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春二月，慈善暖流在安利上海体

验馆涌动。

17日这天，虽晴犹寒，当我赶到“蓝

天下的至爱 · 用音乐去爱”公益活动现

场，顿感暖意融融。由上海市慈善基金

会、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上海美滋润心

视觉艺术研究中心与安利（中国）携手举

办的这一活动，是兔年黄浦江畔最早奏

起的慈善交响之一。来自多个领域、热

心慈善事业的人士早已济济一堂，等待

见证2023年“蓝天下的至爱”乐章开启。

据了解，自2004年元旦开始，每逢

辞旧迎新，安利（中国）都会在全国各地

奏响爱的乐章。近20年来，他们在上

海、杭州、南京等25个城市已举办了99

场新年慈善音乐会，以高雅艺术传播慈

善精神，用音乐抚慰人心。“蓝天下的至

爱——安利之夜 ·新年慈善音乐会”迄今

已吸引观众13万人次，募得善款近千万

元，有25000多名弱势儿童成为项目受

益者，有些孩子因此而改变了命运。因

此，它广受关注，被誉为引领观众重温生

命意义的“心灵奇旅”。而在历年“蓝天

下的至爱”新年慈善音乐会举办前夕，世

界知名乐团的音乐家会和安利志愿者一

起走进上海的儿科病房、盲童学校等，以

音乐互动形式为孩子点燃音乐梦想，这

也坚持了15年，并凝聚成“蓝天下的至

爱 ·用音乐去爱”志愿服务精神内核。

钢琴家倾心音乐疗愈

今年“蓝天下的至爱 ·用音乐去爱”

活动，出现了一位钢琴家身影。

没错儿，他是孔祥东，一位长在上

海、享誉国际的著名钢琴家。

孔祥东与安利（中国）结缘始于2004

年。那年，他受邀为“蓝天下的至爱——

安利之夜 ·新年慈善音乐会”演奏，开启

了安利新年慈善音乐会序章。2021年元

旦之夜，他在上海大剧院带领“闵行区青

少年活动中心学生交响乐团”，为“蓝天

下的至爱——安利之夜 ·新年慈善音乐

会”观众弹奏了多首中外经典名曲。作

为当今国际乐坛最活跃的中国钢琴家之

一，他长期热心公益慈善和志愿服务，不

仅担任中国特殊艺术协会副会长、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还是一位致力

于音乐疗愈的心理健康推广者。他是如

何开展音乐疗愈的呢？

2月17日下午，面对安利上海体验

馆座无虚席的观众，孔祥东并未直接演

奏，而是先站在舞台中央作了一段生趣

盎然的演讲。“音乐是什么？”他从繁体字

“樂”“薬”“療”等结构和演变谈起。他结

合近年频频深入社区、医院、幼儿园、福

利院以及街头以音乐疗愈“连接”不同年

龄和职业的现场观众的亲历，提出“音乐

的本质是爱，学音乐是学习情感”等观

点。他分享了自己的感悟：音乐是心灵

的创可贴，人们通过与音乐对话，可以舒

缓情绪，疗愈心情。他的音乐疗愈，引起

全场共鸣和共情。此番交流后，他坐在

钢琴前，为“用音乐去爱”活动即兴创作

了如光如水的旋律。他邀请4位志愿者

与他互动，根据志愿者摁出的不同音符，

即兴创作乐曲。

有位志愿者听后激动不已，说：头一

次领略孔老师即兴创作，从优美旋律中

直觉作品中充盈着无私的大爱。还有观

众希望主办方能根据现场录音，尽快整

理出钢琴家即兴创作的这一曲子，以便

日后再度回味。其实，孔祥东是一位才

思泉涌的创作型钢琴家，他的创作可以

在书斋和琴房里，也可以在与观众交流

的活动现场。孔祥东在现场表示：我所

到之处都是“音乐厅”，我可以用双手以

及心灵的笔墨，弹奏并记录彼时彼刻的

心情和感悟。

962525全力保障
市民心理健康

“962525上海市心理热线”，是专注

于心理援助的服务咨询电话。自2021

年 9月正式开通以来，电话那一端的

“无名”志愿者们倾心服务，付出了辛勤

努力。

众所周知，精神疾患日益普遍，其

中不少人羞于启齿，默默忍受，以致病

情和压力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纾解，

有的甚至跌入精神悬崖。24小时在

线的962525创设，使得一批具有专业知

识的医疗界爱心人士聚集，他们在线下

分析讨论各种精神疾患，在线上则通过

饱含暖意的“声音”，陪伴迷失者走出心

理迷宫，帮助他们重回健康轨道。为了

弘扬962525志愿者的奉献精神，向他们

表示敬意和感激，“用音乐去爱”主办单

位向到场的志愿者赠送了将于2月25

日上海大剧院举办的“蓝天下的至爱

——安利之夜慈善音乐会”门票和慰

问礼物。

据了解，“962525上海市心理热线”

