝》
里飘来， 那是主创抛给观众的记忆回

旋镖。 与经典一样， 《风筝》 的核心

人物还是自导自演的柳云龙。 但与记

忆中不同， 《暗算》 是通篇追求出人

意表的强情节谍战， 《风筝》 却直驱

人心深处， 意在探讨信仰之重与真实

的人性之痛。
《风筝》 开篇， 潜伏在军统内部

的共产党员曾 墨 怡 在 完 成 任 务 时 被

捕。 一番刑讯逼供无果， 军统将她送

上刑场。 在这位至死不渝的共产党人闭

眼前， 她听到了有人在耳边说 “送你上

路的， 是你的同志”。 说这话的是郑耀

先， 令人闻风丧胆的军统 “六哥”。 每

当他在隐蔽战线上取得些许进展， 如影

随形的就可能是一场撕裂之痛。 他接茬

曾墨怡将情报传递回延安， 转身就得亲

手终结战友的生命； 他刚以此赢得军统

内部的 “信任测试”， 却被共产党游击

队的同志认为是 “双手沾满鲜血的鬼子

六”， 人人想除之后快； 带着军统 “使

命” 赴延安行刺探之实， 天知道在那多

少次午夜梦回的地方， 他得按捺所有真

情……
郑耀先不是没有过崩溃， 在他的上

线陆汉卿、 也是唯一一个知他底牌的人

面前， 他曾撕心裂肺地剖白： “我是人

是鬼？” 一番话既是 《风筝》 一部剧对

人心的冲撞， 又何尝不是真实的历史中

投身革命洪流的无名英雄们的痛： 忍看

朋辈成新鬼， 笑对发妻是陌路， 抵达光

明的彼岸前， 与一往无前一路同行的，

必然有难有痛有决然。
以真实人性 与 观 众 对 话 ， 这 也 是

《红蔷薇》 的选择。 该剧艺术总监郑晓

龙还原了创作起源： “想讲述一个人有

价值的一生。” 投射在剧中， 这个 “人”
是一对异姓姊妹花， 而 “有价值” 即在

于信仰 。 郑晓龙说 ， 信仰并非 毫 无 来

由 ， 一个人的教育 、 学养 、 生活 环 境

等 ， 一 切 人 生 经 历 都 可 能 是 根 是 源 ，
“就像剧中曾亲密无间的夏雨竹和顾霜

菊， 为何背道而驰， 一个走向光明， 一

个堕入深渊， 人的经历是我们最想展现的

信仰之基”。

拉宽叙事的时间， 聆听岁
月深处的誓言无声

《红蔷薇》之所以取其名，夏雨竹的代

号是“蔷薇”；贯穿全剧的重要信物、她的发

卡上有朵红蔷薇；真实世界里，蔷薇原产自

中国，哪怕在恶劣的环境、瘠薄的土地里，
都能兀自生长———谍战题材能在所有国产

剧类型里独立成章并常拍常火， 因为

名为“信仰”的力量，总能在暗世界里

顶破土壤，待春天发芽生长。
《风筝》的取名也有明暗两层，郑

耀先是代号“风筝”的共产党员；他与

党之间的关联只是风筝下那细细的一

条线———这部剧能在谍战题材里独树

一帜，因为它拉宽了叙事的时间，带人

聆听到了岁月深处的无声誓言。
严格意义上说， 《风筝》 是谍战

与反特题材的综合体。 于剧中人郑耀

先来说 ， 1949 年之前 ， 孤身战斗在

敌人心脏里的他， 心头对于光明的向

往 是 他 最 锋 利 而 坚 定 的 精 神 武 器 ；
1949 年之后， 日月换新天的社会里，
他从静默到浮出水面再到重新伪装，
剧集想要表达 的 不 仅 仅 是 那 份 “回

