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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一把二胡，挥洒流畅，似行云流
水；或圆润甜美，悦耳动听，或深沉悲凄，
如苍凉感人。在张佳林的激情演奏下，这
场“清音流芳”个人江南丝竹传承音乐会，
别有一番“发源地”的丝竹原生态。作为
省级江南丝竹代表性传承人，他是用心细
心筹办的。从节目设置、创作编排，到理
念体现、表现方式，把二胡及江南丝竹韵
味淋漓尽致地呈现于世人面前。

“优美的江南丝竹是江南人对美好生
活和秀丽山水的艺术升华，是江南人对善
美和谐社会的精神追求。传承江南丝竹
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情怀，孝
道！”著名二胡艺术家、教育家、上海音乐
学院王永德教授的题词勉励，对张佳林来
说更是备受鼓舞。

张佳林，太仓人。自幼受祖父和父辈
的艺术启蒙，其父亲业余喜爱二胡、三弦、
吹笛之类，吹拉弹唱，样样在行。凭着天
资聪颖，勤奋好学，张佳林考入了当地艺
校、剧团，先后担任二胡、笙、主胡等乐器
演奏。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相继在40
余部大型沪剧中担任主胡演奏，琴人相
拥，名声鹊起。近年来，他专注于江南丝
竹的研究，上有师辈，下有弟子，非遗传
承，责任担当。去年晋升为省级非遗传承
人，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

二胡，属于拉弦乐器，细腻、缠绵、哀
戚，且舒缓、明亮、有力，是民乐大家族中

的主要乐器之一，也是一朵根植于我国民
族文化土壤中的乐苑之花。随着江南丝
竹传承音乐会的奏响，这场别开生面的个
人音乐会，让人们感受到了二胡艺术的魅
力，领悟到了江南丝竹的意境。

“清音流芳，丝竹传人。”张佳林，二级
演奏员，系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员、中
国二胡学会会员。在社会艺术团队中，张
佳林表现非凡，才艺出众，近年来他参与
海内外演奏大赛摘金夺银，且出版唱片，
赴国外演出，还发表二胡专业论文，出版
二胡艺术教程。之所以能够晋升副高职
称，足见其具备多方面艺术领域的造诣。
他的二胡艺术教学成果可谓桃李芬芳。

开一场个人江南丝竹音乐会，这是张
佳林多年来的事业梦想。为此他四处奔
走，在主办、承办及协办单位领导的统一
协调下，终于落实了录像播出方式，在不
放松疫情管控的态势下，这场个人江南丝
竹音乐会的举办非常难得。虽然少了现
场观众与氛围，但各种专业要求丝毫不
减，张佳林江南丝竹音乐会依旧传承与创
新，看点不少，为江南丝竹发源地增添新
的色彩。

节目丰富，涉及面广。11首江南丝竹
曲目的编排演奏，涵盖创作、演奏、传统乐
器的融入等诸多领域，既体现二胡主打乐
器，又呈现丝竹几许韵味。由其担任主奏
或参演的6首演奏曲目，各显风韵。如领

衔11位小学生演奏《江南小调》开场曲，
参演最小年龄的才上幼儿园大班，但演奏
起来一板一眼，雏音清清；《龙虎斗》“开档
让路”的加花变奏，体现太仓丝竹的灵动
活泼，再现丝竹发源地的技法特色；《祭
海》《方卿见娘》中，体现了戏曲、曲艺与江
南丝竹二胡艺术相互渗透的历史渊源，还
有《祥烟初起》《江南美》《行街》等节目，各
具特色，各显风采。

编创曲目《祥烟初起》是根据太仓道
场乐班的同名音乐改编而成，也契合了丝
竹的草根属性，来自于乡野，脱胎于民
间。乐曲深切虔诚，意境悠远，具有典型
的昆曲韵味，该曲还加入嘉隆年间始创于
太仓的乐器提琴、小三弦，这两种古老器
乐的有机融入，体现出器乐传承的多样
性。根据沪剧常用小调《夜夜游》改编的
二胡齐奏曲《游乐》，其曲调轻快活泼，耳
熟能详，江南风格鲜明，表现了人们在美
丽家乡游玩的愉悦心情。

