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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一叶

“歌剧的歌和剧是密不可分的整体。”
“歌剧给人‘高雅’‘艰深’‘门槛高’的印

象，越是如此，我们越要努力找到一条沟通大
众的路径。”

10月15日晚，首部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
歌剧《一江清水向东流》在重庆施光南大剧院
上演。音乐中的重庆元素，让观众感受到浓浓
的巴渝风貌。

《一江清水向东流》的作曲由中国音协顾问、
中国合唱联盟主席、著名作曲家孟卫东担纲。

民族歌剧需要怎样的传承与创新？艺术
创作如何适应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民族歌
剧的未来该如何发展？

趁《一江清水向东流》首演之机，本报记者
与孟卫东进行了对话。

借鉴板腔体是作曲思维“之一”，不
是“唯一”

重庆日报：歌剧的歌和剧是密不可分的整
体。在你看来如何用音乐更好地体现歌剧的

戏剧张力？
孟卫东：音乐是对比的艺术，音乐的戏剧

性、戏剧的音乐性，缺一不可。音乐的戏剧性
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音乐结构的复杂程
度，快慢高低；二是旋律的调式和调性变化。

戏剧的落点是“人”，歌剧要写出人物命
运，解决好人物塑造问题，同时也要严格遵循
歌剧的基本规律。

中国观众大多有“看戏”的审美定势，更注
重戏剧的故事性，这就要求我们把对戏剧的认
知带入民族歌剧创作中去。比如，重唱不是简
单的你唱一句、我唱一句，它是同一个戏剧情
境下，两个角色内心活动、戏剧动作的不同，从
而构成重唱契机，这样设置的重唱才有艺术性
和戏剧性。

重庆日报：当下我们应如何更好地塑造民
族歌剧独特的艺术语言？

孟卫东：戏曲、民族民间音乐是中华音乐
文化的根基，有很强的审美基础。但我认为，
借鉴板腔体（中国戏曲、曲艺音乐中的一种结
构体式）是民族歌剧的作曲思维“之一”，但不
是“唯一”。传统的歌剧音乐要有民族的调式，
注重调性化、旋律性。我们的任务是要用歌的
韵味、剧的魅力，体现中华音乐文化的辨识度，
让今天的观众更乐于接受。

重庆话的表现力很强，稍加变化就
很有音乐性

重庆日报：你仅花了4个多月创作《一江清

水向东流》，并且是写一首，重庆市歌剧院就排
一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用歌剧来表现生态
文明建设这一题材，你有何心得？

孟卫东：我非常热衷于歌剧的创作，对歌
剧的探索也有着多年经验，每年我会写1-2部
歌剧，同时还有一些其他体裁的音乐创作。

我一直坚信，歌剧音乐创作要有整体性思
维。生态文明建设从来不是抽象的，它是繁华
都市中的空气净化，同样也是众人脚下清澈的
水。我们想通过这部剧让观众记住自己身边
为生态文明建设默默付出的人，同时引导观众
思考自己应该从何做起。

我写歌剧、歌曲首先想到的是要让中国观
众能够听懂，让演员喜欢唱。所以，我想打造
一部音乐风格比较别致、时尚、轻松，甚至幽默
一点的轻歌剧。音乐上可以稍微“轻”一点，走
轻歌剧的风格，或许有些类似于音乐剧。

在这个目标下，我们在旋律中加入了花
腔，代表着青春态、年轻化，并引入了爵士鼓、
吉他等乐器，让整部剧呈现出一种时尚感。

重庆日报：在演出中，你还加入了重庆元
素，比如方言、啰儿调、劳动号子等等。不少观
众反馈，这些元素与传统歌剧并不违和。

孟卫东：我希望我写的东西人们喜欢听，
虽然要做到所有人都喜欢很难，但是能被一部
分人喜欢，或者是能为非专业的观众喜欢，我
就很开心。

音乐能够刻画、表现人最细腻、最微妙的
情绪变化，在故事情节矛盾冲突展开中，具有

烘托剧情、推动故事发展的作用。
在我看来，《一江清水向东流》是发生在重

庆的故事，用重庆话也很自然，并且，重庆话的
表现力比普通话强，稍加变化就很有音乐性。
我想，我的写作目的也就实现了。

把目标放高一点，再多给民族歌剧
一点耐心

重庆日报：歌剧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同
时，欣赏歌剧也有一定的门槛。怎么让更多人
接受并喜爱上这门艺术？

