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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古典音乐离市民更近？昨天下午，在朵云书院 ·

旗舰店，一场由上海交响乐团的专业演奏家与特邀钢琴演奏

嘉宾葛灏共同演绎的巴赫专场音乐会让广大市民一饱耳福，

活动还特别邀请了作曲博士田艺苗为观众导赏。

本场“云端音乐会”的主题是“巴赫的Logo”。约翰 ·塞巴

斯蒂安 ·巴赫（JohannSebastianBach）是巴洛克音乐的集大

成者，被誉为“西方音乐之父”。巴赫的音乐以干净的组织与

音调的色彩来展现美，在他耳熟能详的作品中，有这样一类

乐曲，它们没有人声的演绎，也没有其他乐器的配合，自始至终都只用一件乐

器，却呈现出无与伦比的鲜明色彩和深刻内涵，构成了巴赫独一无二的Logo。

来自上海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演奏嘉宾武奥列、中提琴演奏嘉宾俞海锋、

大提琴演奏嘉宾周润青，以及特邀钢琴演奏嘉宾——旅德钢琴家、上海音乐

学院钢琴系副教授葛灏，为听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演出。听众不仅欣赏到了

巴赫的管风琴作品《C小调帕萨卡拉亚与赋格BWV582》改编的钢琴版本，浑

厚而富有磁性的大提琴演绎的无伴奏组曲，以及空前绝后的《g小调第一无伴

奏小提琴奏鸣曲》，还聆听到了由弦乐家族中另一成员——中提琴演绎的《C

大调第三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改编版本，感受中提琴厚实、温暖而饱满的音色

对大提琴乐曲的新诠释。演出的最后一首《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原为管风琴

曲，是巴赫青年时代的代表作之一，后由波兰作曲家斯托考夫斯基改编为管

弦乐曲，并由波兰钢琴家、作曲家陶西格改编为钢琴曲。

“云端音乐会”自推出以来，场场爆满，名额秒杀，这一场也不例外。有听

众表示，特别喜欢书店的氛围，在这里欣赏古典音乐有着与在音乐厅不一样

的感受，听众离演奏家的距离更近，导赏部分也让人很有收获。更有不少家

长带着孩子一起来欣赏，在孩子心中播下艺术的种子。

今年的“云端音乐会”是浦东新区文联与上海交响乐团的首次合作。区

别于传统音乐厅、大剧院通行的音乐家单向度演奏的方式，“云端音乐会”采

用演奏+导赏+导读+同台互动+互联网传播相结合的多种方式，把音乐文化普

及与艺术赏析、大众阅读推广、互联网在线传播结合起来，加强与听众和读者

的互动交流，让听众和读者零距离感受音乐家的现场演示和魅力，同时，作为

嘉宾的音乐家现场推介中外优秀音乐作品、音乐图书，充分展现音乐会的参

与性、互动性、在场感。

在朵云书院 ·旗舰店，不仅可以“抬头看云，低头看书”，还可以欣赏现场

音乐会，聆听艺术家对于音乐的感悟，感受新型文化空间独特的艺术魅力。

本报记者 徐翌晟

同样是港片，同
样是警匪故事，同样
是头牌男星强强联

手，《无双》12.73
亿 元 、《 扫 毒 2》

13.12亿元、《拆

弹专家2》13.14
亿元、《怒火 ·重案》

13.29亿元……
但到了《风再起时》，
这个从来管用的“配
方”似乎失效了。

“端뛋”赫쳽냍뫕
普及古典音乐新尝试

让让日常生活日常生活 美起来美起来

哪怕这是郭富城和梁朝伟的

首次大银幕合作，哪怕刺激枪战、

权谋博弈、情爱相争一样不落，哪

怕导演翁子光前作《踏血寻梅》曾

经横扫香港电影金像奖和台湾电

影金马奖提名，并最终在