为了在舞台上呈现小三弦、提琴等传
统乐器，张佳林特意去苏州定制了一把古
色古香的提琴，并在《祥烟初起》里与小三
弦演奏员一起演奏，让传统的“弦索”奏响
天籁。“重拾提琴这个即将消逝的古老乐
器，体验不同的音乐质感，这是抢救性保
护举措。

说起传统的提琴，太仓老艺人手中曾
有过，也演奏过。应该说，在丝竹器乐传

承谱系中，拥有一席之地。但市面上却很
少见过。以至于提琴之类的乐器，终成为
稀有的物什。在充满道教色彩的音乐中，
因小三弦、提琴等传统器乐的加入，为弓
弦琴音增添了别样乐章。

二胡二重奏《慢三六》、江南丝竹文曲
《霓裳曲》、二胡独奏《雪山魂塑》、评弹《方
卿见娘》、沪剧清唱《祭海》等节目，从不同
角度展示了二胡艺术的演奏技巧，或风格
流派、或传承态势，体现了二胡艺术具有
独特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近20年来，张佳林得到了王永德教
授的言传身教，在二胡演奏、江南丝竹技
艺诸多领域受益颇丰，他的《江南风格二
胡教程》专著，王教授还写下了热情洋溢
的序言。在这次音乐会上，王教授亲自
担纲二胡领衔，演奏传统江南丝竹八大
曲之一《行街》，把音乐会推向高潮。其
间张佳林担任二胡演奏，与他的乐团队
员们联袂上阵，奏响了一曲江南丝竹的
雅韵华章。

“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
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
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这是《乐
记》中对栩栩如生的琴声感觉描述。有传
承传统老艺人的演奏，加入了新生代晚辈
的探索，张佳林力求“承上启下”“上下求
索”，充分体现出当下传承人的中坚力量。

愿“清音流芳”薪火相传，奏响天籁。

弓弦琴音丝竹情
□宋祖荫

村上春树有一句名言：当我们在谈论跑步
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对不住大师，今天
我想很俗气地套用他的话：当我们在吃五仁月
饼的时候，我们在吃什么……

在品种日趋丰富、名目日益新巧的月饼
界，我为何独独谈到五仁月饼呢？因为对它
情有独钟。

五仁月饼是中华传统糕点之一，全国各
地都有各自做法的五仁月饼，在各式中秋月
饼中最为著名。它具有配料考究、皮薄馅多、
味美可口、不易破碎、便于携带等特点。这种
月饼，呈鼓形，边稍鼓出，花纹和字迹清晰，形
状端正，不破皮，不露馅，边角分明；边缘呈象
牙色，底面棕红色；口味香甜，绵软带酥，有多
种果仁香味。

和其它月饼比起来，五仁月饼的馅太特
殊了，没有哪一种月饼馅跟它一样，是用至少
五种食材混在一起做成的。这五种食材一般
为杏仁、桃仁、橄榄仁、芝麻仁、瓜子仁，混合
在一起又香又甜，咬一口齿颊留香。而且，五
仁月饼是我们祖先的一大发明。在古代，食
物很难保存，古人将五种“果仁”放入饼中，经
过烘焙去掉水分，成功地延长了食物保存的
时间，这就是我们今天吃的“五仁月饼”。我
们聪慧的祖先为了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动足
了脑筋、下足了功夫。这让我想起近代革命
先驱瞿秋白先生在救义前，写下《多余的话》，
其中写道：“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
世界第一。”“五仁月饼”也是。

中秋节到了，各地都有自己的习俗。但
中秋节的习俗共同之处不外乎祭月、赏月、观
花灯、吃月饼。而其中的吃月饼是必不可少
的。古诗写道：“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
意思是说：我们吃的月饼就像是那十五圆圆
的月亮，中间还有香甜美味的夹心。有说此
诗句出自东坡先生，我没有考证过。可考的
是：古人把对生活的美好愿景寄情在“嫦娥奔
月”这样的神话中，把小小的月饼与圆圆的月
亮联系在一起。

