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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阳是一位比较有特点的
探索性新锐导演，他的电影作品
不多，出品节奏也较慢，但质量
都维持在一个不错的水准——

《绣春刀》系列是公认的“开创
性”作品，《刺杀小说家》口碑票
房双赢……近期播出了他的首
部电视剧——以三国时代为背
景的古装谍战剧《风起陇西》，一
开播即现“王炸剧”效应，播完后
相关话题仍“谍谍不休”……

《风起陇西》中的“谍变”的
确拍得很好看，但通过此剧更能
看出导演路阳诸多令观众惊艳
的“蝶变”——

首先让人惊艳的是他拍出
了电影质感。电影导演转战电
视剧，是时下的一种趋势，比如
冯小刚的《南辕北辙》、管虎的

《鬼吹灯》、王小帅的《八角亭谜
雾》，据悉王家卫、张艺谋的电视
剧处女作也在紧锣密鼓制作
中。而路阳的“电视剧首秀”惊
艳处在于其“电影定位”的叙事
方式和拍摄手法，相对简约、伶
俐、紧凑、快节奏的叙事很像他
的电影成名作《绣春刀》，比如对
蜀汉和曹魏分别埋设“白帝”与

“烛龙”的卧底设计，如同电影
《无间道》情节般，一环套一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紧张而好
看，少了许多电视剧的拖沓琐
碎。再如对人物环境及影像风
格细化到用光、背景等层面的细
致追求，整部剧一如他以往作
品，运镜、构图、画面都带有电影

般的精细质感。比如剧中的光，
用路阳的话说：“我觉得，光影对
人物的塑造是极其重要的，从光
线上，团队希望用丰富的手段，
来塑造人物所处的气氛，以及塑
造人物。”

让人惊艳的，还有路阳将电
视剧悬疑要素的设计如蝶变般
的“提档升级”，拍出了古版《潜
伏》《悬崖》的效果，令人眼前一
亮。路阳是求变的，而他的“变”
更多是倾向“古装+”，像《绣春
刀》系列是“古装+武侠”，《刺杀
小说家》，是古今穿越的玄幻，而

《风起陇西》则是“古装+悬疑”。
这些作品中都有路阳的悬疑反
转设计，像《绣春刀》是在悬疑的
加持下更多着力在武侠电影的
创新和探索，而《刺杀小说家》中
的反转更多是玄幻情节的形式
铺垫，其中的悬疑和反转相对都
是配料。但到了《风起陇西》，则
从题材上实实在在将悬疑贯穿
始终，从单层悬疑上升到“多重
悬疑”，反转也上升到“复合反
转”——故事的反转，情节的反
转，人物品性的反转，并将悬疑
剧“上升”到谍战剧的“专业”层
面。这一集你看冯膺像“烛龙”，
下一集觉着李邈可能是魏谍，看
谁都有些可疑，这就有点谍战剧
的感觉了。加之剧中背景是古
代的“谍影”“碟中谍”设置，包括

“司闻曹”“靖安司”等谍战机构、
“冯曹掾”等身份称谓，甚至“密
语雕版”等物件的呈现，都给观

众很强的新鲜感，令观众大呼过
瘾。路阳对马伯庸此题材小说
的选择，本身也说明了他对此道
的偏好与独爱，所以《风起陇西》
某种程度可称作是路阳在悬疑
风格追求上“提档升级”的标志
性作品。

以往重质感的路阳在《风起
陇西》的形式包装上的创意也颇
令人惊艳，比如每一集都用“三
十六计”的一个计谋冠名，将该
集中的重要剧情凝练成一个通
俗计谋，堪称神来之笔。不仅使
剧情主线更为清晰，也便于观众
理解剧情，分析人物的行为动
机，也平添了某种文化品位。同
时，每集结尾处又让扮演孙令的
常远以“说书”的设计，用通俗、
平实甚至有些谐趣的口语表达
进行“解读”，片头片尾串连在一
起，给这部古装谍战悬疑剧用上
了兵书战法的独特包装，富有新
鲜感，紧张之余增添了一种轻松
意味，此新意颇具想象力。

