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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李云云迪迪携携烟烟台台观观众众圆圆““钢钢琴琴梦梦””
首次来烟演出，“钢琴王子”赚足人气

本报10月27日讯(记者 孔雨童)
27日夜，钢琴王子李云迪“中国钢琴梦”
巡演演奏会在烟台大剧院上演。李云迪
演奏了肖邦《夜曲》，贝多芬的《月光》《热
情》以及中国民族音乐《在那遥远的地
方》《彩云追月》等曲目。

晚7点30分，被誉为“中国肖邦”的李
云迪一袭黑色燕尾服，戴白色领结出
场，尽显优雅。安静的大剧院在钢琴家
的落座间被第一个音符点醒，随即又陷
入夜的沉静与沉醉，第一支曲目是肖邦
的《夜曲op. 9-1》。据了解，2000年李云迪
在肖邦国际钢琴大赛中获得金奖。

两首《夜曲》之后，李云迪奏起贝多
芬的奏鸣曲《热情》。“看得出他对古典
音乐的尊重，因为他没有单纯去炫技，
而是一直很克制。”中场时，钢琴老师宋
世尊评价说。

下半场主要是中国曲目的“主
场”。开场的《彩云追月》灵动、悠扬，
又大气天然；青海民歌《在那遥远的
地方》娓娓道来，如泣如诉；《云南民
歌五首》短小却各有风情。最后压轴

的是贝多芬的《月光》，钢琴家的双
手时而温柔拂过琴键，时而快速地翻
飞，观众也是屏息凝神，欣赏着台上
一人一琴的演绎。

《月光》之后，李云迪鞠躬谢幕。
台下的掌声久久无法止息，李云迪第
四次返场，带来安可曲目《悲怆》和

《皮黄》。《皮黄》作为一首以京剧为
素材的钢琴曲，一连串的音符响起之
后，大剧院的舞台上如同生旦净末丑
一一登台，这首曲子让不少观众忍不
住跟着摇头晃脑，无怪乎演出后不少
人称“钢琴也能唱起京剧”。

除了27日晚大剧院座无虚席外，
当天下午李云迪中国钢琴梦相关产
品销售的队伍一直排到剧院门外。此
前，此场演奏会的门票销售曾创下大
剧院开票单日销售最高纪录。

27日是李云迪首次在烟台演出，而
此场也是他“中国钢琴梦”的第一场。在
此次巡演中，李云迪计划用80天左右的
时间走遍全国30多座城市，将古典音乐
推广到中国的普通民众中间。

宋宋冬冬野野：：愿愿让让民民谣谣拿拿我我试试水水

学习“三大措施”
为秋检充电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华 ) 近
日，莱州供电公司组织生产人员秋
检工作间隙全面学习秋检“三大措
施”，加强组织管理，提高秋检人员
安全生产意识，确保秋检各项工作
任务安全顺利完成。

4422岁岁北北上上学学蜂蜂疗疗，，半半年年免免费费治治近近3300人人
和蜜蜂打了7年交道的陈书武是个热心肠

本报10月27日讯 (记者
曲彦霖 通讯员 纪海燕 )

从养蜂到学蜂疗，7年间陈书武
一直和蜜蜂打交道，现在他已
拥有两家蜂疗店，第一间店开
业半年，他免费医治近30名患
者，他的梦想是把蜂疗店开遍
烟台各县市。

陈书武是莱山经济开发区
北陈家疃村一名农民，七年前
在莱山镇安吉村养蜜蜂，后来
意外得到一本介绍蜂疗的书，
这让自幼爱好医学的他开始精
心钻研。2010年，42岁的他北上
求学，两年后取得中华中医药
协会的蜂疗医师资格证书。今
年4月，他在清泉寨开了首家蜂

疗店，现在莱州的店也已开业，
“我想把蜂疗店开到烟台各个
县市。”

说起蜜蜂和蜂疗，陈书武
打开了话匣子，“蜂疗可以治肩
周 炎 、风 湿 病 、类 风 湿 关 节
炎……”从门外汉到取得蜂疗
医师资格证书，他下了不少工
夫，光是密密麻麻的穴位图就
花了不少时间，桌上的小型人
体穴位模型是他每天要看的。

环顾蜂疗店，陈设简单，墙
上悬挂的一面面锦旗很惹眼，

“医德高尚服务热情”。有山西
痛风病患者赵女士赠送的，有
东 营 类 风 湿 患 者 薛 先 生 送
的……锦旗大都是陈书武免费

医治的患者送来的，“没钱就不
给治病了？”陈书武说。

陈书武手机上有这样的短
信，“真的谢谢您，我每天都在
给他吃”、“陈医师祝你中秋节
快乐”，发短信的是湖南一位母
亲，孩子刚出生便得了“怪病”，
皮肤脆弱，一挠便溃烂。陈书武
主动联系到这位母亲，他电话
询问了孩子的情况，并寄去蜂
胶液、蜂王虫、蜂王浆等。

