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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为什么是不朽之
作？因为他写的不是宫廷里的风花雪月，而是
深刻的人的命运，社会、时代和历史的命运。还
记得 1988 年，我做了个小手术，手术没有做全
身麻醉。我这个人胆子比较小，不敢听刀子、剪
子的声音，我就跟医生说，等等，我戴上耳机。
当时，我听的就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当
前奏响起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
鼓舞。”

11 月 8 日，北京陶然亭公园东门北侧大
教室，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李近朱动情地讲起
这段往事。

作为野草陶然文化讲堂的授课老师，李近
朱正在给大家讲述西方古典音乐五大乐派及
音乐家的故事。原定两个小时的课程持续了将
近三个小时，结束时观众意犹未尽。“老师讲得
太精彩了，还没听够，只是老师太辛苦了。”课
程结束时，一位老年观众一边起立鼓掌，一边
说道。

对于李近朱来说，西方古典音乐是相伴一
生的爱好。同时，他也愿意借助广播、电视、报
刊、书籍、讲座和展览等各种机会和方式，把西
方古典音乐介绍给更多的人。

与西方古典音乐结缘

作为 《话说长江》《再说长江》《话说运河》
等大型电视专题片的编导、总编导，李近朱对
西方古典音乐的痴迷与精通常常被人们当作
业余爱好。但殊不知，一直从事电视工作的
他，有着长达九年的音乐专业学习经历。

在 1964 年进入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理论系
学习之前，李近朱已经在天津音乐学院附中学
习了四年。用李近朱的话说，他对西方古典音
乐认知的基础主要是在这四年中打下的。“那
时接触的东西，终生不忘，这是童子功。”

虽然是专业学习音乐，但李近朱对西方古
典音乐的认识却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而是听
出来的。李近朱还记得，当时他们有一门音乐
名作欣赏课，从最好听的古典名曲开始听起。

“就是在这门课上，我感性地接触到了西方古
典音乐各个时期的经典作品。”

那时，李近朱的偶像有“三老”：老贝、老柴
和老肖。“老贝就是贝多芬，他是维也纳古典
乐派的代表；老柴就是柴可夫斯基，基本属于
浪漫时期的音乐，不仅个人情感浓厚、旋律好
听，而且突出了当时的时代特征；老肖就是肖
斯塔科维奇，应该说是苏联现代音乐乐派的一
个先驱。”李近朱笑着解释道，“我很幸运，能
在很小的时候就听到了这三个人物的作品，实
际上他们代表了西方古典音乐 500 年来最棒

的三个阶段。”
感性地接触到了西方古典音乐之后，李近

朱觉得自己了解得还不够，于是开始自己钻
研。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自己买的第一张唱
片。“那是上高中时，我口袋里也没有多少钱，
但还是花两块多买了一张 33 转密纹的古典音
乐唱片，是里姆斯基 - 柯萨科夫的 《天方夜
谭》组曲。”李近朱回忆说，俄语还不错的他，
在高中时还翻译过两本书，一本是俄国作曲家
巴拉基列夫的传记，另一本是关于舞曲的。

将古典音乐融入生活

也许李近朱自己也没想到，就这样培养起
来的兴趣竟然会伴随他的一生。直到现在，他
的生活依然不能缺少音乐。

在李近朱的家里，有一整面墙的书架上摆
满了 VCD，其中一半是关于西方古典音乐的，
在另外一面墙上，整个书架上放的都是音乐
CD。听听古典音乐、弹弹钢琴成了他每天的必
修课。

李近朱还有个爱好，那就是从全世界收集
音乐邮票。“去年是威尔第和瓦格纳年，今年
是格鲁克和理查德·斯特劳斯年。以前，只要

出国，我在业余时间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邮
票。所以，我对全世界的音乐家邮票收集得很
齐全，一共有二三十大册。这是很棒的西方音
乐的精神财富。”李近朱说道。今年 8 月 28 日，
国家大剧院还举办了李近朱收集的音乐家明
信片展览。

李近朱的旅行也同样是靠音乐指引的。
2004 年，他来到了梦寐以求的维也纳。在一个
月的音乐之旅中，他探访了维也纳国家歌剧院
和金色大厅，也曾专门花费一下午的时间来寻
找音乐家马勒和夫人阿尔玛的墓地。“那是我
对古典音乐诞生的第一现场实实在在的感
受。”对那次旅行，李近朱至今回味无穷。

李近朱不仅将西方古典音乐融入到自己
的生活中，也时刻尽己所能让更多人了解和喜
爱它。在刚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不久，李近朱就
接受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写作了一系列
关于西方古典音乐欣赏的广播稿。

