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首曲目风格迥异

“这场音乐会的三首曲目全都是大部头经
典作品。第一首《牛仔》是根据美国同名电影音
乐改编的交响乐作品，主要描写浓郁的美国西
部风情及对大自然的热爱，节奏感比较强，风格
热情豪放；第二首是俄罗斯浪漫作曲家拉赫玛
尼诺夫的代表作《第二钢琴协奏曲》，这首曲目
抒情性较强，听起来婉转悠扬；第三首贝多芬的

《第六交响曲田园》也是经久不衰的一部作品，
但这首曲子与大家常常听到的贝多芬音乐中那
种铿锵有力、激昂的音乐风格不同，该曲目通过
描写大自然中的小溪、瀑布等来表现作曲家对
美好爱情的渴望和对大自然的热爱，曲风清新

活泼。”孙逊说，这三首曲目分别表现了不同
国家、不同时期的作品，风格迥异。

音乐会还有一个亮点，就是美国阿
拉巴马大学钢琴教授、美国著名的斯坦
威乐器钢琴公司签约艺术家诺尔·恩格
布里特森的加盟，他将在《第二钢琴协奏
曲》中担任钢琴独奏。“诺尔·恩格布里特

森曾多次获得国际比赛的奖项，曾
在美国、欧洲各国多次举办个人独
奏音乐会，演奏风格严谨而有激
情。”孙逊介绍，他的加盟，定会为音
乐会增色不少。

孙逊说，这是他第三次与河南

交响乐团合作，“河南交响乐团走职业化道路
非常成功，音乐会在曲目的选择、演出场地安
排、乐队演奏等方面都非常出彩。”孙逊说，这
个团体训练有素，具备快速的试奏识谱能力，
在演奏时能迅速做到指挥的要求，对作品风格
的把握很到位，非常有潜力有朝气。

《朝阳沟》将赴美演出

今年 10 月，河南交响乐团团长、我省著名
指挥家吴涛将受邀参与美国南犹他合唱节，与
美国南犹他交响乐团及美国南犹他合唱团合作
演绎交响合唱《朝阳沟》，这将是《朝阳沟》在美
国的首演。“不仅如此，作为在美国颇负盛名的
音乐盛会，合唱节已举办 10年，每年都会邀请
世界著名指挥家加盟，吴涛是该合唱节首次邀
请的中国指挥家。”孙逊说。

“交响合唱《朝阳沟》去年首演非常成功，迅
速被美国音乐节知晓，他们对本土元素交响化
的尝试非常赞赏，希望本国的民众也能听到河
南编创的交响乐。”孙逊说，《朝阳沟》美国首演
时将由吴涛指挥，美国南犹他交响乐团80位乐
手及美国南犹他合唱团 150位成员共同演绎，

“参与《朝阳沟》美国首演的艺术家们都已经开
始前期筹备和排练。他们需要学习汉语拼音，
还要掌握一些豫剧相关知识，我们还会邀请吴
涛到美国进行排练指点，我相信《朝阳沟》一定

会在美国受到热烈欢迎。”
作为“舶来品”，交响乐在国内的接受度越

来越高，目前国内有不少乐团尝试将交响乐与
本土元素结合，孙逊对此大为赞赏：“这是中国
音乐与国际接轨的尝试，世界各国急于了解中
国，我们也需要向他们展示本土厚重的文化。”

做足功课收获多

“交响乐需要现场聆听，你会发现现场欣赏
与通过电视欣赏感受到的完全不同。”那么欣赏
交响乐有何技巧？孙逊建议听交响乐之前先对
基本乐器、不同风格的音乐、交响乐的表现形式
等有一个大概了解，“如果能首先查询到演出曲
目更好，可以先了解一下曲目的相关内容，这样
欣赏起来会更容易进入音乐情境。”

孙逊还建议，听交响乐不能只听《梁祝》等耳
熟能详的曲目，而是应该将欣赏的范围扩大，曲目
尽可能多样化，“我认为听众，特别是学习音乐的
学生和孩子们，应该尽量多欣赏不同时期、不同风
格的曲目，甚至是一些自己听不懂的曲目。聆听
更丰富的音乐语言，这对孩子们来说影响深远。”

孙逊常年奔走于国内外，他有一个强烈的
愿望：把祖国的音乐传播到更多地方。“我希望
能把国内更多的好作品引入美国，也希望能将
美国的音乐理念与更多中国的音乐家交流，我
会努力做好这个文化的使者。”