我们的祖先把月饼、中秋与仰望浩渺星
空的飞天梦想联结在一起，写出了中华民旅
最浪漫的篇章。值得欣慰和骄傲的是，中秋
佳节前夕，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家园，执
行飞行任务的航天英雄们披风沐雨，凯旋回
家。我想，他们在离开空间站返回地球时，最
想念家乡的味道里肯定有一味是月饼的香
味，因为那是民族共有的味觉记忆！让我们
告慰祖先：神秘而未知的外太空，中国人正越
来越多地驻足与停留，在蔚蓝的苍穹，留下了
中华民族不懈的探索和永恒的初心。

那么，我们可以说：在吃月饼特别是五仁
月饼的时候，吃到的不只是祖先留给我们的
食物精粹，更能感悟到中华民族的想象力、创
新力、融合力，乃至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五仁月饼”杂谭

□朱乃燕

秋天是街巷里飘出的一股鲜膻，
在这个略感薄寒的清晨，
用一碗热烫鲜香的羊肉面，
抚慰一天的匆匆。

秋天是农家灶头上腾出的一股菜香，
软糯可口的芋艿，
是田园水乡的最好馈赠，
用味蕾唤醒关于秋天所有的记忆。

秋天是糖炒栗子的焦香，
伴着秋风回到童年，
盐铁塘边，鲜红的火苗舔舐着乌黑的大

铁锅，
铲子让板栗与煤渣翻滚狂欢。

秋天是泥土气息中夹杂的花果香甜，
徜徉在风吹稻浪中，
眺望远处的繁华，
是城在田中？还是园在城中啊？
秋天是寄往远方的一瓶酱菜，
封存了家的温度和味道，
舌尖浅浅的乡愁，
都是心底深深的牵挂。

秋天是落在肩头的一阵桂香，
香郁而浓烈，
就像我对这座城市的热爱，
萦绕心间，久久不散。

秋之味
□金颖超

去年初冬，在邻居家的花盆里剪下
一片叶子，看上去很普通的一片叶子。
近二十公分长，三、四公分宽，淡淡的绿
色中夹杂着一点黄，色彩也是暗暗的，
一点也不光鲜。这是从开昙花的植株
上剪下的一片叶子。微信好友中有家
里养植昙花的，到昙花开放时，将照片、
视频一一展示在朋友圈。一是显摆自
家的养花成果，二是这么美丽的花朵也
属稀罕之物，见者有喜，大家分享，真是
大饱眼福。这是一种神奇的花朵，美艳
至极，怎么形容都不为过。而眼前的这
片叶子，怎么能与那么娇美的花朵连接
起来。“能成活吗”“能开花吗”，问号一
连串。“能！”邻居的答复充分肯定。于
是，兴冲冲地捧回这片叶子，小心翼翼
地插在阳台的花盆里，隔三差五地浇点
水。冬去春来，花盆里的这片叶子没什
么动静。随着天气慢慢地暖和，叶子的
颜色逐步绿得深一些、纯一些，光泽也
出来了，绿油油的。叶子微微有点往后
仰着，似乎告示着它的生命气息。这片
叶子成活了，真值得高兴，因为有开花
的盼头了。

那是进入初夏的时节，早上仍然给
阳台上的几盆花花草草浇水。猛然间，
发现这片叶子的背后，吊着一个大金
钩，长短足足与花叶相当。这不是一个

大花蕾吗？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肯
定要有一段时间，怎么一点也没发现
呢。仔细一看，微微后仰的叶子正好遮
盖着花蕾的成长，花蕾的成长又牵引着
叶子不断地往后弯曲，成了花蕾的天然
掩体。真是一花一叶一体相连，构造了
紧密依存的小景致，难分你我的小天
地。我真是喜出望外，赶紧拿出手机拍
照，问朋友圈内的“专业户”：“什么时候
可以开花？”朋友胸有成竹地答复：“好
事临门，就在今宵！”侥幸啊，错过了此
时，就等于与久盼的美境失之交臂。是
谁安排得如此神奇巧妙，内心不由地生
起一份感恩之情。晚饭后，我守在花盆
旁，静静地等待着这一片叶一朵花的高
光时刻。