家” 却无法与 “家” 相认的坚忍， 更

回答了这样一个终极拷问———无人约

束、 无人知晓， 人还应不应当、 需不

需要信仰？
从与他单向联系的上级陆汉卿慷

慨就义那刻起，郑耀先这只“风筝”，线
已断了，“挣扎在茫茫险恶的空中，随

时会跌落到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地方”。
但断了线的“风筝”已有一条无线的牵

引， 这牵引依旧在给出方向， 指向家

乡，指向光明与未来。 所以，即使在最

慌乱之时，看似高飞、悠游自在的“风

筝”， 也并未被乌云和风暴所扰。 所

以， 英雄无名亦无悔。
第 29 集， 已更名周志乾的郑耀

先对组织提了此生第一个要求： “我
希望有一天组织上能找到陆汉卿同志

的遗体， 把我跟他安葬在一起， 好尽

同袍之义。” 至于其他的， “我从打

入敌人内部的第一天起就表过态， 此

生隐姓埋名， 烂入泥沙”。
誓言无声， 誓言永恒。 为无名英

雄写传 ， 这是 中 国 电 视 剧 该 有 的 模

样、 该有的价值担当。

从“独上高楼”到“众上高楼”
古体诗创作多了年轻面孔

本报讯 （记者许旸）“从最初数十位

会员到如今近千名会员，加上近 20 个民

间诗社的诗人和诗词爱好者， 创作古体

诗词的队伍中， 涌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

面孔。古诗词在上海的传承发展已从‘独
上高楼’ 演变成 ‘众上高楼’ 的热闹景

象。”日前，走过 30 年的上海诗词学会在

上海作协大厅举行座谈会， 有学者这样

感慨。 最近，上海诗词学会还参与了“开
天辟地———创世神话主题文艺创作教育

普及工程”，并组织抒情诗征稿评优和叙

事诗采风创作等。
“诗词的传承蔚然成风，诗词的创造

也应同步跟上。”有专家指出，在《中国诗

词大会》 等一批探索传统文化节目的带

动下，全社会掀起一股诗词热。用创新形

式弘扬诗词内涵， 以现代方式发扬以改

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成为古体诗

词的当代创作中最为迫切的议题。
近年来，在“中国梦”主题征稿活动、

浦东开发开放 25 周年、 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创

世神话主题创作等方面， 上海诗词学会

会员呈献了一批佳作。 上海作协党组副

书记马文运说， 优秀的中国诗词是当代

中国人充沛的精神底气和文化源泉，当

代诗词创作也同样不能缺位，创作者应

用深入的思考 、潜心的创作 、崭新的成

果 ，在内容 、内涵 、内质上接通古今 ，多

类型 、多层次 、多角度地诠释当代中华

民族的优秀思想观念 、人文架构 、道德

规范和美学精神，真正实现对传统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座谈会上，有诗词爱好者谈到，提升

理论研究、强化社会普及，是上海未来进

一步发扬当代古体诗词的两大任务，尤

其是探索互联网环境下诗词创作交流的

新载体、新特点，探索诗词与其他文艺元

素的跨界融合， 扩大古体诗词的社会影

响力和公众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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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店，是散发暖意的城市书房
思南书局·概念店“快闪”60天谢幕，今年4月将开出全新升级版思南书店

瑟瑟雨夜中，“快闪” 了 60 天的

思南书局·概念店， 在一圈圈伞下读

者不舍的倒计时声中，于昨天傍晚熄

灯谢幕。 这间 30 平方米的迷你型书

店，在过去两个月里以创意之光点亮

了沪上严冬 ，刷屏了朋友圈 ，更 为 城

市文化空间升级注入了书香活力。
告 别 或 许 只 是 下 一 场 重 逢 的 序

幕。令人欣喜的是，思南小广场梧桐树

下的这颗“人文心脏”，拆除后将以另

一种方式继续跃动———同名升级版思

南书局将在原址附近开张， 占地面积

翻数番， 约三四层高， 预计今年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亮相申城。
实体书店在城市生活中具有怎样

的可能性？思南书局·概念店或提供了

典型样本。 在发起人、 作家孙甘露看

来，这家书店既是基于上海书展·上海

国际文学周、 思南读书会等公共阅读

活动的延伸推广，也是深度探索城市

空间的升级再造。 “至少它在整体设

计上的诸多大胆尝试，唤起了公众对

于城市文化空间的重新理解，对文学

阅读的再认识，对日常生活方式的新

体验。 ”

驻店作家与热心读者互为
激发，书店自成“小宇宙”