当届金像奖摘得包括最

佳编剧在内的七项大

奖。《风再起时》上映9天，

只收获区区4500万元票

房，今日的排片比更是跌

破了1%，已经可以得出残

忍的结论：这部大投资、

大明星，甚至大野心的电

影并没能获得内地观众

的认可。

《风再起时》并非一

部烂片。它有让人想起

王家卫的影像，香港枭雄

往事在杜可风的镜头里，

在怀旧的光影里缓缓展

开，优雅节制却又腔调十

足。当梁朝伟弹着琴，郭

富城跳起舞，他们似乎在

历史里闪着光。电影的

故事从20世纪40年代香

港沦陷讲起，到20世纪80

年代末主人公客死异乡，

以“四大探长”的故事为

蓝本，串联起20世纪五六

十年代香港警界内幕，纪

录片式地展现战后香港

的风貌、动荡不安的人

心、被打乱的社会格局，

以及时代洪流下个人的

生存、挣扎与困境。相比

之前作品多将镜头对准

小人物，关注他们当下面

对的生存和抉择，《风再

起时》无疑是更具有野心

的。翁子光坦言，这部电

影是他野心最大的一场

“香港梦”。只可惜，如他

自己所说的，“这场梦做得放任而奔驰，不克制”。

放任，让电影很散漫。143分钟的公映片长，不

算短，但这已经是导演反复删改的结果。《风再起时》

的剧本长达80000字，拍摄80天，初剪长度达6小

时。按照翁子光自己的话，“当年我这个深爱自己城

市的小电影迷，童年所见的一景一物，我还用电影去

重现一次。”于导演而言，是爱和回忆，对观众来说，

就造成了拥挤、凌乱的观影感受，尤其当磊乐（郭富

城 饰）和南江（梁朝伟 饰）这两个人物的成长和蜕

变还不能够完全承载下导演对这段历史和这座城市

的爱。甚至可以说，到了电影的后半段，两大探长的

情感史与城市的发展几乎全无关系，廉政公署与警

察之间的博弈又与人物命运关系不大，让人恍惚间

自己以为看了好几部电影。

不克制，让故事很俗

套。翁子光认为，香港就是

由磊乐、南江这两种具有典

型人物品格的人建立起来

的，前者是目不识丁的小人

物一步步成长为英雄，后者

是香港发展史上贡献了智慧

和知识的精英阶层，两者交

汇，成就一段传奇。双雄亦

敌亦友的故事，该要怎么拍，

大约有一个最近的好榜样，

就是《狂飙》。同样将人物放

在大时代里摔打、沉沦，甚至

“大嫂”都已经成了这个冬天

最妩媚从容的存在。人物有

爱不可怕，动了情，懂得爱，

会让人物丰满，甚至让人为

他的命运唏嘘。只可惜到了

《风再起时》，两大探长的故

事居然生生被拍成了一个烂

俗的三角恋。当南江一遍遍

在电影里独自起舞，想象着

蔡真（杜鹃 饰）在怀的时候；

当磊乐始终对初恋念念不

忘，不仅要包养一个跟她很

像的女人，还执意要用初恋

的名字给自己和蔡真的孩子

命名的时候；当蔡真忍受着丈夫的背叛，替他收拾场

面，干掉脏活，甚至为了拯救磊乐而在南江面前脱下

衣服的时候……我相信很多观众跟我一样拿出了手

机，因为我们不再关心人物的命运。或许，导演本想

举重若轻，把30年的殖民历史落脚在一张“情网”，

却限于篇幅或者能力，叫人物和故事都失去了重

心。最终，黑白两道的秩序、香江历史的苦甜，哪怕

作为这俗套爱情故事的背景，都显得非常缥缈。

《风再起时》的失败，叫人惋惜。与其说，用一双

枭雄故事折射一整段历史对青年导演翁子光来说是

一道超纲题，不如说因为太多爱和情怀，让导演失去

了创作者该有的理性和节制。服装、美术、场景、摄

影，哪怕是再精湛的表演，最终都应该为整个故事服

务，否则就只能沦为尴尬的炫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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