到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李近朱出版了自
己的第一本书《德奥古典作曲大师中的最后一
人：介绍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从此一发不可
收拾。90 年代，他又写作了《交响音乐欣赏丛
书》共四本。新世纪以后，他除了出版一些关于
音乐邮票的书外，还拍摄了电视专题片《感受

交响音乐》，播出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在李近朱看来，作为学习过西方古典音乐专

业的人，他“有责任去向大众普及交响音乐，让西
方古典音乐成为每个人文化构成的一部分”。

看不见的老师

在李近朱看来，音乐是整个艺术形式中很
高级的阶段。“因为音乐能把文化的精髓都融
合进去，包括历史、文学、绘画、表演，还有最
重要的，那就是所有文化艺术的受众———人的
情感，而音乐把这些都塑造在音符当中。”

李近朱认为，音乐是传递情感最直接、最有
效的方式。“音乐直接作用于每个听众，用内容
和情感打动观众。”他举例说，“比如悲伤二字，
文字通过描写作用于受众，受众还需要调动很
多联想才能体会。但是音乐不同，几个音符出
来，也许就能让你掉眼泪。就像每当我听到《让
我们荡起双桨》这个旋律，就马上会想到自己戴
着红领巾的岁月，一下子眼眶就湿润了。”

“听西方古典音乐，不在于你当时能够理
解多少，而在于长期欣赏以后对人的境界和素
质的提高。它就像是一位看不见的老师，在潜
移默化中对你施加影响，让你感受音乐的力
量。”李近朱还记得，高中时每周六下午放学，
他都会路过天津滨江道的外文书店。一走进
去，听到整个书店回荡着西方古典音乐，立刻
会有不同的感觉。“门外的我可能还在为几张
粮票而忧虑，但一进书店全都忘了。口袋里仅
有的几块钱，我会毫不犹豫地拿去买唱片。”

对于普通人来说，由于时间和空间上的双
重距离，西方古典音乐在叙述方式、思维模式、
情感表达和文化背景上都有很大不同，这为人
们了解和欣赏西方古典音乐增加了难度。

但是在李近朱看来，接受和欣赏西方古典
音乐也并非难事。“西方有一位指挥家曾说过，
接受古典音乐需要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归纳起
来就是三个字———反复听。”李近朱的建议也
是如此，“刚开始听不听得懂并不要紧，一定要
有一种感性的认识。听古典音乐也不一定非要
正襟危坐，边放古典音乐，边做其他事情，都是
可以的。”

在感性的认识后，李近朱建议人们应该学
习一些相关的知识，弄清楚西方古典音乐的发
展过程。“了解古典音乐的三重背景很重要，那
就是时代背景、文化背景和音乐背景。业余时
间可以读一点音乐上的故事。”李近朱说道，

“最后，欣赏西方古典音乐，最重要的是要有自
己的感受。对于想要了解西方古典音乐的人来
说，只要反复去听、学和感受，相信一定会距离
西方古典音乐越来越近。”

栏目主持：伦诺克

一、一种地质灾害，山坡上大量泥沙、
石块等碎屑物质经山洪冲击挟带而形成
的短暂急流

二、我国国学大师，有《国学概论》《国
史大纲》等著作

三、在我国思想史上曾起过重大影响
的学派，又称“新安理学”

四、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获得 1957 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

五、反映心脏收缩和舒张时所产生电
效应的波状图形

六、曹禺的一部话剧，讲述青年农民仇
虎的故事

七、中国著名出版社，由生活书店、新
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合并而成

八、水仙花的一个美称
九、核电站的心脏，又称为原子反应堆
十、德国天文学家，他发现了行星三大

定律
十一、为增加化学反应速度而加入的

一种物质
十二、地球上各种地质事件发生的时

代
十三、一种 DIY 手绘产品，又名数字

彩绘和编码油画
十四、13 世纪来到中国的一位意大利

旅行家

横
行

1.能量的一种，又称电磁辐射
2.野马的亚种之一，原分布于我国西

北地区，又叫亚洲野马、蒙古野马等
3.表示生产过程中事物各个环节进行

顺序的简图
4.原子中带正电的核心，由质子和中

子两种粒子组成

5.地震时，从震源产生向四外辐射的
弹性波

6.一种假想的物质形式，由反粒子构
成

7.中国科学家，著有《工程控制论》，获
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8.四川省的一个古遗址，出土了许多