晚上八点多，花蕾的开口逐步大
起来。看着它，似乎不觉得什么，转身
一会儿，再去看看，花蕾的开口明显大
起来。到晚上十点多，花朵全开了！
不大的一片叶子，牵挂着一个着实不
小的大花朵，朋友圈内人见人爱，啧啧
称奇。这朵花，如雪似玉，洁白无暇，
在夜色中，微微泛着银色的神光。淡
黄色的花蕊星星点点，平添了几分暖
意。椭圆形的花瓣围着花蕊紧紧挨
着，好像一群可爱的小朋友肩并肩手
挽手，仰面含笑与你对望着。花朵的

外围是条型状的花瓣，间隔排列着成
放射型，就好像小时候画太阳公公的
光芒线条，无形中拓展着花朵的魅力
空间。花朵最外面细细密密的一层是
丝丝缕缕的花瓣，好像女孩子连衣裙
领口袖口上的蕾丝花边，装扮整朵花
更为妩媚温柔。从晚八点到十点的两
个多小时，花朵经历了从开口到绽放，
从腼腆含羞的小妞到魅力四射的仙
女，完成了惊人艳丽的完美展示。人
们说“花看半开”，花朵盛开之时，就是
花朵衰落之始。整个下半夜，花朵逐
步收拢闭合。天亮时分，花朵已成一
个大花穗，无力地低垂着，似乎显示着
它已完成了对生命的郑重诺言。丝丝
缕缕的花瓣背面竟然是金黄色的，包
裹着花朵玉体，真好像疲惫至极的美
人身上披着飘逸闲散的金缕衣。已是
凋谢的花朵竟然还是那么动人。

这一叶一花，精致倾城的美容，独
一无二的辉煌，在日落之后，在日出之
前 ，无需他人关注，无需世俗称道，更无
需同类攀比，它只管尽情拼力，淋漓酣
畅，美轮美奂，至高无上。然后悄然而
去，安然而息。唯有绿叶枝条相伴，天
地星月作证。但是，“昙花一现”，早已
成了人们的千年记忆，成了人们对美好
的不尽追求。

一叶一花
□高志强

一

栾树的花期，刚好够秋
天结成种子。

花房很小，秋天也不巨
大，一个个落在行人的头顶
或肩上。

那一片寂寞的金黄。
好一片寂寞的金黄。
在人间写一篇关于非人

间的文章。覆盖了悲喜愁
怨，重请出山高水长。

二

我不喜欢遥远的距离，
爱 一 个 人 ，最 好 在 目 光 之
内。看她做饭、洗衣、拖地，
看阳光用缝隙把她变成流水
或树林。

思想本来就是空的，连
一颗星星都不应该放进。亲
爱的，我只会把你放在凡间，
目光所及，小小一片陆地，只
有蒲苇鸥鹭，没有舟楫。

三

有一百种写法去写一个
人，你只能选其中的一种。
放弃一片森林，去写一条小
路，怎么写都是忧伤。

凡 鸟 在 唱 ，雨 露 是 歌
喉。风叶摇晃，阳光是金蛇。

有一百种写法去写一个
人，放弃九十九种，让他更像
一个殉道者。

四

市镇兴了败，败了又兴，
山还是那个样子。

人物散了聚，聚了又散，
月光还是那个样子。

没有一座桥会刻意地等
待消息，你来了，才有了流水
样子。

总是关不住风，突然闯
进来，故乡与天涯翻成一个
样子。

五

有了人物，栈桥才有历
史，湖水才有名姓，秋风才有
了和我一样的样子。

有时候湖水就是青山，
有时候湖水就是杨柳，有时
候湖水就是你。

杨柳发青的时候，就是
一树的雨水。烟雨迷蒙的时
候，就是一湖的别离。

古塔暮色 计海新 摄

随感小品五则

□长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