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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剧中的“霸总”霸屏
观众的文化生活不容霸凌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在上海，究竟有多少种打开敦煌的方式？
◆ 徐佳和

敦煌，是绵延万里的丝路上一颗明

珠，在彼处，有彪炳千年的文明印记。

敦煌，在上海最近的展览场域中成为一

个“热词”。对洞窟和壁画的一比一完

美复制是一种方式，是一种对敦煌艺

术遗产最直接最直观的展现方式，也

能让市民游客身临其境，感受“在上海，

看敦煌”的特别文旅体验。敦煌作为文

化遗产的实体存在，自身更是一个不断

变迁的文化符号，千年的历史进程中，

敦煌体现了不同时代人们的行为动力

及其心理目标与审美观念，满载着时代

印记。

自从9月20日“何以敦煌”敦煌艺

术大展在中华艺术宫开幕以来，已经累

计接待中外观众十余万人次。“何以敦

煌”敦煌艺术大展以“文物+复刻经典洞

窟+壁画彩塑”为形式，从敦煌研究院调

集了大批极具代表性、极具稀缺性的一

二级珍贵文物及历代专家临本等，包括

禁止出境文物，以及多件首次赴沪展出

文物，并复刻莫高窟经典石窟群，是“展

品类别多样，展出规模庞大，展示内容

稀缺”的年度敦煌艺术代表性大展。

在当代，即使“复制”，也不仅仅只

有一种形式。早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博

物馆开馆之初，展现数字打印技术的敦

煌莫高窟石窟展区，就是通过数字化保

护技术，对地处新疆的龟兹石窟进行了

三维扫描、数据处理与建模，实现图像

数据高清采集、图像处理完美还原和图

像输出真实再现，不仅还原石窟的整体

结构，对壁画色彩也进行了完美复制。

克孜尔石窟第17、21、38窟神仙俊逸的

车马和美丽服饰、优美舞姿，让参观者

与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实现了跨越时

空的相聚，在欣赏经过数字化“驻颜”的

千年壁画艺术的同时，体验到“印刷无

所不能”的艺术魅力。开展以来，吸引

60万人次参观。

不久前，在上海市杨浦区长阳创谷

落成的“敦煌当代”美术馆开幕首展“境

象敦煌”，开启了一场跨越时代与地域

的先锋性实验。参展艺术家一部分是

往昔历史中的无名工匠，另一部分则是

曹澍、丁乙、高世强、倪有鱼、彭薇、邵文

欢、石至莹、史苇湘等和我们共同生活

在当下的艺术家，他们以涵盖装置、绘

画、影像、书法等多种艺术形式，以当代

视角关注历史与文化重构。例如，陈芷

豪和周真如以光影重新发现莫高窟腊

八燃灯仪式的作品《一川星悬》，以俄国

奥登堡探险队所绘敦煌莫高窟崖面图

为底稿进行再创作；彭薇的《有故事的

房间》系列通过“塔”结构表达敦煌的叙

事丰富性；而动画作品《我们都需要故

事》以手绘动画的形式将建筑符号打

碎、重组，呈现个人记忆与集体情感的

交融。

展中展“鸣沙”是艺术家杨振中受

敦煌当代美术馆的委托，前往敦煌参与

艺术驻留的项目成果，通过录像、声音

和装置的形式赋予敦煌更为直接和具

体的现实意义，也展示了当代艺术对于

传统文化的思考和探索。其中双通道

录像作品《鸣沙》用两块类似放大了的

智能手机竖屏暗示充斥当下的电子图

像视觉。作品左屏画面上是当代游客

身着敦煌壁画中的各类服饰，在大漠背

景中COS敦煌壁画中的人物，在镜头背

后看不见的摄影师指导下扭摆出壁画

中的身姿。右屏截选自敦煌洞窟壁画

的图像，以观看传统中国画的方式缓缓

展开。左右屏幕上滚动播放的内容在

节奏上相互呼应，观看者一瞬间产生了

掉落在现代、过去、未来的缝隙间的奇

妙感受。

“境象敦煌”展场中，还有嗅觉作品

的参与。在馆内，敏感的观众会隐约察

觉到被一种似草非草似花非花的香味

环绕。那正是制香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鲁雯的气味装置作品“鸣沙香山”，

取材自天然香料“莫高窟叶”。

上海与敦煌，一个是当下的国际经

济贸易文化枢纽，一个是千年前的世界

商旅枢纽，两者相隔千年，却又有千丝

万缕的关联，当下上海种种以“敦煌”为

主题的展览，可以视作一个时间坐标上

的遥望与呼应。敦煌艺术反映了那个

时代东西交汇之处人民精神的物化追

求，但敦煌的意义远不止于“栩栩如生”