古蜀国的文物
9.数学用语，两个或更多的数，不改变

它们的正负性质而相加所得的和
10. 明朝徐光启编纂的一部汇集农业

知识的科学书籍
11.一种化工原料和燃料，是石油炼制

过程中产生的气体混合物

纵
列

答
案

提到玛雅，人们脑海中都会想到古老的玛雅
文明以及神秘的玛雅预言。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
诞生于热带丛林的古代文明，玛雅文明在文字、
天文、历法、数学、艺术、医学、建筑等方面取得了
辉煌成就，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颗明珠。

此次国家博物馆的“玛雅：美的语言”展览将
通过“身体之美”“服饰之美”“动物之美”“神灵之
美”四个单元，展出 238 件来自墨西哥五个州 20
多家博物馆和考古遗址的展品，展现玛雅人的日
常生活，揭示他们与动物及神祇的联系，诠释了
他们对美的看法。

玛雅艺术品以理想化的人物形象，拟人化的
神灵、动物、植物等形象为主。这些艺术品既有现
实主义风格，也具有象征性，深刻刻画了玛雅人
对审美和人类自身的独到理解。玛雅造型艺术的
中心主题是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它不仅揭示了人
类的孕育过程、人的概念以及美的典范，还彰显
了它在宇宙和谐中的位置。

据了解，本次展览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首次承
办墨西哥文物展览，也是墨西哥总统培尼亚对华
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一项重要文化活动。

展览
玛雅：美的语言

时间：2014.11.14~2015.3.8
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

张冀供稿

歌剧
《卡门》

时间：2014.11.29~2014.12.3
地点：国家大剧院

歌剧《卡门》是法国作曲家比才的代表作，也
是中国观众最为熟悉的西方经典歌剧之一。形象
鲜明的人物、澎湃炽烈的情感、对人性真切深刻
的描摹，使得《卡门》具有强烈的“真实主义”风
格。歌剧中主题丰富、编配大气的乐段堪称法国
歌剧传统与 19 世纪欧洲音乐创作新思潮结合的
典范，大量旋律优美的咏叹调亦被翻译、改编成
不同语言的各种版本广为传唱。

国家大剧院版歌剧《卡门》创排于 2010 年，由
著名歌剧导演弗兰切斯卡·赞贝罗领衔创作。已执
导过五个不同版本《卡门》的赞贝罗一直强调，要为
中国观众讲一个“精彩”的故事。

作为国家大剧院剧目制作历程上的一座重
要里程碑，歌剧《卡门》由英、法、美、中等多国艺
术家共同创作。本着尊重原作、尊重歌剧传统、尊
重当前中国观众对歌剧艺术的审美需求的原则，
该版本着力突出歌剧本身的“真实主义”风格，在
视觉上以雄浑大气的历史感将其“大歌剧”气象
充分展现。2010 年，本剧一经首演便备受好评，在
2011 年和 2013 年几度复排。此次《卡门》将再度
重返大剧院的舞台，带观众领略这部不朽歌剧经
典的风采。

话剧
《驴得水》

时间：2014.11.12~2014.11.23
地点：北京 9 剧场

话剧《驴得水》讲述的是民国时期一个乡村
学校里的故事。由于当时严重缺水，学校校长将
一头驴虚报成英语老师来为学校挑水。面临上级
的检查，大家决定让一个铁匠来冒充这个叫“驴
得水”的老师，但是上级却对这位“驴”老师刨根
问底。眼看事件要败露，大家只能用更多的谎言
去弥补……

该剧取材于导演周申在 2009 年初听到的一
个真实故事。自 2012 年 6 月首演至今，《驴得水》
的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剧中荒诞不经的故事、
黑色幽默的讽刺、尖锐不留情面的影射俘获了观
众的心。作家马伯庸称赞《驴得水》“味道很正，场
景简单，纯靠对话支撑，算是回归了‘话’剧的本
分，全场两小时非常充实”。

喜爱《驴得水》的观众更是将其称为“神剧”
“舞台上的《让子弹飞》”“话剧界的《泰囧》”等。此
次在朝阳 9 剧场的演出，也是《驴得水》的百场演
出，参与过该剧首演的任素汐、田雷、韩彦博等演
员也将再度回归。

戏剧
大师版《牡丹亭》

时间：2014.12.13~2014.12.14
地点：北京天桥剧场

《牡丹亭》可以说是观众最熟悉的昆曲经典
作品，在全国各地演出过多次。然而此次由 18 位
昆曲界老艺术家齐聚一堂、联袂献唱的 《牡丹
亭》，却是机会难得。

本次演出中将有七位德高望重的前辈艺术
家联袂饰演杜丽娘，她们都是昆曲界德高望重的
旦角名家，而且艺术风格多样、风采各有不同。

之所以称其为“大师版《牡丹亭》”，还因为此
次参演的昆曲表演艺术家都已是昆曲界老人。参
加本次主演的老艺术家们，大都年龄在 70 岁以
上，其中最年轻的石小梅今年也已 65 岁，其中很
多演员已不常着装演出，更有甚者此前因年事已
高、身体健康受限，早已暌违舞台多年。