孟卫东：我一直认为，我们的音乐故事是
给中国人看的。一部真正留得下来的优秀歌
剧是要让观众爱听、演员爱唱，甚至能让观众
哼着某段旋律走出剧场。例如，《白毛女》的
《北风吹》、《江姐》中的《红梅赞》……优秀的民
族歌剧中大多出现被广为传唱的片段。

从作曲角度看，这样的唱段最好是分小节
歌唱，旋律朗朗上口，唱词通俗易懂。我在作
曲时，也会认真考虑观众的接受程度。比如，
在编排曲目上注意起承转合，以调动观众的情
绪。

歌剧给人“高雅”“艰深”“门槛高”的印象，
越是如此，我们越要努力找到一条沟通大众的
路径。

重庆日报：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代中国的
歌剧创作处于繁而不荣的状态，新创作层出
不穷，留下的却是凤毛麟角。你如何看待这
种现象？

孟卫东：这几年民族歌剧创作处在一个
井喷式的阶段，中国的作曲家一直都在探索
中国民族歌剧的发展之路。目前，民族歌剧
发展正面临一个大好时期，在政策上我们有
民族歌剧扶持计划，各地都在创造条件排演
歌剧。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民族歌剧还
很年轻，当下还有一些不足有待我们去完善。
作品数量是多了，但质量还不够好，总能被观
众找到瑕疵，这里扣一分，那里扣一分，总分就
拉低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把目标放高一点，
再多一点耐心。

重庆日报：你之前和重庆市歌剧院携手打
造过歌剧《尘埃落定》，重庆的歌剧土壤如何？
你对重庆歌剧未来发展有何建议？

孟卫东：重庆市歌剧院是一个有着优良传
统的老牌院团，创作出了一批歌剧艺术佳作。
这些连连获赞的艺术作品，证明了“重庆造”歌
剧的潜力。

当然，我认为重庆歌剧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比如，我们要学习外国歌剧在音乐上的丰
富表现力；要让民族歌剧不仅要唱段好听，而
且还要好看，需进一步完善声部分配上的不
足；要善于吸收先进的艺术创作经验，为民族
歌剧所用。

取他山之石的同时，也要加强本土人才培
养，强化剧本创作，注意围绕题材故事进行构
思，故事和音乐不能“两张皮”。有所为有所不
为，方能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作曲家孟卫东：

歌的韵味、剧的魅力，体现中华音乐文化的辨识度

□余道勇

金秋时节，草木葱茏。
金佛山北麓南川区南城街道林堡社区微

信群里炸了锅。一只不知名的黑猴在村民卢
玉洪家后院的黄葛树上跳上跳下，把他们一家
吓了一大跳。他赶忙在村民微信群里发视频
和图片求助。群里七嘴八舌说开了，“快点去
买点香蕉喂猴啊！”“大家不要伤它哟。”“马上
向政府报告啊！”“那只猴很奇怪也，全身都是
黑的，只有两颊是白的。”……

微信群里的议论，又通过朋友圈传到了许
多人的手机里——这只黑猴通体黢黑，拖着一
条长长的尾巴；仅面部两颊至耳垂处各有一片
白毛，像戏里的花脸，又像穿着黑衣的圣诞老
人；头顶上一撮直立的毛冠，很酷的样子。

林业及动物保护部门迅速获悉了这一信
息，立即派出专家进行调查，确认这是一只离
群的雄性白颊黑叶猴。这是南川城区周边首
次发现白颊黑叶猴的踪迹。

白颊黑叶猴？卢玉洪及村民们感到十分
有幸，他们亲眼目睹了一只金佛山的精灵。

白颊黑叶猴是国家一级珍稀保护动物，一般
栖息在金佛山东麓之天山坪、庙坝一带的高山峡
谷里，怎么会突然跑到离人群如此接近的城市周
边来了？南川城区离庙坝直线距离三四十千米，
海拔相差一千多米，而且白颊黑叶猴都是以种群
聚居，为什么在城区周边会出现一只孤独的公猴？