路阳近日在谈到《风起陇
西》时称：“我们总想找到新的题
材、新的内容，给观众讲新的故
事，其实难不在新，难在新带来
的无经验可循，我们要去摸索，
也许还要走一些弯路。”这，某种
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在
这部古代谍战剧探索中追求与

“蝶变”的一种释读吧。但愿在
未来的作品中能看到这位被誉
为“鬼才”的新锐导演有更多更
到位的持中知变。

我们老哥俩，是怎么走进东北乡土
文化圈子里的呢？

我们小时候生活在农村，亲戚朋友
左邻右舍，都是土得掉渣的庄稼汉，他
们往我们耳朵里灌满了乡言土语；奶奶
和妈妈讲的“瞎话儿”是唯一的“儿童读
物”；蹦蹦戏（二人转）、驴皮影、大鼓书
和窗花剪纸给我带来无穷的欢乐。皮
影戏班子走村串屯，就在大车店的筒子
房里架设影窗，炕上地下坐满了人，人
们抽着蛤蟆烟，吃着“劳金嗑”（瓜子），
看着《薛刚反唐》，那是一年到头难得的
超级享受！识文断字的人赞扬皮影戏
是“一口述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
兵”，其魅力不亚于后来看到的宽银幕
电影。

1945 年我刚满 13 岁就报名参军，
1947年从黑龙江军区文工队并入东北
民主联军西满一分区宣传队。我和靳
蕾（14岁）担任儿童班的正副班长。

顺便说说我们这个儿童班，总共只
有十个人，历经几十年的锤炼，有四人
被评为高级职称：靳蕾是国家一级作
曲；吕连荣是国家一级舞美设计师；肖
志成是一级导演；我是一级编剧。著名
的管弦乐《节日序曲》作者魏作凡，英年
早逝；才华横溢的王宏木，调到总参谋
部之后因公牺牲；话剧院的主要演员屈
云峰也已作古。

我们所在的部队宣传队和黑龙江
文工团都有“影剧队”，可谓得天独厚。
队里有很多拔尖的民间艺人，如皮影戏
艺人关兴久、张连元、姚永连；二人转艺
人胡景岐、李泰；单鼓艺人范景田；民歌
艺人袁成林；唢呐艺人王喜廷；民间文
化知识极其丰富的孙士学。这些人都
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跟他们学到了任何
学校学不到的东西。

我和靳蕾，在离休前后都给大学讲
过课，也都帮助学者和教授修订过书
稿，可是我们自己却没念过大学。我们
这辈子，把“根插在群众中，花开在舞台
上”这句名言当成座右铭，跟随部队参
加辽沈战役，抗美援朝；随后又踏遍了
黑龙江的山林原野，跟北大荒的农民、
林业工人、鄂伦春猎手一块儿摸爬滚
打，生动的社会生活就是我们的大学。

靳蕾对乡土文化的研究特别执着，
他跟“影剧队”形影不离，掌握了皮影
戏、蹦蹦戏、单鼓和东北民间音乐的精
髓，而后又延伸到戏曲领域，终于成为
东北民间音乐和戏曲音乐方面的杰出
专家。这本书中的第三、四、五、六篇中
的节目，绝大部分是由靳蕾搜集整理出
来的精品。

2018年夏天，我俩商定联合编撰这
本书之后，我便撂下剧本和小说创作，
翻箱倒柜找出积累多年的文学笔记和
乡土资料，摊开一看，差远去了，于是发
动亲戚朋友帮我搜集乡言土语、乡土风
俗。我的老同学吕斯塞记性特别好，他
和我侄女关美妍、侄儿关胜义不断提供
素材，对我帮助最大。

岁数不饶人，靳蕾深受糖尿病折磨
之苦，我怕阎王爷不等完成这本书就把
我抓走，于是开足马力，兜里揣个小本
子，无论走到哪里，想起什么有用的条
文立马记下；经常在三更半夜被“精彩
的词句”燃烧得不能入睡，赶紧披上衣
服开启电脑打字，免得天亮之后忘了。

这本书里录用的东北民歌、二人
转、皮影戏、大鼓书、单鼓和森林号子，
都是和音乐不可分离的艺术，但是若把
歌谱和唱腔全都编进书里，篇幅会扩大
两倍，读者要看的唱词和台本就不够醒
目了。如果哪位要对民歌曲谱和影戏
唱腔感兴趣，请查阅靳蕾编著的《东北
民歌》《蹦蹦音乐》《黑龙江皮影戏音乐》
《单鼓音乐初探》等专著。