几乎每天都此起彼伏，应接不暇。当不

胜心理负荷的人们怀着迷茫和失落拨

通962525，接线的志愿者们总给予亲切

问候，并耐心地倾听，细声地安抚，给

焦虑紧张、备受折磨者以深厚关怀，他

们还努力挽救濒临崩溃的每一条鲜活

生命。2月17日下午，以“声音”慰藉疾

患的天使代表应邀“现身”于活动现场，

介绍了他们为7万多个不曾谋面的市民

作一对一电话服务的真切感受。守候

在话机前的“小姐姐”“小哥哥”尽管自

己也遭受种种压力，但一接电话便忘掉

自身的烦忧，以足够的耐心和深厚的

关爱，为另一端陌生朋友奉上温暖的

力量。

“上海是一座有温度的城市。我们

理应竭诚尽力，为其增添一份温暖。”上

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医生、危机干

预办公室主任金金如此表示。

安利（中国）矢志
不移的坚持

安利（中国）自2014年起与上海市

慈善基金会携手合作，开展了包含“蓝天

下的至爱 ·新年慈善音乐会”在内的多项

慈善公益项目活动。企业社会责任，像

DNA流淌在他们企业文化的血液里。他

们对于举办慈善公益活动，数年如一日，

可谓“执著”和“矢志不移”。

据安利（中国）华东及西南区副总裁

聂世永介绍：安利（中国）是一家以可持

续发展为己任、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绿

色企业。他们热心公益慈善，是内在需

要，也是责任使然。在每个新年慈善音

乐会举办前夕开展“用音乐去爱”志愿服

务，这项目已持续了十多年，共有200多

名“安利人”参与，受助病患和残障儿童

达300余人次。聂世永表示，正是靠着

水滴石穿般的坚持和坚守，“用音乐去

爱”项目荣获共青团中央所颁第二届中

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银奖。而项目所凝

聚的精神和情怀，也不断反哺到企业文

化建设和事业发展中。

“每年元旦之夜，‘蓝天下的至爱

——安利之夜 ·新年慈善音乐会’都带给

观众一场视听和心灵的盛宴。而‘蓝天

下的至爱’系列活动中有这么一项用音

乐去传递爱的活动非常可贵，我们希望

用更多方式去传播爱，让更多的受众群

体去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暖。”上海市慈

善基金会副理事长张华在17日活动致

辞中表示，“15年前，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和安利公司共同发起了‘用音乐去爱’公

益项目，通过音乐表达比语言、文字更丰

富的感情，是一项用爱心去温暖他人的

志愿服务项目，也体现了这座城市真正

的软实力。”

虽然，因疫情影响，今年的新年慈善

音乐会被推迟到了2月25日，但冬已尽

春可期，这场“用音乐去爱”的活动再一

次告诉我们：爱，永远不会缺席！

（本版图片由安利中国提供）

慈善浇灌，音乐抚慰，爱的旋律温暖一座城市
安利（中国）坚持十余年的“用音乐去爱”公益活动见闻

萧丁

▲以音乐互动形式为孩子点燃音乐梦想，这坚持了15年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张华表

示，用爱心去温暖他人的志愿服务项目，体

现了这座城市真正的软实力

◥聂世永表示，靠坚持和坚守，“用音乐去爱”项目获团中央所颁第二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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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蜀拾壶
——紫砂过眼录