和对当时现实生活的如实记录与描摹，

敦煌更多的是非现实的寄托，甚至是反

现实的、超现实的想象，也恰恰是这些

内容，才使我们窥视到不同时代人类的

理想、追求与渴望。精神相比物质，总

要来得活泼而生动得多。上海与敦煌

的链接，同样展现了今人开放的视野与

对未来的无限想象。

——从《宿敌》烂尾说起

◆ 华心怡

我们对“爽”情有独钟。爽字组

词，都叫人心生欢喜。

性子直爽，做派豪爽，生活清爽

……连秋高都要气爽。所以么，爽

文看了痛快，爽剧看了过瘾。这些

年，追求爽感的国产电视剧不少。

无论古装还是现代，不管仙幻还是

现实，让你很爽的影视剧集里很多

都有“霸道总裁”。霸总，并不只是

字面意义上的行政职级。地位高，

财富多，行事狠，用所有资源来呵

护，只单单对一人柔软的，都算是

“霸总”剧情的标配。

叫人爽的“霸总”却惹事了。最

近，广电总局接连发布“管理提

示”，针对以“霸道总裁”为代表的微

短剧创作方向进行了监管指导。作

为新兴文娱表现方式，微短剧以快

节奏、强情绪的内容吸引大量观

众。小而美，小而精，是期待值。但

慢慢地，一些微短剧似乎成了滋生

糟粕的温床——内容同质，叙事无

形，立意低俗。

先来看看哪些“霸总”剧叫人忍

无可忍。今年下半年，《闪婚老伴是

豪门》上线。女主58岁，在工地卖盒

饭。男主一城首富62岁，假装空调

修理工与女主相亲，见了一面便决

定结婚。之后在一系列的家庭矛盾

中，男主“霸总”体质浮出水面，各种

买名牌为女主挣脸撑腰……老套、

土味，上线后播放量数亿。整个故

事，真有点“魔幻现实主义”。而同

样成为流量担当的下半年神剧《闪

婚五十岁》里，霸总题材中“恶人自

有恶人磨”也体现得淋漓尽致。毕

竟，人家短短一集里，扇出了18记

耳光。

究竟是什么，让一些“霸总”网

剧和电视剧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它

不过是在时间轴上成长。从霸道总

裁爱上十八岁的我，到霸道总裁爱

上大龄剩女的我，现如今已是霸道

总裁爱上广场舞大妈的我……嗯，

是的，那些追剧的人群，这些年也在

一页页撕下日历渐渐老去。

“霸总”题材自然也有佼佼者。

长剧里，当年的《我的前半生》，罗子

君身边有一男一女两个霸总。闺蜜

唐晶可以为她挡风遮雨，可以为她

去找第三者谈判，可以为她争取离

婚后的最大权益；蓝颜贺涵也可以

为她提供学习笔记，为她介绍工作，

为她带孩子……但《我的前半生》之

所以好看，肯定不是因为唐晶的“女

友力”和贺涵的“男友力”。三人的

牵扯中，罗子君自强自大才有蜕

变。跌倒了，落入谷底，百般挣扎又

万般发奋，站起来，认识隐藏的自

己，也成为更好的自己，这剧情，才

叫人看着爽。此外，一些普通人凭

借自我奋斗，时代成就，终成为真正

“霸总”的励志故事，也成为荧屏上

的经典。《大江大河》《鸡毛飞上天》

等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文化艺术的多维繁荣，与人类

生活素质的综合提升，是互为作

用、互为成全的。也因此，所有有

生命力、有韧劲的文化作品，或鞭

挞，或讴歌，或警醒，或寓言，统统只

为捧出一颗真心，去引领人，感化

人，塑造人。带着这样的使命，文化