5月30日晚，由著名美国华裔指挥家、美国南犹他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孙逊执棒，美国著名钢
琴家诺尔·恩格布里特森加盟，河南交响乐团演奏的“2013~2014交响音乐季暨贝多芬系列音乐
会”，将在河南艺术中心举行。本场音乐会有何亮点？如何看待豫剧合唱《朝阳沟》交响乐本土化
的尝试？昨日下午，记者在河南歌舞演艺集团排练厅采访了孙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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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5月27日专电（记者 涂铭）4月 15
日，琼瑶在微博发表长文举报于正改编的剧本《宫锁连
城》抄袭其作品《梅花烙》，引发热议。记者27日从北京
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获悉，琼瑶已向该院提交起诉状，
起诉于正及相关影视公司等五被告著作权侵权，并索赔
2000万元。

起诉书称，原告琼瑶（本名陈喆）在1992年至1993年
间创作完成了文学作品《梅花烙》，并在中国大陆地区多
次出版发行。2012年至2013年间，被告于正（本名余征）
未经原告许可，擅自采用《梅花烙》的核心独创情节，改编
创作电视剧本，并联合湖南经视等4家影视公司共同摄
制了电视连续剧《宫锁连城》，严重侵犯了原告著作权。
请求法院判定被告侵犯了其作品《梅花烙》的著作权权
利；判令被告停止《宫锁连城》的全部复制及发行行为；
判令于正在新浪网等网站上公开道歉；判令五被告连
带赔偿原告人民币2000万元；判令被告承担原告为本
案支出的律师费等费用40万元及全部诉讼费用。

据新华社北京5月27日专电（记者 涂铭）备受关
注的李代沫容留他人吸毒一案 27日在北京市朝阳区
法院开庭。法院经审理后当庭作出判决，以容留他人
吸毒罪判处李代沫有期徒刑9个月，罚金2000元。

李代沫当庭表示不上诉。法院对庭审进行了
微博全程直播，称考量因素并非单纯因为是名人明
星案。

据公诉人指控，李代沫于2014年2月至3月间，在
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首开幸福广场的暂住地
内，先后多次分别容留卢某某、郝某某、郑某某吸食毒
品。后被告查获归案，卢某某等 3人后被北京市公安
局朝阳分局行政拘留14日。

琼瑶状告于正侵权
索赔2000万元

本报讯（记者 陈凯）经过5天激烈角逐，2014年中
国乒乓球甲A比赛昨日在重庆落幕。河南男乒表现抢
眼，豪取七连胜，勇夺本次比赛冠军。这也是河南男乒
自2009年夺得甲A比赛冠军后，取得的最好成绩。

据了解，中国乒乓球甲A比赛是国内仅次于乒超
联赛的一项高水平赛事，聚集了多名国家二队的年轻
选手以及实力突出、比赛经验丰富的前国手，享有中国
乒坛“造星工厂”的称号。今年的比赛吸引了全国各省
区市以及埃及、巴西等国家的 48支球队参赛，比赛分
为男、女两大组别，各有24支参赛队。

河南男乒主教练王超告诉记者，担当河南男乒此
次比赛重任的全部是本土球员，夏易正、耿梓浩、王林
堃等小将的出色发挥，使得河南男乒在比赛中大放异
彩，尤其是半决赛中，在落后山东鲁能一队两分的情况
下，河南男乒的小伙子敢打敢拼，最终反败为胜。

另悉，河南女乒获得第15名，成功保级已实属不易。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在本月仅有的 4部动画电
影中，国产 3D动画《魔幻仙踪》尤为引人注目。对于
小朋友来说，这将是一部好看、好玩的动画电影，对于
家长来说，则是一部励志、宣扬母爱与正义的电影。
本报影迷俱乐部将于明天下午组织《魔幻仙踪》观影
活动，感兴趣的读者可报名参与，具体方式详见郑州
日报官方微博http://weibo.com/zzrbwb。

《魔幻仙踪》讲述了一个名为“海婴”的小女孩寻
找母亲的故事。由于没有母亲，她经常被村里的小伙
伴排挤，某一天，她受到海浪精灵的提示，踏上了寻找
身世的漫长之路。一路上，海婴逐渐成长为一个敢于
面对邪恶、面对挑战、面对悲欢离合的可爱的小英雄，
并和途中认识的朋友们一起经历了重重磨难与艰辛，
最终救出了母亲，粉碎了巫师和魔王的惊天阴谋。