一位害羞的姑娘特地在思南书局里

买了本帕科·罗卡的绘本《皱纹》送给周

嘉宁， 以感谢作家文字曾带给她的感动

与力量；有位老先生特地从无锡赶来，带
来两大本宣纸册， 里面都是作家张怡微

近几年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剪报； 一群

上海“爷叔”围坐书桌前，与作家唐颖热

烈讨论她书中写到的沪上地标的今昔变

迁……类似书与人的奇妙相逢故事，过

去 60 天在思南书局·概念店密集上演。
可以说， 这正是书店最具吸引力的

环节。 60 位作家在 60 天内接力驻店，李
欧梵、毛尖、王宏图、张新颖、小白、唐颖、
蔡骏等作家学者陆续亮相。 他们穿上定

制的店长围裙， 向读者推荐五本曾在生

命中留下特殊印记的中外好书， 并为书

局留下个性化寄语和礼物。 这种 “作家

驻店” 模式， 为读者提供了比作家见面

会、 讲座等传统形式更为亲切有效的互

动交流氛围，“化学反应”惊人。
比如， 学者汪涌豪当天驻店带来的

伴手礼， 是购自圣彼得堡的蜂鸟摆件。
“这种蜂鸟每秒扇动翅膀 50 次， 向前向

后飞，或者悬停，伸出长喙采蜜。 蜂鸟在

花丛中采蜜，和阅读有些相似。我们在书

丛间停留，找到心仪的书，吸取需要的养

分。”对于书店的价值，他自有一番思考：
一座城市不能仅有高楼大厦， 也需要一

种温柔的、软性的东西。 “概念书店坐落

在城市中心繁华地段，它告诉你，真正的

时尚和奢华是什么，像一根定海神针，加
重了所在街区的分量。 好的实体书店善

于把城市文化内敛的部分点亮， 让光芒

照到每个人身上。 ”

“书店的文化磁场效应，远
大于30平方米促成的交易额”

经过两个月的实践，思南书局·概念

店被视为精致饱满的城市文化 实 验 佳

作， 它打破了人们对书店的一贯固有印

象，兼顾了建筑的创造性与开放性、体现

阅读之美的设计陈设，更为重要的是，概
念店围绕为读者选好书的核心， 摈弃传

统书籍陈列分类方式，选书师将 3000 多

本书分成“构造另一个宇宙”“上海摩登”
“我的文学奖”“创造自然”等品类 ，更好

切中读者的阅读兴趣与习惯。
世纪文景编辑、书店选书师沈宇说：

“我们不在意是否畅销，更在意品种是否

优质。有点类似精选买手店，精选观点

提供给读者。我们期待，读者不光是带

着预期来寻求， 而是抱着与未知邂逅

的好奇。相比时下盛行的网络购书，实
体书店更能予人愉悦的求知体验和惊

喜，促成图书与读者的一段姻缘。 ”
“思南书局所带来的， 远远大于

30 平方米书店促成的交易额。 ”同济

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思南

书局·概念店设计者袁烽坦言，当书变

成一种装饰时， 书的存在就没有意义

了。因此设计书店时，更想创造的是一

种温馨的气氛。 “在这样的空间里，书
不会对你构成压力， 而是会鼓励你触

摸书、 阅读书， 让你感受到书籍的设

计、内容所带来的吸引力。书店更长远

的发展，应该是一种综合氛围和生活

方式的叠加。 而一旦当书成为我们生

活休闲 、改变思维 、调整身心 的 一 部

分的时候，又何必在意它是与咖啡厅

或是花店结合呢？ 书店应该成为日常

生活的一部分，和所有灵动鲜活的生

活细节、体验融合在一起。 ”
诚如闭幕日驻店店长、 作家孙颙

所说，无论城市如何繁荣发达，无论新

技术怎样千变万化， 洋溢着纸香的人

文书店，永远是我们心中最美丽的花。

抵达光明的彼岸前， 与一往无前一路同行的， 必然有难有痛有决然。 图为电视剧 《风

筝》 剧照。
何为 “一个人有价值的一生”？ 有真实的经历， 有信仰的力量， 是

《红蔷薇》 给出的一种答案。 图为该剧剧照。

思 南 小 广 场 梧 桐 树 下

“快 闪 ” 了 60 天 的 思 南 书

局·概 念 店 闭 幕 ， 这 间 30
平 方 米 的 迷 你 型 书 店 ， 在

过 去 两 个 月 里 以 创 意 之 光

点 亮 了 沪 上 严 冬 ， 更 为 城

市 文 化 空 间 升 级 注 入 了 书

香活力。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