当我迈进 90岁门槛的时候总算弄
完书稿，呈递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由
他们精心编辑出版了《东北乡土文化集
锦》。正当我手捧着华美的样书，准备
和靳蕾一块儿喝两盅庆祝的时候，他却
不辞而别，驾鹤西游去了！

我们满族有个规矩，人到70去世即
为“喜丧”，送殡时谁也不许啼哭，要含
笑回顾逝者生前的趣事。靳蕾贤弟眼
看就年满 88岁，我的心里再难受，也得
把眼泪憋回去，遥望浩渺星空，回忆我
们小兵时代的桩桩趣事……

这本书，给我俩75年的友谊划上了
圆满的句号，实现了我俩的初衷——把
我们花费大半辈子心血积累的乡土文
化资料提供给后生，给东北父老乡亲留
个念想。

关心乡土文化建设的学者，曾经一
再呼吁：“东北方言、乡土风俗、民间文
艺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
部分，急需搜集整理积累成书。现在，
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越来越少了，留在他
们脑海里的记忆将要彻底消失。希望
有识之士趁着这些老人还健在，尽量多
多搜集一些。不然，我们只能在课本
上，在文艺作品中看到只言片语，而且
难以辨别真假虚实。”

2018年，我从芝加哥回到哈尔滨跟
靳蕾商量，我们俩都掌握不少有关东北
方言、风土人情以及民间文艺方面的史
料，就不要等待“有识之士”来找我们采
访收集了，索性趁着我俩还没糊涂，自
己动手编它一本书，我俩一拍即合。

走进哈尔滨音乐博物馆

□文/摄 闫语

耳朵对着你倾听

想象的

我 的
状态更像是一个

游离在“博物馆”这三
个字之外的一只耳朵。是
的，我在试图捕捉每一个音
符和每一件乐器的音色，这
是一只耳朵的幸福时
刻。于是，博物馆成

了我的音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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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到哈尔滨音乐

博物馆，是在朋友发来的照
片里。有那么一个瞬间，我
以为看到了一只耳朵，它就
那样漠然地伫立在松花江
畔，听风，听雨，听江水滔滔，
也听人心脉脉。当我把这个
想法跟朋友提起时，她竟然
吃惊地看着我，没有说话，而
后用力地握住了我的手。那
一天，我们聊了很久。

当天夜里，我做了一个
梦，梦到自己在哈尔滨音乐
博物馆里看到了舒伯特，他
正坐在一架约翰·弗里茨钢
琴前，弹奏着他的声乐套曲
《冬之旅》，自弹自唱，歌声时
而忧郁时而温馨。我就站在
离他不远的地方，默默地站
着，聆听着。当最后一个音
符在黑白琴键上静止，舒伯
特缓缓地站起身，向着我站
立的方向行了一个下场礼，
然后转过身，越走越远，一直
走出了我的视线。

这个梦，在以后的很长
一段时间里再也没有出现
过，我也如往常一样在一些
不可命名的空间中追逐着不
可名状的时间，最终，都成了
氛围、言词和空气。舒伯特
成了空气之空，我也渐渐地走
出了音乐。生活就是这么简
单，也是这么无奈，无论是现
实中的人们，还是梦境中的幻
影，依据于日常行为的同时，
又成为了一种假想的意象。
那么，一种想象的时间，才可
以进入时间的中心吗？在看
不见的想象面前，我们要如何
相信它的存在，从而去潜心找
寻呢？那么，游走在时间中
的音乐，都是一种隐喻吗？
在音乐博物馆里，每一件乐
器都是一名演奏家吗？每一
位演奏家最后都会成为参观
者的一种想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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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陇西》谍变中看
□曹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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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是奇妙的。此