南川人都听说过一个黑叶猴夤夜救恩人
的真实故事。那是2000年的夏季，一只严重
受伤的黑叶猴被庙坝村村民王臣武收养疗伤
后放归大自然。有一天夜晚，王臣武家被这只

黑叶猴急切地敲开了门，黑叶猴黑乎乎的爪子
拉扯着王臣武的衣角往外拖，并发出“哇哇”惊
叫。王臣武明白了黑叶猴的意思，他立即动员
全体村民连夜逃离村庄。不一会儿，山洪暴
发，山体滑坡，整个村庄被淹埋，虽然遭受重大
财产损失，但所有村民均安全得救，无一伤
亡。黑叶猴知恩图报，拯救了全村人的性命。

现在，一只孤独的白颊黑叶猴再次出现在
人们眼前，人们怎能不出手相救？可喜的是，
群众的动物保护意识很强烈，黑叶猴未受到丝
毫的惊吓和伤害。几天后，它安全返回它的栖
居地——金佛山东麓的庙坝。

据动物保护专家透露，这只白颊黑叶猴可
能由于在种群内受到“排挤”，或是因为求偶失
败，故而独自离群。由于现在从保护区到城市
周边，生态和植被都得到了良好的保护，黑叶
猴的栖居地范围扩大了，这只雄性黑叶猴在

“寂寞”中不知不觉就跑到城市周边来了。
国家对白颊黑叶猴的保护由来已久。金

佛山是重庆市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始建于
1979年；2000年经国务院批准升级为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是以黑叶猴、银杉、林麝等珍稀野
生动植物为主要保护对象的中亚热带森林生
态系统自然保护区。

经过二十多年的保护，白颊黑叶猴的数量
翻了一倍。上世纪90年代末，金佛山白颊黑叶
猴只有约75只，目前已达到了160-200只。到
底是如何开展保护、促进其种群繁衍的呢？

金佛山自然保护区专家李鲜告诉我，他们
持续开展了黑叶猴生态环境的恢复工作，让地
球最北界黑叶猴的生态环境保持原生态。

每年11月至次年3月，是黑叶猴食物短缺
的季节，工作人员和护林员会定时少量将食物
放至黑叶猴的活动区域为其适当补食，解决黑
叶猴的冬季觅食困难问题。

同时，他们还在猴群分布区安装视频监控
和红外线相机，进行实时监测，了解猴群生长
生活规律。

最后，也是最为辛苦的工作，就是开展对
白颊黑叶猴的野外调查和跟踪分析，为黑叶猴
保护提供有力依据。

在金佛山，除了白颊黑叶猴外，国家级保
护动物还有云豹、林麝、金雕、黑鹳、大鲵、红腹
角鸡等77种，国家级重点保护植物有银杉、银
杏、珙桐、水青树、鹅掌楸、巴山榧等93种。

2021年10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
次缔约方大会在云南昆明的召开令人振奋和
鼓舞。“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养以成。”金
佛山的优良生态，诠释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
保护人类生存家园这一科学道理。

金佛山及其白颊黑叶猴的保护只是我国
保护生物多样性资源的一个缩影。万物并秀，
生机无限！放大我们的视野，我们有数不清的
金佛山、秦岭、长白山、武夷山、神农架……人
与自然应和谐共生，我们与黑叶猴们，共同构
建着地球生命共同体。

黑叶猴的美好家园

秋宵月色（中国画） 曾令富

【艺谈录】

□蒋登科

2021年10月23日是个星期六，阴沉了大
半个月的重庆突然阳光明媚，天空湛蓝，没有
一丝杂色。我希望这是一个好兆头。

早上9点多，我给罗炜打电话，了解傅天
琳老师的身体状况。他有些急促地告诉我：

“正在抢救！可能就是今天了！”这消息让我大
吃一惊，虽然我知道她的病情时常反复，但一
直都有向好的征兆。

傅老师本人有着战胜病魔的毅力，我们也
一直在为她祈福。罗炜的语气让我突然觉得，
她这一次也许真的扛不过去了。眼前美好的
天气难道是为天琳老师引路的？我一下子就
对它没了好感。

我把消息告诉几个好友之后，就在手机上
翻阅最近几年和天琳老师一起参加各种活动
的照片，看到的是她的灿烂笑容，但我不争气
的眼里却满是泪水。

之后我一直不敢再给罗炜打电话，直到下
午两点过，罗夏发给我几个哭泣的表情。我知
道大事不好了，于是向罗炜确认了天琳老师离
去的消息。我在沙发上静静地坐了半个小时，
才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个“沉痛哀告”，公开
了天琳老师去世的噩耗。