作品的创作该有所为，有所不为。

没有营养，也就算了，好歹“穿肠

过”。这都有毒了，还能袖手旁观？

这些脑残化的霸总剧情周身弥漫

的，是对金钱的迷恋、权力的攀附，

以及对“天上掉馅饼”的痴人臆

想。常播，常看，对个人，是扭曲价

值观念的输出，对社会，是萎靡精神

状态的铺垫。

没有逻辑的“爽”，就是充满恶

意的“爽”。莫让“霸总”成为文化生

活里的恶霸，霸凌你理智向上的精

神世界。广电总局发布的管理提示

中，强调现实主义原则。是的，那些

看了霸总神剧的人请保持足够的清

醒，在现实生活中，不劳注定无获，

而带着孩子的中年妇女，等来霸总

从天而降的机会，也约等于零。脚

踏实地，真材实料，撑起头顶的一片

天，你就是自己的“霸总”。

为《爱情神话》的上海气质共情的

观众，此番试图在其“平行篇”《好东

西》里重温海上风情之时，发现同一个

导演的这一部作品其实与上一部交集

不多。日前在巴金诞辰120周年研讨

会上，文艺评论家毛时安在谈及秉承

巴金理念“把心交给读者”的同时，也

提出了当前相当具体的一个问题：“在

这个信息泛滥的社会，真的信息、假的

信息，真的文艺评论、假的文艺评论混

为一谈，此时，文艺评论家应该做些什

么？”日前，上海文艺评论基地在上戏

揭牌，焦点议题是：如今，人民大众究

竟需要怎样的文艺评论？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

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十周年。习近平总

书记曾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

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

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

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

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

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

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

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

发现和美的创造。要始终把人民的冷

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

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

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憧憬和信心。”

社会日益多元，常识也变得多

义；网络的自媒体正在让人人都成

为“评论家”。并无学术背景的，也

可以成为网上文艺评论达人，而当

前文艺评论天然的写作队伍出自文

艺学、影视戏剧学、音乐学等“专业”

