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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节开幕，渐显国际范儿
他们（英国曼

彻斯特的哈雷乐
团）在演奏理查·
施特劳斯的音诗
《唐璜》时，于底气
十足、不动声色间
竟散发出如此华
美细致的管弦乐
声，每个声部都恰
如其分地把握了
自 己 的 尺 寸 、力
度、色彩、句法，每
件乐器的出现都
自然流畅却每每
出人意表。

走过第十五个年头的
“国际音乐节”越来越显出它
的成熟和底蕴——将设计专
业且主题指向明确的曲目通
过英国老牌实力派乐团铺
台，再引入似乎有“过气”之
嫌的两大巨星担纲，当然中
国人并不熟知的指挥马克·
埃尔德爵士亦属欧美乐坛虽
未占尽风光却也热门的新锐
人物。如此对资深乐迷来说
极其诱人的“菜品”，再加上
杨燕迪博士精心撰写的“曲
目解说”，所有的“利好消息”
都意味着中国古典音乐事业
的操作水平已经呈现与国际
接轨的势态。

有些遗憾，如此高水准

并且很有趣的音乐会，尽
管票价较低，还是没能票
房售罄。赞助商拿走了最
好的票，结果也空出不少
的座位，其情其景令人痛
惜。不过，相信每一位到
场的人在这个深秋的夜晚
都会很快享受到音乐带来
的美好和喜悦，忘记这不
快。感动来自小提琴家马
克西姆·文格洛夫。他因
伤淡出乐坛数年，技术水
平已不复全盛时期的灿烂
和张扬，但是他呈现的柴
可夫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
奏曲确实出乎意料的感人
并洋溢着独特的风情。我
们可以说这来自悠久而强

势的俄罗斯传统，也可以
理解为文格洛夫本人的生
命感悟。因为与他多年前
的 数 个 演 奏 版 本 记 录 相
比，他的琴声更加浑厚绵
长，他的分句来自独到的
呼吸，俯仰之间更显大气
巍峨。他在技术上有点力
不从心，甚至出现几处错
音（这在十几年前根本无
法想象），但是他以深沉的
音乐性和控制极好的弱奏
Hold 住全场。这种能量感
非常强大，因为许多未登
堂奥的音乐初入门者在那
个 时 刻 被 打 动 了 ，被 征
服了。

另外一种感动来自英国

曼彻斯特的哈雷乐团。这个
在巴比罗利度过艺术生涯最
重要时期的乐团实在太具备

“帝国气质”了。他们在演奏
理查·施特劳斯的音诗《唐
璜》时，于底气十足、不动声
色间竟散发出如此华美细致
的管弦乐声，每个声部都恰
如其分地把握了自己的尺
寸、力度、色彩、句法，每件乐
器的出现都自然流畅却每每
出人意表。在德沃夏克的

《谐谑随想曲》中，玩笑开得
矜持而有分寸，却有一波胜
过一波的感觉，硬是把一首
散淡随意之作演成管弦乐色
彩竞技的范本。

这个惬意舒适而欢畅的

夜晚不能离开亚洲第一花腔
女高音曹秀美。这是我挚爱
的歌唱家，无论是唱片还是
现场，我都被她迷倒每一
次。她的显赫资历使她拥有
每举手投足都要颠倒众生的
资格，她曾经是伟大的卡拉
扬和索尔蒂的宠儿，见多识
广，傲视欧美乐坛。她同时
是歌唱舞台的常青树，技巧
炉火纯青，表演娴熟，气场威
慑全场。能够在北京连续听
她的三首代表不同风格的花
腔咏叹调，在当下简直不可
思议，可谓幸福降临得恍若
梦中。

□刘雪枫（北京 著名乐
评人）

【音乐笔记】

@失忆的邮差：没什么
可惜的，陈晓旭也没嫁给欧
阳奋强，女儿国国王也没嫁
给唐僧，赤名莉香也没嫁给
永尾完治，韩少结婚了，新
娘还不是郭四儿呢……

@angelinepiggy： 这
结局太毁三观了……当年
又借橡皮又借 ruler 还一起
玩飞盘的两小无猜的小韩
和小李童鞋啊！不嫁李雷，
那个洋帅哥Jim Green也相
当不错哇。

@穎穎盧：都别忧伤
了，出版社编辑肯定也 80
后吧，我相信他们也不忍
心那么编，但他俩必须不
能在一起，因为教材要符
合校规，那么编就是要警
告孩子们早恋是基本不会

有好结果的。

@风夕墨羽：多年后，
韩梅梅结婚了，新郎却不是
李雷。Ms Han 忙前忙后
俨然一番慈母模样。只是，
两孩子 Han Keke 和 Han
Xixi，是否是从80后的青春
年代里呼出的一抹难以听
清的叹息:kexi，可惜。再见
已不是初见时。

@雁南秋寒：后来，李
雷教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学
生，并深深地喜欢上了她。
两个人不顾世俗的眼光，走
进了婚姻的殿堂。后来苦
情地发现原来她的母亲是
韩梅梅，而且发现原来她的
身上有很多自己勤奋、执着
的性质。后来，我编不下去
了……

韩 梅 梅 （Han
Meimei）和 李 雷（Li
Lei），80 后的初中英
语教材中原本无关爱
情的两个虚拟人物，
被网友赋予了种种美
好的爱情想象，成为
一代人青春期记忆。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
新英语教材中，Han
Meimei 已 经 嫁 为 人
妻 ，丈 夫 却 不 叫 Li
Lei，而 叫 Han Gang
（韩刚）。另外，她的
孩子分别叫Han Keke
和 Han Xixi，翻 译 过
来就是可可、惜惜，似
乎是表达她对不能嫁
给Li Lei的可惜。