“大师版《牡丹亭》”不仅汇集了当今昆曲界
最重量级的表演艺术家，更是精心挑选了最合适
每位艺术家演出的折子串联，力图将近半个世纪
以来，几代昆曲大师精心打磨的不同风格《牡丹
亭》都有所展现。

沉浸在西方古典音乐中
姻本报见习记者 张文静

11 月 9 日，众多家长聚集在韩国首尔江北
区道诜寺，为即将参加高考的儿女虔诚祈祷。

“嘿，当心！”在周五晚高峰，当一个正在低
头玩手机的人猛地撞到了自己身上时，一位中
年白领被吓了一跳。

这里是日本东京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涩
谷，当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变化时，人们一边过马
路，眼睛却一刻不停地盯着手中的智能手机。这
些人被媒体称为“街头上的手机僵尸”，日益增
长的他们正在将东京变为危险之地。

“在行人或自行车导致的安全事故中，有
41%与手机有关。”东京消防厅的高级官员山本

哲也说道，“如果人们继续边过马路边看手机，
我想会有更多的事故发生。”

东京消防厅负责整个城市的救护车服务，
他们的调查显示，2009~2013 年，在由手机导
致的事故中，有 122 人伤势严重，必须送往医
院救治。

日本电报电话公司下属的移动通信巨头都
科摩公司在调查研究后估计，当行人盯着手机
看时，他的平均视野只有正常时的 5%。“在这种
情况下，儿童是很不安全的。”该公司企业社会
责任部门经理铃木浩称，“我们的工作就是避免
这种情况的发生。”

该公司用计算机模拟出，在涩谷，如果每个
人都边看手机边过十字路口，那将会发生什么。
模拟结果令人担忧：如果有 1500 人同时过马
路，会有 446 人与他人相撞，有 103 人会摔倒，
有 21 人会弄掉手机。而在摔倒的 103 人中，有
82 人在倒地时仍会死死抓住手机不放，争分夺
秒地在社交软件上讲述自己摔倒的故事。

目前，日本有一半人口拥有智能手机，且比例
还在不断增长，其中包括不少步行上下学的学生。
在日本，因为使用手机而导致的安全问题，正在越
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张文静 /编译）

11 月 13 日是韩国高考的日子。考
试当天，随着 65 万名学生走进高考考
场，整个韩国似乎都被调整到“静音模
式”，以保证考试顺利进行。

韩国高考又称“大学修业能力考
试”，每年举行一次。在韩国，人们普遍
认为高考会对孩子未来人生发展起到
关键作用。因为，学生在这场考试中取
得成功，就意味着他会在韩国某所精
英高校占有一席之地，也就意味着他
拿到了一把打开成功事业与婚姻之门
的钥匙。为此，学生们从上小学起就开
始为高考作准备，同时也开始承受考
试的压力。

今年，韩国共设置了 1257 个高考
考点，在这些考点周围，以 200 米为半
径的区域内禁止交通。在听力考试进
行的 40 分钟时间里，韩国交通部禁止
所有机场的飞机起降。同时，军队也重

新安排了空军操练和实弹演习的时间。
此外，韩国公共服务部门、主要企业，甚至

股票市场，都比平时晚一个小时开张，以此缓解
道路交通压力，来保证考生能在早上 8 点 40 分
开考前准时到达考场。如果还有考生被堵在路
上，则可以随时拨打紧急电话 112，寻求警察的
帮助，乘坐警车前往考场。

在韩国首都首尔一所女子高中，虽然气温

只有 -3℃，但当考生进入考场时，还是有不少
初中部学生聚集在一起，挥舞着写有“好运”的
条幅，为他们呐喊加油。同样“压力山大”的还有
家长们。不少家长在送孩子进考场后，转身来到
考点附近的教堂或寺庙中去祈求保佑。

考试当天，高考也成为了互联网上最热门
的话题。但同时，也有些人在网络上呼吁不要把
高考看得太重。“别愚蠢了！”一个网友在韩国最
大的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 Naver 上写道，“不要
仅仅因为考得不好就做傻事。很多没有上过大
学的人一样取得了成功。” （张文静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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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重视由手机引发的安全问题

过马路时低头看手机已经成为普遍存在的
问题。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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