或“理论”学科的师生，很多人还在

一个“误区”里转圈圈——文艺评论

是要写给“知识精英”看的。所谓

“知识精英”分两类：与被评价的作

品相关的创作者，评论的提前介入

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作品质量；

一类是有专业背景的文艺爱好者，

他们需要更理性更具启发性的互

动。但是，“知识精英”终究也是人

民大众中的一个部分。基于艺术规

律、饱含真知灼见、格局顶天立地、行

文温暖动人的文章，一定会让更多人

产生互动与共鸣。所以，文艺评论的

读者，本该就是人民大众。

人民大众需要怎样的文艺评论？

轻松但不轻飘、通俗但不粗俗、尖锐但

不尖刻、深沉但不深奥，这也是文艺评

论理应坚守的“高不冷、低有格”：即将

高冷的写得“不冷”、将通俗的写得不

俗且具格调。

“文艺”，是“文化艺术”的简称，文

化艺术门类其实也是隔行如隔山的。

文学的最小单位是“字”；戏剧的最小

单位是“场面”；影视的最小单位是“镜

头”；曲目的最小单位是“音符”……因

而，当前文艺评论作者首先要解决的

问题，就是跨界熟稔文艺的各种门类

及其艺术规律，尤其是当前艺术作品

总在“跨界融合”，而人民大众却往往

被算法囿于各自的信息茧房中。人人

都爱文艺，个个都会拍短视频，但是把

影视、戏剧等作为“专业”去学习且要

学有所成，也就是中戏、上戏、北电、上

音等一些屈指可数的艺术名校。九成

以上的人口可能并不熟悉艺术规律，

但依旧可以有感性的共鸣，只要观点

说得清、道得明、立得住、传得开，就是

好的文艺评论。

文 艺 评 论 中 的 艺 术 普 及 很 重

要。“高冷”就是相对冷门的艺术规

律，通过贴生活、接地气、通人心的共

情文风，可以让更多人知道。比如，

“悲剧”就是“悲戚戚的剧”吗？并不

是。悲剧，尤其是古希腊悲剧，是每

一个人都做了他（她）认为对的事，

但是彼此相遇就悲催了——其实是

价值观碰撞后，各自坚持各自的“真

理”而形成的悲剧，就好比韩剧《太

阳的后裔》讲述在男战士与女医生，

一个为和平而杀人，一个是人都要

救——两个人的价值观冲突导致爱

不下去的悲剧。让大众从喜爱的作

品里提炼出“有格调”的知识点就是

“低有格”。

广受观众喜爱的文艺作品必定是

做到了“高不冷，低有格”——这也是

当前大批舞剧拥趸众的原因之一。例

如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里，上了央

视春晚的《渔光曲》片段——这一段婀

娜的群舞如果去掉，并不影响舞剧的

剧情推进，但是充分体现了上海文化

中“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的融合之

美，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剧场，这也符

合舞剧的一个艺术规律——舞蹈之美

很重要。

文艺评论家如果不能以文艺创作

者来自我定位，以考虑观众接受度的

思路和文风来撰写，那么，这样的文

艺评论最终必将失去读者。

国安题材电视剧《宿敌》日前迎来了

大结局。这是一部开播后热度极高的剧

集，题材新颖，情节紧凑，扣人心弦，廖凡

的演技更是众口称赞。孰料，最后两集

突然走了下坡路，尤其是最后一集让人

十分失望，其中主人公吴豫“死而复生”，

简直匪夷所思。网上有一个神评论：《宿

敌》前15集给100分，最后一集给0分。

一部前期的口碑好剧竟然也如此“烂

尾”，让人十分惋惜。

《宿敌》11月7日在央视8套和腾讯

视频开播当晚拿下实时收视率第一，到

11月17日，在腾讯视频站内热度值破

2.5万。看多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谍