韩梅梅没有嫁给李雷【文化谭】

老邦德尚能饭否
【电影笔记】

作为有史以来最拉风的秘密工作人员，
“007”号谍报员詹姆士·邦德50年以来始终孜
孜不倦地同各种敌人做斗争。上天入地掣如
电，风流潇洒美人怨。杀杀人跳跳舞，打打架
泡泡妞，捎带拯救一下世界。50年23部系列
电影，拼贴出一位魅力绅士的成功形象——
超级英雄+时尚先锋+大众情人——也就是所
谓“英伦范儿”的最佳模特。

英国在二战之后日渐衰
退，原来征服四海的日不落
帝国支离破碎了。美国文化
中的超级英雄基本都和宇宙
中的各种异形做斗争，保卫
人类和地球。而英国人没这
种雄心，詹姆士·邦德的工
作也比蜘蛛侠蝙蝠侠超人要
简单不少——只需要保护一
下世界和平就够了。

詹姆士·邦德自诞生于银
幕之日起，就担负起作为英国
的文化符号的任务。对于这
一点，看一下伦敦奥运会开幕
式就可以明白，丹尼尔·克雷
格扮成“007”陪着英国女王自
天而降，驾临伦敦碗。事实
上是在向全世界展示大不列
颠的两张最著名的名片。

邦德的装备基本可以构
成一个科技成果展，23 部

“007”系列电影中，邦德以及
他的对手总是如同哆啦A梦
一样，随时可以掏出各种神奇
的玩意儿。然而这种玩意儿
并不像美式英雄片那样全是
亮瞎眼的高科技，而是从来都
带着传统的审慎的英国趣味，
兼具古典范儿和未来感。这
和很多其他国家观众的文化
意识未必合拍，正如《哈利·波
特》里边的蒸汽机车，在英国
人的认识里那意味着传统文
化，但在这个世界其余人的认
知里，蒸汽机是工业文明的源
起，现代性的标志。

“007”系列片中各种反
角的设定，则体现了当时的
国际形势和西方世界认定的
威胁来源。从冷战时期的共
产主义阵营到后冷战时期的
民族或宗教恐怖主义，甚至
是妄图垄断某个国家水资源
的托拉斯。纵向看起来，需
要邦德管的事儿有点越来越

小，或许过几年就要干些驱
逐街头小贩营救落水猫狗这
样的活计了。毕竟，对于那些
可怜的编剧来说，虽然这个世
界上坏人众多，但是经过前人
五十年的搜刮之后，再想为邦
德寻找些又新又强的邪恶势
力也并非是一件易事。

邦女郎的衣服有时多有
时少。根据裙子与经济的关
联理论，这种长短基本和全
球经济的景气程度保持着某
个比例。不变的是她们永远
对邦德一见倾心，而邦德的
饰演者虽然会老去，但在银
幕上，这位间谍却永远年轻
永远矫健永远的高帅富。对
于粉丝们来说，“007”意味着
过去半个世纪的一个美梦
——与庸常的生活相比，邦
德的世界总像是可望不可及
的彼岸，那里有可以具象化
的放肆意淫和可随意回放的
精美梦境。

既然是梦，就有醒来的
一天。50 年来，随着电影技
术的发展和观众审美口味的
多样化，邦德渐渐不比当年
风光。创作者们也看到这一
点，努力求新求变，不断让
邦德搞搞新意思。从最近几
部“007”电影来看，邦德不再
是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越
来越生活化，有点类似《谍
影重重》中的杰森·伯恩。
这个世俗化、平民化的邦德
虽然增加了拳拳到肉的真实
感，却破坏了邦德的一些固
有传统：英式的戏剧腔，一
丝不苟的绅士派头，以及超
级间谍本该具备的距离感。

“007”半世纪的银幕英
雄梦，看起来已经接近梦醒
时分。

□董啸（北京 专栏作家）

@冯小刚：《一九四二》
明天终混，对于导演来说，
影片出了混录棚这件事就
算画了句号。好赖就是它
了。这部影片对于我来说，
有点像谈了十几年的恋爱
终于扯证结了婚，新婚之夜
远没有当初想的那样蓄势
待发魂飞魄散，该看电视看
电视该织毛衣织毛衣，谁也
没有不待见谁，媳妇也确实
是好媳妇，就是有点不咸
不淡。

@伊能靜：闺蜜说，男
人都觉得你太聪明。女人
笨，男人才会觉得她需要依
赖，会更疼爱笨的。但为甚
么有自信的男人要靠笨女
人来衡量感情，而不是找一
个愿意为生活付出努力，一
起成长的女人。我所拥有
的并不是靠聪明，而是真
的拼尽全力才有的，所以
真正笨的是努力的女人，
因为她更想真实而不是乐
于扮演笨，来留住感情。当
年打鸡血一般，现如今三山
六水依然在，不由某家我的
两鬓斑……

@稀土部队（章子怡）：
给芭莎的朋友打电话，笑怪
本期封面红得太惹事儿，今
儿居然被结婚了。现在这
世道，小道消息都堂而皇之
迈上大道了，而且还走得昂
首挺胸！听说地儿都被安
排好了，不知时间定了没？
请柬别忘了发我一张！被
怀孕，被7亿，被结婚……接
下来还被啥？拜托大小编
们剧透一下。

@马伊琍：回到北京，
就意味着繁忙的工作开始，
悠闲的夏天真的结束了，往
北这一飞就连秋天都快走
了，从明早起，要上足发条，
投入我的职业女性生活，同
时掰出时间尽妈妈的职。文
森早早昏倒在床，只好给女
儿摸黑连编带背地讲她指定
的《见啥要啥》，还好她表示
喜欢，再赠送《David Goes
To School》，她满意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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