据了解，早在 2008年，国内原创全三维大型电视
动画片《魔幻仙踪》就已问世，并在中央电视台首播。
此后，《魔幻仙踪》在美国尼克儿童频道、新加坡新传
媒、印度新传媒、印度SUNTV等多家海外主流媒体播
出，并先后斩获第二届中国国际动漫节“美猴奖”杯系
列动画片大奖、国家广电总局优秀国产动画片等国际
国内奖项20余项。相较电视动画，电影《魔幻仙踪》将
把观众带入一个更加美丽的魔幻世界。

本报邀您全家总动员

共赏《魔幻仙踪》

●我们用20年时间完成了从高品位阅读
向低品位阅读的下滑。让“经典娱乐化”“文
化娱乐化”，这是整体的社会文化造成的。青
少年不读书，并不怪孩子们，是我们从一开始
就没有让他们进入另一个轨道的阅读，这一
点，应由我们的教育负责。今天最可怕的是
文化娱乐化，“娱乐经典化”。一旦娱乐变成
经典，这个民族就再也别提“文化三千年”了。

●就文学来说，“轻文学”已经是客观存
在。现在有个趋势是让轻文学经典化。20
多年前，社会上有过一阵讨论，要把金庸和
曹雪芹相提并论，一起研究。我想，轻文学
经典化，就是从这时开始的。金钱决定了一
切，娱乐决定了一切。如果我们把金庸和曹
雪芹放在一块，把《鹿鼎记》和《红楼梦》放在
同一经典的平台，那今天的孩子们就会对经
典失去基本的判断。

●像《小时代》《泰囧》这样的作品，观众
们蜂拥而至，在当下荒诞的社会也许是正常
的，有其合理性，就像很多人爱看《功夫熊
猫》，孩子们爱看，这很正常。但是，大家如此
津津乐道，去讨论、去研究，把票房作为成功
的唯一标准，这就不正常了。看看媒体报道
电影的新闻，似乎只有票房高低是新闻点，而
其他都不值得说，实在是一种“铜臭新闻”和

“铜臭艺术”的结合。
●要看老经典，也特别需要去关注、发现

和阅读那些接近经典或可能成为经典的新写
作，这些书可能会给我们更多的启发。

●任何一种创作，不求新进，重复到一定
程度，作家就会无比疲劳，直至江郎才尽。一
个作家如果感到写作的疲劳期到来时，他就
需要变化，需要新进，如果完不成这种新进的
变化，那就搁笔算了。如果我有一天停止写
作了，那一定是因为没有能力阅读了。

●我们现在不缺少新鲜、丰富的生活，而

是缺少对这种生活新鲜的认识。比如一位来
自乡村的作家和家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想割断都没有能力割断，这自然会成为他的
生活之源。而阅读却恰恰相反，是你随时有
可能停下来并割断的事情。这和一个作家的
年龄关系，跟作家的阅读习惯有关，更和作家
对阅读与自身写作的关系认识有关。在我看
来，没有阅读，其实就是停止写作。即便你还
在写作，也可能是一种无效写作。

●作家必须多读书，即便是你不喜欢的
书。如村上春树，你可以不喜欢，但你一定要
认真读两本，知道为什么他的书在全世界有
那么多的读者。我喜欢问 80 后 90 后的作家
在读什么书，也经常问批评家们在看什么书，
他们对我的阅读很有帮助。

●作家阅读，不能只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要有新的阅读。要接受不同风格的文
学，接受不同方式的写作。有些作家，早就不再
读书了，但讲起话来，依然是一套一套的，真不
知他们的储备是从哪来的。但是，你要有机会
在不同场合听他讲话，会发现，他几乎大半生就
在讲那么经典的几句和一生不变的文学观点。

●最近读了不少好书，但真正留下美好
记忆并从中感悟到什么的是罗马尼亚作家卡
达莱《亡军的将领》，这是一本非常了不得的
书。我在部队待了20多年，也写了很多“军事
题材”，但一看人家的“军事小说”，觉得很汗
颜。瑞典作家瑟德尔贝里的《格拉斯医生》，
这是一部写于120年前的小说，但它语言的细
腻、明快和内容的“情绪流”、现代性，直到今
天我们也没有达到。还有英国作家杰夫·戴
尔的《然而，很美》，说是爵士乐之书，可它是
散文？纪实？小说？关于音乐的笔记？它不
是跨文体，而是新文体，语言的味道就像把橄
榄果、巧克力、糖葫芦放在一块咀嚼一样。