我与傅天琳老师相识于1986年。那时，
她已经是赫赫有名的青年诗人，几乎获得了当
时所有重要的诗歌奖项。

她很年轻，充满活力，但我们从她身上看
不到一个成功者的骄傲。在一些诗歌讨论会、
分享会上，每次轮到她发言的时候，总感觉她
几乎是蹦蹦跳跳地走上讲台的，带着亲切、令
人愉快的笑容。30多年来，我感觉她一直都
是以这种形象、这种表情面对朋友。

天琳老师只比我母亲小一岁，肯定是我的
长辈，但她从来没有以长辈身份与我交流，我
有时称她“傅老师”“天琳老师”，更多的时候称
她“天琳大姐”，她非常喜欢这个没有距离、没
有代沟的称呼。我们亦师亦友，相互信任，在

不同场合见面交流肯定超过了一百次，每次都
非常愉快。

她今年2月生病以来，我们一直保持着电
话、微信联系。3月中旬，她当时刚刚好一点，
本来不宜外出，但还是和我们一起在潼南参加
了川渝诗歌学会举行的采风活动。她说，活动
是她组织的，必须得去。

她显得比较虚弱，由她爱人老罗陪着。不
过，在双江镇下车的时候，她双腿发软，突然下
蹲，幸好身边的人马上扶住了她，让她坐上车休
息。我找来车上的薄被给她盖上，心里很难受，
那么坚强的一个人，生病之后就突然虚弱成那样。

回来之后，她到医院继续治疗。4月下
旬，我去涪陵参加一个诗歌活动。我知道天琳
老师在住院，到了之后才知道她竟然去了活动
现场，而且写了发言稿。不过，她是带着氧气
袋去的，走路很吃力。她答应参加的活动，除
非万不得已，就一定会兑现承诺。

我感觉她的状态比上个月更差，走路需要
人扶着，说话也有点有气无力的样子。回家之
后，她又去住院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状态
明显好转。她告诉我们说，她是在战斗，赢了
就好，败了就麻烦。那一次，她赢了！

在回家调养期间，她身体恢复得不错。我
们通过多次电话，几乎每天都有微信交流，并
且期待在她的身体完全康复之后，组织一个聚
会，所以就没有安排时间去看望她。心里想的
是还有机会，还有时间。现在想起来，有些事
情真的不能等啊！

9月1日再次住进医院之后，由于疫情防
控原因，我们不能去医院探望，她本人也因为
使用了呼吸机而不便交流，我只能从她的家人
那里了解她的状况。不少诗歌界的朋友向我

打听她的信息，大多数情况下，除了叶延滨、李
琦、刘立云和身边几个随时都可以吆喝起来的
朋友之外，我都有所保留，没有完全将实情相
告。一方面，天琳老师是个好面子的人，她肯
定不希望朋友们知道那么阳光的她，变得那么
糟糕；另一方面，我和身边的朋友们都期待奇
迹出现，期待福祉会降临到好人身上。但是，
我们最终没有等到奇迹的发生。

天琳老师是一个具有天赋的诗人，从事诗
歌创作60年，眼光向下，感觉向内，精神向上，
为我们奉献了大量优秀的诗篇。

从《绿色的音符》《在孩子与世界之间》《音
乐岛》《红草莓》《太阳的情人》《另外的预言》
《结束与诞生》到《傅天琳诗选》《星期天山就长
高了》《柠檬叶子》《傅天琳诗集》《幽蓝幽蓝的
童话》《果园与大海》《最好的风景 最痛的山
水——傅天琳诗歌精选》《傅天琳诗歌99》等，
每个时期都有精品，每类主题都有代表作。

她的散文集《往事不落叶》《柠檬与远方之
歌》《天琳风景》等也用诗的语言记录了她的风
雨人生、不懈求索。长篇儿童小说《斑斑加油》
是她与爱女罗夏合作的，体现了母女深情，记
录了外孙女的成长历程。

她追求守正又创新，很多作品收入了中小
学教材和指定读物，成为广大读者的精神食
粮。她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外发行，
出版过日文诗集《生命的微笑》、韩文诗集《五
千年的情和爱》等等。