■ 徐锦江

陶都回来怕看壶。

正应验了一句广告词:没有比较就

没有伤害。

上海人家中但凡有些文化的，总有

几把紫砂壶，多半是别人送的，自然也

送人，真正送到嘴边上的，其实并不多。

回到家里整理庋藏着的那些紫砂

壶，一溜摆在桌上，再将从丁蜀买回的

那把价格不菲的小壶放到中间，才知

道眼光是多么重要。

看到这些身边的紫砂壶，自然会

联想到陶都宜兴，但真正到了宜兴，才

知道制陶工艺的核心地在丁蜀镇。其

实许多知识都知道得半斤八两，或者

经不起盘问，或者经不起推敲。丁蜀

之行，可以说是一次关于紫砂的启蒙。

陶瓷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统

称。陶都在宜兴，瓷都景德镇。陶器

稳重，瓷器轻盈；陶器声闷，瓷器声

脆。制陶讲堂口，制瓷讲作者，当然，

也不是一概而论。

丁蜀镇得名于丁山和蜀山，三面

环山，一面临湖，可谓山水城市。西北

角有两条龙，一曰青龙，一曰黄龙，山

因龙名，青龙山盛产青石，黄龙山盛产

黄石。不知多少万年前，列缺霹雳，邱

峦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开。黄龙

山上下颠倒，灰岩层向北滑动，露出了

造福一方的砂岩土层。不同于岩石，

砂岩土形如岩石，却溶于水，岩土有紫

泥、朱泥、团泥之分，无需加配其他原

料，捣磨后经过揉泥、拉坯、印坯、利

坯、上里釉、画坯、混水、施外釉、挖足

底、烧窑等工序，即可制成陶器。釉一

般以石英、长石、粘土等为原料，上釉

用喷、吹、浸、烧、荡等法。制成的紫砂

有素器、花器、方器、筋囊器之别，陶

刻、雕塑、描金、泥绘之分，日常、艺术、

工业之用。除了紫砂，宜兴陶制品还

有均陶、青瓷、精陶和美彩陶，合称“五

朵金花”。

陶中紫砂，紫砂看壶，壶中天地

宽。10大经典款分别为供春、石瓢、西

施、秦权、德钟、仿鼓、鱼化龙、井栏、水

平、掇球。自然也不是定于一尊，也有

不同的说法。也因为这些器识高爽，

风骨魁奇的千姿百态，才有令人醉心

动色的兴象和玩头，令痴迷者欲罢不

能乃至玩物丧志。

相传最早的陶壶刻名作者是明正

德年间的供春，紫砂壶因此进入作者

和文玩时代，距今也才500年左右。供

春确有其人，原为书僮，给使之暇，童

心勃发，参照金沙寺院内大银杏树的

树瘿，制作成指螺纹隐现可按，把内壶

身用篆书留名的小茶壶，器形古朴可

爱，一时间在文人雅士中风骚起来。

“树瘿壶”名不虚传，民国时流落民间，

然已缺盖，一制壶名家为其配上瓜钮

盖，书画大师黄宾虹过目后认为树瘿

的壶身上不会长出瓜钮，遂由另一制

壶名家重配灵芝盖。至今流传有以瓜

钮和灵芝为盖的两种供春款。原壶今

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曾于世博会期间

展出，可惜未谋其面。供春壶的成功

可证两点：艺术起源于游戏，需要文人

背书。

紫砂壶的鼻祖为供春，中兴功臣

则为顾景舟。顾老位列紫砂七大老

艺人之一，也是新中国首位被授予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艺术家，业界

誉之为“壶艺泰斗”，究其原委，一是

艺精养深，二是往来名流，三是学术

有成，四是弟子有为，五是寿运相

济。从照片相貌看，顾老清癯端庄，

温醇慈和，一派安详，一丝不苟。壶

如其人：沉毅、冷静，峻整中包含中

庸，劲健中透出智慧。

陶器形式上不同于二维的书画，

而是三维立体的艺术，堪称建筑的缩

小版，所以也可以从哥特式、巴洛克

式、维多利亚式、包豪斯式建筑风格，

甚至是现代建筑大师的艺术风格中汲

取灵感。而在内涵上，和其他中国传

统艺术一样，小小的紫砂壶或端直骏

爽，或圆通宽厚，或仙风飞逸，或历落

脱略，或奇古雅朴，纵横相涉，阖辟相

生，同样可以融契承载儒释道等中华

文化的底蕴。制壶者自然也可以藉此

恢扩才情，酝酿学问。

人与壶需要对话、交流和互动。

“紫砂九隽”是宜兴的一个中青年艺术

团体。其负责人史小明对我说，师傅

徐秀棠尝云：你喜欢壶，壶也会喜欢

你，你看壶越看越喜欢，壶也会越来越

喜欢你。而徐秀棠的师傅正是顾景

舟。同龄属虎的九隽之一范建军一头

飘逸的长发，早年舍家母紫砂之学而

嗜书画，倒过头来再爱上紫砂，便将书

画陶刻融为一体。在送给我的精美介

绍册上用篆隶兼备的书法，题上了“壶

中般若”四字，煞是可爱。其实所有艺

术都循着技、艺、道的路径发生，到最

后都是功夫在体外，或曰：炼神为上，

炼气次之，炼形又次之。佛法即是人

情，做壶即是修行。悟到“禅茶一体”