战剧，这样一部反映当下谍战故事的电

视剧，其性格鲜明的人物和浓厚的时代

气息，确实让观众耳目一新。剧中，廖凡

的演技无疑是最为亮眼的。吴豫这一人

物也给了他很大施展的空间，他把吴豫

卧底19年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表现

得淋漓尽致，在很多时候，无论是喜悦、

激动，还是愤怒、悲伤，抑或是忍辱负重，

廖凡都通过丰富的眼神来表现。比如，

潦倒不堪的吴豫和战友胡夏峰时隔十多

年在公交车站的重逢，一段眼神交流胜

过千言万语；又如最后一集中，吴豫终于

在渡轮上和“宿敌”张弛相遇，两人一言

不发，只是默默对视。这些均称得上是

“教科书式的表演”。

正因为前面大半部分的出色，该剧

的“烂尾”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也大大

拉低了全剧的整体质量。

一方面，情节漏洞百出，注水严重。

比如间谍张弛已被吴豫找到，却仍然让他

一次次逃脱。观众提出了一个个疑问：吴

豫在公寓灯箱停电设局时，为什么不通知

胡夏峰埋伏抓捕？在抓捕张弛之际，为何

非要等到天亮，让干警在门外苦守一夜，

给他充裕的时间去销毁证据、准备炸弹？

在居民楼爆炸后，他怎么能大摇大摆地在

那么多干警的眼皮底下离开？这些情节

设置令人费解，严重违背常理与刑侦逻

辑，仿佛是为了剧情拖沓而故意为之。

另一方面，关于吴豫的“死”和“生”，

也是观众不能接受的。作为一位孤胆英

雄，吴豫最终战胜了宿敌，此前还向女友

黄萧求婚，观众便期待全剧有一个圆满

的结局。而当吴豫受伤被送进手术室

后，局长出来宣布：吴豫死了。此后便是

各种亲朋好友的悲伤、哀悼，包括火锅店

里黄萧的痛哭流涕……孰料，最后吴豫

竟然睁开了眼睛！他之所以要假死，是

因为要换个新身份继续投入新战斗中。

这样的结局太不合逻辑了，吴豫的样子

已经被对手熟知，他还有什么继续战斗

的优势呢？还有，为什么要让他与深爱

的黄萧天人永隔呢？

为了反转而反转的设置，想来想去，

只有一个理由：编剧/导演想让你生就

生，想让你死就死！

事实上，这种处理过去在不少美剧和

英剧中也经常出现，在国产剧中也有。就

连获奖无数的好剧《人世间》，也有这样随

意的处理。作为周家第三代的老大周楠，

戏份不少，包括和冯玥的情感纠葛，但他

去美国留学后，竟然在公路上遇到劫匪，

被一枪打死了。然而在原著中，周楠是在

学校遇到校园枪击案，为保护同学和老师

而死。同样是“死”，意义大不相同。

《宿敌》的烂尾并非个例，前半部十分

精彩，后半部拖沓混乱，是不少国产剧存

在的问题。谍战剧/悬疑剧的收尾，并不容

易，需要揭秘、反转和情感升华，这考验着

编导的能力。“前15集给100分，最后一集

给0分”，也给更多的创作者提了个醒。主

人公的“生”和“死”，都不是小事，希望编

剧/导演还是要认真思考，合理安排，至少

做到逻辑自洽。

提到欧阳修，最广为

人知的，除了他是唐宋八

大家之一，有《醉翁亭记》

等代表作品，还会想到什

么？他的文学成就和政治

成就，哪一个更大些？他

的性格特点、人格特征、情

感特质分别又是怎样的？

用当代的眼光看，他的历

史与文化价值，重点体现

在哪里？——越了解欧阳

修，就越觉得他是位谈不

尽的人物，而越谈论欧阳

修，就越觉得他是位开明

的、进步的、格局大的古代

人物。

作家出版社最近出版

了何楚涵所著《人活起伏欧

阳修》一书，很大程度上回

答了上述问题。需要说明

的是，上述问题并不难理解

与阐述，每位在文学上亲近

过欧阳修的读者，都能说出

个一二三来，但这本书的特

点是，以颇为通俗、鲜活、灵

动的语言，解读并阐释了欧

阳修，使人觉得，他并不像