她是一个善良的人，心思细腻，常常为一
切善良的行为和事情感动。读到优秀的作品，
她都会感动得泪流满面。她的创作也是这样，
没有感动自己的事情，她肯定不会写。她为很
多诗歌作者修改作品，无论肯定还是批评，体

现出的都是真挚的关爱。
她是一个不断自我超越的人，面对现实的

艰难，她没有低头；面对艺术的探索，她没有盲
目跟风，更没有停步不前。她的作品就是对现
实与人生的真实记录和精神超越，也体现了她
的人生与境界的不断提升。

天琳老师是重庆的第一个鲁迅文学奖获
得者，为重庆这座诗歌重镇的地位增加了重重
的砝码。有几次聊天的时候，我们说起诗坛上
对一些获奖诗人作品进行解剖、批评的案例，
她说她怕得很，不敢多说话，怕别人挖出她过
去的作品。她说，哪个诗人没有写过孬诗嘛，
不可能每一首都是好诗。我告诉她不要担心，
因为她在不同时期、不同年龄都写出了优秀的
作品，而且她这么谦虚，不断追求创新、突破，
不会有人专门针对她的。

她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担任重庆新诗学
会会长期间，她面对的主要是诗歌爱好者。但
她没有看低这些人，而是组织了大量的采风、
交流活动，创办了“银河之星”诗歌奖，为诗歌
爱好者点评修改稿件，为他们的提升创造条
件，确实使很多基层作者的创作水平得到了提
高，为诗歌艺术的普及做出了贡献。

她是一个坦诚的人，做不来假，也不愿意
做假，而是把爱恨喜怒都写在脸上。她对自己
的优点和缺点都非常了解，而且敢于在朋友中
说出来，让大家更感受到她的可爱和真诚。

她说她谈不来理论，写不来论文，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要那么写。广东的一所中学多年
来一直把她的《背带》作为校本读物，有一次专
门邀请她去谈谈这首诗。她说她真的不知道
怎么讲，于是给我发来信息:“登科，快点救急，
广东那边叫我去谈这首诗，你告诉我我是怎样

写这首诗的。”我就简单地从结构、意象、语言、
情感、虚实等方面给她谈了一下。她后来告诉
我，几乎就是按照我的说法讲的，效果很好。

我知道这都是她的谦虚。她读的书其实
很多，古今中外的书都读，而且有批注的习惯，
只要是触动了她内心的好诗，好句子，她可以
做到过目不忘。读过《窦团山问》《月亮上站满
诗人》等作品的人，可以切实体会到她诗中的
信息有多丰富，诗中的思考有多深刻。

总之，天琳老师是一个对家人、朋友、生
活、艺术都充满热爱的人，总是以阳光的心态
打量一切，以纯真的微笑面对一切。

年轻的时候，她写了很多优秀的儿童诗，
那是和儿女的成长同步生长的；花甲之后，她
又写了很多儿童诗，那是陪伴外孙女、孙女时
的艺术收获。她的笑容总是那么单纯、温馨，
像儿童一样对生活充满新鲜感。她的诗也是
如此，追求的是“让我们回到三岁”的单纯、干
净，是“花甲女生”的梦想、纯粹。

天琳老师的突然离开，让诗歌界的好多朋
友都很震惊。作为被天琳老师称为“家人”的朋
友之一，我更是切身感受到那种说不出的痛。

先不说这样一个重要诗人的离去给诗坛
带来的巨大损失，就是从朋友的角度，我突然
感觉到内心空落落的。过去想聚会的时候，几
个电话就可以马上把朋友们约在一起，天南海
北地闲聊一通。今后，我们再也没有这样的机
会了，天琳老师乘着秋日的阳光远去了，只留
给我们无尽的悲伤与怀想。

天邻风景是天琳老师生前居住的小区，每
次从旁边经过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她住在那
里。今后肯定还是会这样。我也以这个谐音
创造了“天琳风景”这个词，它不只关涉傅天琳
的诗，而是整个的傅天琳，她的诗品，她的人
品，在新诗史上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人虽去，但这道风景将永存，滋养着我们
继续写好诗，做好人。精神的力量是无限的，
这或许就是远去的天琳老师给我们留下的最
宝贵的财富。

泣别天琳老师

■巴山风物 ■渝水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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