本报综合报道

河南作家阎连科摘得卡夫卡文学奖
此为中国作家首次获得该奖项

阎连科——

谈阅读 说创作 论文学

本报讯（记者 秦华）据《南方人物周刊》
官博昨日报道，河南籍作家阎连科获得 2014
年度弗兰茨·卡夫卡奖。据悉，这是中国作家
首次获得该奖项。

卡夫卡文学奖全称“弗朗茨·卡夫卡奖”，
由捷克弗兰兹·卡夫卡协会2001年创设，是为
纪念 20世纪伟大的小说家弗兰茨·卡夫卡而
设，每年评选一次。主要颁给那些作品具人文
主义关怀的作家，获奖者不存在国界限制。

据悉，获奖者能够前往布拉格老城的市镇
厅获得由捷克参议院议长和布拉格市长颁发的
10000美元(约7500欧元)的奖金，以及一座以布
拉格当地的纪念雕像为范本所制作的卡夫卡小
型铜像。

历史上，该奖项的获奖者有美国的菲利
普·罗斯，捷克的伊凡·克利玛，匈牙利的彼得·
纳达斯，奥地利的耶利内克，英国的哈罗德·品
特，日本的村上春树，法国的博纳富瓦和捷克
的阿诺什特·卢斯蒂格等。

值得一提的是，2004、2005年度的诺贝尔
文学奖获得者——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和
英国戏剧家哈罗德·品特都曾在获得诺奖之前
获此奖项。由于连续两年与诺贝尔奖的选择
不谋而合，卡夫卡奖一时广受世界注目。

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1978年
应征入伍，1985 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
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9
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情感狱》

《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风雅
颂》《四书》等十部，中、短篇小说集《年月日》

《黄金洞》《耙耧天歌》《朝着东南走》等十余部，
散文、言论集十二部；另有《阎连科文集》十六
卷。曾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
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 20 余
次。其作品被译为日、韩、越、法、英、德、意大
利、荷兰、挪威、以色列、西班牙、塞尔维亚等
20种语言，在 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现供
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为教授、驻校作家。

去年接受媒体采访时，阎连科还
“幸灾乐祸”于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以后
就告别了常人的生活而过上了“非人”
生活。5月27日，阎连科获得卡夫卡文
学奖，成为中国首个获得卡夫卡文学奖
的作家，再次成为全国媒体的焦点，成
为众多媒体长枪短炮、笔墨纸砚围追堵
截的对象。对此，阎连科电话不接、短
信不回，飞速“逃离现场”了。

纵览对阎连科获得卡夫卡文学奖
的报道，媒体也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这
样的话语：“值得注意的是，卡夫卡奖曾
经多次与后来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重叠，这包括有 2004 年奥地利女作
家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以及英国剧作
家哈罗德·品特……”此前，关于阎连科
的“标签”最常用的也包括“莫言之后最
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
家”，此番拿下卡夫卡奖，使得中国人的

“诺梦”有了梦想成真的可能，难怪如此

群情激昂。
对“诺贝尔”的渴望，让众人再次将

沉重的期待寄托到了阎连科身上，阎连
科很有先见之明地说过，对于“诺贝尔”
等与获奖有关的事，是被媒体和读者无
限夸大的，而中国作家群体早已练就了
良好的写作心态：写作不是为了获奖，
给奖了就拿，不给奖，不会去争抢。

记者不禁想起一则趣闻：一次，钱
钟书对想拜访他的女士说：“假如你吃
了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又何必认识那
个下蛋的母鸡呢？”对于大众和卡夫卡
文学奖评审团而言，喜欢阎连科的书，
去读他的书就好了，又何必非要拉到众
人前一番“示众”呢？

“拿奖以后作家一夜之间就成了
明星，会非常不适应‘明星’的生活。”
阎连科的话似乎“一语成谶”——从这
个角度而言，有点理解并同情他的“逃
离”了。

“逃离”获奖
本报记者 左丽慧

卡
夫
卡
文
学
奖

历
届
获
奖
作
者

2001年 美国小说家菲利普·罗斯
2002年 捷克小说家伊凡·克利玛
2003年 匈牙利小说家彼得·纳达斯
2004年 奥地利小说家、剧作家耶利内克
2005年 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
2006年 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
2007年 法国诗人伊夫·博纳富瓦
2008年 捷克小说家阿诺什特·卢斯蒂格
2009年 奥地利先锋剧作家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
2010年 剧作家、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韦尔(73岁，捷克人第三次获奖)
2011年 爱尔兰作家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 )
2012年 捷克女作家和文学理论家达妮埃拉·霍德罗娃(DanielaHodrová)
2013年 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
2014年 中国作家阎连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