一位一千多年前的人物，而

像当下正在活跃的一名文

化老人，正在生动地参与我

们的文化与生活，他很像一

位职场上的先行者，像一位

刚直不阿的诤友，以及值得

托付理想与信念的导师。

作者把“人活起伏”这四个字写

进书名，主要是描述欧阳修在政坛

上的波折，作为韩愈的粉丝，他竭力

改变北宋文风，从未放弃在科举制

度层面以文风的改变带动政风的变

革，同时，他也是传统意义上的“死

谏派”，在皇帝面前向来敢言，宋仁

宗、宋英宗对他是“又爱又恨”，不断

对他进行外贬，又反复对他提拔重

用，所谓人生起伏，在欧阳修身上体

现得淋漓尽致，据记载，欧阳修在两

任皇帝当政期间，除了三次被贬，还

数次要求主动降职，对于不拿官职

高低太当回事的欧阳修，皇帝也没

有办法，所以，欧阳修的“起伏”，多

是他自找的，他在官场上的表现，更

接近于内心坦荡的文人，而非精于

计算的政治家。

《人活起伏欧阳修》这本书，表

层里写的是欧阳修的起伏与他的活

法，但内里是在书写他的修养、修为

与修行，他的父亲欧阳观虽是地方

官，但他四岁时父亲去世，使得他回

归普通人身份。长大成人后，对父

亲在世时的名声的崇敬，以及对偶

像韩愈的精神追随，使得

欧阳修的一生，都被良好

的品格所浸润，他双目如

炬，提携的苏洵、苏轼、苏

辙、王安石、曾巩等，后来

均成为思想文化巨星，他

胸怀宽厚，虽与晏殊、范仲

淹、司马光等师友或同僚

有分歧，但均是观点之争

并未结仇，他甚至会举荐

自己政敌吕夷简的儿子吕

公著担当重任，无愧“大宋

第一伯乐”的名号，在今天

看来，能够在封建王朝有

此觉悟与格局的人，实属

难得。

《人活起伏欧阳修》不

算是严格意义上欧阳修的

传记，却是一本好读之

书。它的好读在于，用点

和线的方式，一目了然地

勾勒出来欧阳修的一生。

所谓的“点”，是该书从欧

阳修出生的地方写起，写

到去世的地方，中间涵盖

了他当过官的每个地点，

可以说较为完整地记录了

欧阳修的活动轨迹，这个

轨迹亦描绘出欧阳修的人

生地图，四川绵阳、湖北宜

昌、安徽滁州、安徽阜阳、

河南开封、河南洛阳、山东

青州……在这幅人生地图

上，欧阳修来来回回，奔走

不停，但目的却不是为了个人名利，

而是想塑造他心目中的理想年代。

理想主义，是贯穿欧阳修一生的

一条线，在文学层面上，他的理想主

义是总结经典、继承人文，为此他几

乎用一生时间主修《新唐书》，并独撰

《新五代史》等；在政治层面，他的理

想主义是整顿吏治，提拔能人，淘汰

庸官，提高政府行政效能，解决冗官、

冗兵、冗费问题。他的文学理想大部

分实现了，但他的政治理想却以失败

告终，但综合评价来看，欧阳修的一

生是充实、饱满、丰富的一生，他的

“失败”与他自身无关，在宋神宗时

代，他身居高位，却不下一二十次提

出辞职申请，这一定程度上捍卫了他

的理想主义色彩，为他的个人形象涂

抹了更为令人尊重的一笔。

欧阳修去世于颍州，享年六十六

岁，去世前并无遗言。他曾写过“我

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

（《别滁》），意思是说，他只是和往常

一样醉了而已，不必因为他的离开而

悲伤，有了这句诗，想必欧阳修对自

己的一生是会感到无悔的吧。

◆

韩
浩
月

“前  集给   分，最后一集给 分”
◆ 邵宁

◆ 朱 光

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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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云：“声亦如味。”声音与