的范泽锋传承有致，在创作时喜欢将

某个灵感藏于壶的内壁甚至壶嘴里，

懂它的人意外发现后自然会心一笑。

毛子健的一把团泥方壶，虎型取样自

钟鸣鼎食之器，令我爱不释眼，可惜囊

中羞涩，且是非卖品，只好望壶兴叹，

留其美于天地间。紫砂九隽中还有巾

帼不让须眉的蒋雍君、顾美群、喻小芳

花开一朵，各表一枝。未谋其面的还

有范伟群。他们都已是省级工艺美术

和陶瓷艺术大师。假以时年，必有大

器存焉。到丁蜀赏壶，谨识之。

鉴定一把壶的好坏，可以从泥

料、出水、透气、搭配、协调、造型、作

者、神韵等功能和审美角度视之，其

实多半也类同于其他艺术。最简单

的办法：以水淋之，可辨真伪；以声叩

之，可辨新旧。形容一把好壶不是没

有包浆的“光可鉴人”，而是摩挲久之

的“黯然生色”。

从苏东坡遥指“此山似蜀”的蜀

山，到范蠡隐迹泛舟的蠡河，从蜀山蠡

河旁的古南街到“买田阳羡吾将老，从

初只为溪山好”的东坡书院，一直到均

陶研究所、龙德堂陶艺、紫砂九隽、宜

兴陶瓷博物馆，一路行走，边走边读，

拾阶而上，如行山阴道中，真正领略和

倾倒于紫砂的魅力。

宜兴古称阳羡。“人间珠玉安足

取，岂如阳羡溪头一丸土”，这和“家

有钧瓷一片，胜过黄金万贯”差不多

是一个意思。同样是老天爷赏饭吃，

卡塔尔人“富得流油”靠油，宜兴人

“兴之所致”靠陶。和镶金贴银的土

豪没法比，但丁蜀陶艺人家砌楼盖院

的也不少，动不动一个私人博物馆。

虽然，丁蜀镇并没有像我见过的暴发

城市那样变得千城一面，万楼一貌，

从街上车来人往的烟火气可以发现：

紫砂文化渗透到日常肌理，镇上人的

日脚过得笃笃定定，陶式文化气息时

时处处扑面而来，不由得想起享有盛

名的雅各布斯老太太的一句名言：

“看一个城市有没有活力，就看它的

街道，如果街道有活力，城市就有活

力，如果街道是乏味单调的，那么这

座城市也一定是单调乏味的”。难得

的是丁蜀镇镇长伍震球同样有清醒

的认识，并不像一些地方官员那么急

急忙忙。可见长年沉浸于精工细作、

不慌不忙的紫砂文化，已悟到“超以

象外，得其环中”的道理。在丁蜀的

基层干部中，谈吐不俗者比比皆是，

村长中甚至有获得陶艺大师称号的

艺术家和见多识广的企业家。斯文

如斯。丁蜀25万人，10万是丁漂，数

字说明在城镇间的抢人大战中，丁蜀

并没有因为慢生活而落到下风。自

然哪里都一样，文化也有雅俗之分，

所到之处，有静示“壶中般若”，也有

赫书“招财进宝”。但事物的转化之

妙即在于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在丁蜀诚如是，青龙山黄龙山就

是金山银山。“壶中般若”和“招财进

宝”相行不悖。

一场及时雨，让我们赶上了明代

前墅龙窑秋季开窑仪式。前墅古龙窑

是陶都丁蜀悠久历史文化的“活标本”

“活化石”，是星罗棋布的历史文化遗

存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宝。据说国内目

前仅存三座仍在工作的古龙窑，一处

是福建莆田仙游的“陶客古龙窑”，一

处是广东佛山石湾的“南风古灶”，另

一处便是丁蜀的“前墅古龙窑”。台上

是多媒体的现代化舞台展示，头顶上

盘旋着无人机，一旁清晰可见高铁通

过，时不时传来巨大的轰鸣声。但这

一切，都没有妨碍不远处随风摇曳的

层层稻浪，低掠过眼前的白鹭，以及开

窑前穿着古装举行的“祭窑”民俗非遗

活动，还有打开古早的窑门后从窑罐中

庄严捧出的精美紫砂壶。这些穿越古

今的场景令我和获得过鲁迅文学奖的

曹宇翔老师印象深刻，相信在诗人曹老

师的笔下会有更精彩的描述。台上的

嘉宾说得好：600年的柴烧文化薪火相

传，水与土的交融，火的升华，造就了中

华民族的陶瓷艺术，而其中的一朵奇

葩，就是紫砂壶。

前墅古窑的形状恰如一条盘旋而

上的黄龙。

窑，还是那座窑，龙窑；土，还是

千百万年前，甚至亿万年前的那抷

土，黄土。

山水相依，人陶共生。千年窑火

在丁蜀，经久不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