刻的我，借助想象，成了
这座音乐博物馆里最惬
意的聆听者。看到陈列
在玻璃罩里面的圆号时，
我的耳边就响起了莫扎
特的圆号协奏曲；看到大
提琴站立在钢琴旁，就俨
然看到杜普蕾和巴伦博
伊姆正在演奏埃尔加的
《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
看到单簧管，我随即就哼
唱起了《自新大陆》第二
乐章的悠扬旋律。于是，
博物馆在我的想象中变
得格外光彩照人，它可以
是大型的演出现场，也可
以是小型的家庭聚会，只
要有音乐在，时间就是充
盈的。

就这样，我在音乐博
物馆里走着，看着，想象
着，慢慢地，脚下有了一
块块卵石，它们慢慢地排
列成无数条交叉的小
径。那么，无论沿着哪条
小径走到尽头，都会有一
位音乐家静静地等候在
那里吗？念头一闪的瞬
间，我抬头，看到了不远
处的墙上整齐地镶嵌着
那么多音乐家的照片，他
们的笑容亲切和蔼，目光
柔和地注视着馆里的每
一位参观者。

就在这时，我隐约听
到了一段优美的钢琴声，
循声望去，一个穿着粉色
公主裙的小女孩闯进了
我的视线，她的快乐洋溢
在稚嫩的脸上，一旁的妈
妈也是满脸的幸福。原
来，此刻音乐博物馆里某
个我没有去过的空间，正
在进行着“星海杯”少儿
钢琴比赛。一切都在按
部就班，一切又充满着无
法预判的变数，音符的跳
动中，一切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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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每一个被音符滋

养的孩子，就是一朵素洁的
花，他们的指尖轻盈地拂过
琴键，就像照在水面上的光，
他们走过的地方，花朵盛放，
馨香袅袅。此刻，他们就穿
行在我的身边，穿行在这座
美丽的音乐博物馆里，他们
是时间的物种，是燃烧的玫
瑰，这多好。

是的，在这个关于博物
馆的故事里，我的想象有些
格格不入，却总是带给我崭
新而奇妙的心灵感受。在这
里，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是
一个律动的音符，我们面前
的每一块玻璃都收藏着一段
时间的乐章。而我们要做
的，就是张开自己的耳朵，去
倾听，然后去想象。或者说，
在倾听中品味宇宙的秘密，
在想象中找寻那朵盛放在岁
月这根粗壮枝干上的花朵，
然后让那些满洒冥想之光的
广阔篇幅贯穿流逝的距离，
成为生活中最迷人的一部
分。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
更好地去规划当下的阳光，
流动的云，以及脚下的路。

电视剧《风起陇西》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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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一直觉得，音乐博物馆首

先是音乐作品的想象博物馆。
想象的参观者，站在想象的钢琴
前，想象的音符开始打开想象的
耳朵。于是，想象的音乐家，迈
着想象的步伐，向想象的观众鞠
躬，接着演奏想象的作品。而在
想象的结尾处，想象的人心满意
足，又意犹未尽。

所以，当你走进音乐博物馆，
与你擦肩而过的，可能是你想象
中穿着牛仔裤的莫扎特；与你交
谈的，可能是你想象中提着公文
包的肖邦；而那个坐在钢琴前弹
奏的人，可能就是你想象中喜爱
或不喜爱的格伦·古尔德。也许，
音乐博物馆的迷人之处，就在于
此。它终究不是一位演奏者，也
不是一位聆听者，我更愿意把它
看作是音乐本身，是一部部在想
象中才得以完成的音乐作品。

来到哈尔滨音乐博物馆，慢
慢地从每一件乐器身边走过，你
会感觉到它们的耳朵在对着每
个参观者倾听。它们的容颜，也
随即从时间的洪流中慢慢地清
晰起来，慢慢地，就像一场下在
过去时里的慢雪，那么慢，那么
轻，那么多脸孔穿过浮雪，在音
符中翩然而至。

然而，此时的我，坚信自己
不是一个很好的参观者。很好
的参观者已经够多了。我的状
态更像是一个游离在“博物馆”
这三个字之外的一只耳朵。是
的，我在试图捕捉每一个音符和
每一件乐器的音色，这是一只耳
朵的幸福时刻。于是，博物馆成
了我的音乐厅。我知道，音符是
可以跳动的，在弦上，在键上，记
录着人类的大历史，也诉说着每
个人的小情绪。而在音乐博物
馆里，每一段旋律都是以想象的
样貌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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