味道间似乎自古便有难以言说的缔

结，用“醇厚浓郁”形容音响，用“清爽

与油腻”描绘音效，这些已成惯常。

那么，借由味的诞生地——厨房，从

味象回返至感官，在一场声音的烹调

中，寻味生熟两相。

11月23日夜，张洁敏“掌勺”上

海交响乐团于“馄饨皮”中，申城的食

客们早就翘首盼望着作曲家梁皓一

《中国厨房》里的滋味。作为上海市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舞

台艺术作品展演的一部分，这场音乐

会由上海交响乐团和上海市剧本创

作中心联合制作。特择上海交响乐

团建团145周年“开业”的《中国厨

房》，开张时必然得先整出些声响。

当核心材料于稳定音级上频频往复，

营造着恢宏张扬的音响，张扬的《序

曲》宣示着菜品即将登场。《随园食

单》言：“上菜之法，咸者宜先，淡者宜

后，浓者宜先，薄者宜后，无汤者宜

先，有汤者宜后。”梁皓一巧置大红

袍、青瓜拌海蜇、佛跳墙、北京烤鸭、

热爆明虾、上汤花菜、松鼠鳜鱼、水煮

牛肉、竹筒野味饭与芝麻锅炸，以冷

热荤素生熟饮待客也。

三红七绿，绿叶红镶边，这杯是

梁皓一为食客呈上的“大红袍”，以多

只海洋鼓的错位拍打，辅以钹应和的

声响中描画着制茶时的摇青揉捻与

筛簸之声。排鼓声后，群响皆至，余

下的是弦乐拨鸣中萦绕着的馥郁岩

韵香。作为开胃小菜的“青瓜拌海

蜇”随即登场，在那弦乐与钢琴的率

直对话中，你或许会在脆嫩可口中闻

到海风的味道。

当音群中传来咕嘟的声响，一罐

历经文火煨制与武火淬炖的“佛跳

墙”递上，在那炖煮得当的汤底中，食

客们可品味到生熟两相。在钢琴织

体的写法上，梁皓一遵循着惯用的配

乐化音响笔法，在分解和弦渐进隐现

中，荡漾着汤汁的回香。

“北京烤鸭”无疑是《厨房》内的一

道重头菜，若暂时忽略伊始时还算动人

的长笛，弦乐组于低音区接连现身的模

拟竞奏预示着鸭的离场，那是似宰鸭又

像果木熏烤时的声响，涌动的音群中可

以听到小院中鸭群的游荡。薄如纸片

的鸭皮咔嚓声响起，这昭示着鸭作别了

今生的流浪。忽然，一位身着工作装的

厨师登场！打击乐首席郑巍“提刀上

阵”，于台中央献上一场片鸭现场。或

许你会好奇，菜刀与“TurboCrasher

（特效音色镲片）”间会产生何种美味反

应？这得看餐客们上扬的嘴角！

噼里啪啦的爆炒声，另一重头菜

“热爆明虾”也呈上桌来。海浪鼓与

砂锤的声响象征着翻滚的油锅，而由

小提琴在限定空间内即兴拉奏的几

个音符则令人想到油锅内挣扎的明

虾；入味的“上汤花菜”在提琴于高音

区的畅鸣间，还可见低音提琴的缀

点，柔美的管弦涌露着的浓情的旋

律；苏系菜品“松鼠鳜鱼”是梁皓一随

锦江中餐总厨处学来的，桂鱼制作中

必不可少的改刀、上浆与拍粉，你可

以在水琴的哼鸣与定音鼓边拉奏时

所发出的嗡吟中借用通感找到。

辣椒面、葱花、姜末、豆瓣酱、蒜泥，

管乐潜行间，几声不协和的长笛，颇有

辣椒面爆香时炸跃的木鱼声，抑或是

那多变的调性，均在为嫩牛调味增

香。“竹筒野味饭”里有着野趣的味

道，竹筒、管钟、马林巴与木鱼等打击

乐音色是这饭的主味，特制的竹响筒

击奏间流淌着山林的清香。

饱餐后，再塞入口中几根“芝麻锅

炸”。海浪鼓的抖动似在筛芝麻与炸

锅炸，提琴中的同音拉奏好似油炸时

火候般控制得当。回望这间《中国厨

房》，坐落于生活的声音似乎回应着后

现代主义下“音乐生活化”的主张。借

这场味型兼备的声音宴飨，思索嵌在

食物与声音中生熟两相。将生活中熟

悉的声音入乐，形成了诞生于熟中的

“生响”。从对陌生异域声音的期待

出发，带着生长的经验回归于我们脚

下熟悉的土壤，感知在声音、动作、味

觉等多模态隐喻下的中国味道。

“《中国厨房》开业大吉！”

我听到有食客奋力叫喊道，那是

他们想让中国味道传至每一处地方。

《中国厨房》
声亦如味 ◆ 杨晓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