从四月份开业到现在，遇
到家境贫寒的患者，他都免费
医治，半年有近30名患者受到
他的救助。不少人慕名来拜他
为师，但他有自己的标准，“人
品好，心好。”

2012年5月，陈书武的博客
收到一条信息，40岁的东营网
友薛先生说自己得类风湿一年
多了，只能躺在床上，大小便、
吃饭都靠媳妇伺候，因治病已
倾家中所有，全家靠媳妇每月
1000多元的洗车工资生活，上
有老父老母，下有10多岁的孩
子。

了解这些情况后，陈书武
将薛先生接到自己的蜂疗店，
每天为他上药、换洗床单，一个
半月后，薛先生病情好转，能够
下地、上厕所。治疗3个月，光药
品费用就6000多元，但陈书武
没收他一分钱。“我在烟台遇到
了好人。”薛先生眼噙热泪说。

秋检“四个同步”
科学促双赢

本报讯(通讯员 刘华) 在今
年秋检工作中，莱州供电公司重
点抓好“四个同步”的管理，确保
整个秋检工作的顺利完成。

李云迪的钢琴演奏，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 烟台大剧院供图

爱上一匹野马，来到他
的草原。26日晚，民谣歌手宋
冬野粗犷嘹亮的嗓音再次燃
起了小灯塔咖啡馆的温度。
这个真诚率性的胖子，和他
的《董小姐》一起，给寒风冷
落清秋里的烟台，带来些许
诚恳的温暖。

“给您添麻烦了。”巡演

的日程排得很满，下午5：30

刚下高速的宋冬野没吃晚
饭就赶到演出现场，提前试
音。他坐下来试音前和演出
开始后的第一句话，都是抱
歉。

“下面一首歌送给我的
男朋友，后面还有送给女朋
友的。么么哒。”浑厚的声音

中带点儿痞子味儿，歌唱有
时温柔，有时奔放。下巴上蓄
着的络腮胡，又高又胖的身
型，配上可高亢悠扬可婉转
低沉的歌声，让现场观众都
忍不住与他调侃一下：“宋冬
野，你是偶像派！”

宋冬野不觉得。“我的歌
儿跟万晓利那些前辈的，还

差太远。”他说，一年之前，他
还把全国巡演作为自己十年
之内努力想要完成的梦想，
没想到能这么快达成：“有价
值的梦想在一开始会被认为
是不切实际的、叛逆的，但最
终总会被认可。”

本报记者 陈莹 韩逸
实习生 曲晓芳

和歌迷聊到高兴处，宋冬野哈哈大笑。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创作

新专辑最爱《安河桥》

提到费时一年打磨、作
为此次巡演首推的新专辑

《安河桥北》，宋冬野就像看
待自己的孩子，没法说出哪
首歌最好。“论感情上还是最
喜欢《安河桥》。”他把这种喜
欢归结于一种情感的寄托：

“我从刚开始写歌的时候就
想写一首叫安河桥的歌，但

那 时 候 很
多 想 表 达
的 情 感 都
表 达 不 出
来，总觉得
不 会 ，不
够 。”这 也
是为什么，

宋冬野的歌里有好多
地名，像《安河桥》、《北京》。

这张新专辑，对他来说

同样是一种情感上的纪念，
写歌本身就是为了高兴，“不
想吃不想睡跟吸毒一样”。

“特别开心能有这么一个机
会，让我把想做的东西都做
出来，想加上乐器的都加上。
追求不同的表达形式，告诉
自己，原来音乐可以这样。”

巡演

愿意永远留在音乐圈

“演完了回去睡觉，睡醒
了就走。”百站巡演开始至
今，宋冬野已有点招架不住
了。“最近几站都连着，昨天
演完后就害怕，觉得嗓子不
行了。”以前，他能一唱三四
个小时，直到场地方来赶人。
现在，他也学会了“悠着”。

晚上10点钟，宋冬野不
间断地唱到了最后一首歌

《安河桥》，歌迷顶着滚烫的
脸意犹未尽，他只得再唱一

首万晓利的歌返场。“唱歌的
时候，就算是底下有人摇色
子，那是人家的自由。”他已
经习惯了所有发生过的事
儿：“有点波澜不惊的意思，
我真觉得这事儿不好。”这一
趟出来，在他演出的时候求
婚的已经有仨了。

“现在世界上只有两个
圈，一个是音乐圈，一个是娱
乐圈。”他愿意把其他的分支
简化：“我希望我永远都是音
乐圈的。”

推广

“就让民谣拿我试水”

“我特别喜欢别人说我
老，可能能证明作品比较成
熟。”留着络腮胡的宋冬野，
对现场很多歌迷想听的歌都
不好意思再唱。

对于类似必须寄托于地
名的情感表达，宋冬野还是

希望将来唱得更加细腻和精
准，“哪怕别人听不懂，我自
己能懂都行。”

“不会追求改变，会追求
我喜欢的东西。刚写歌的时候
肯定想不到加弦乐四重奏，不
可能实现。但是现在都实现
了。”宋冬野说，是麻油叶给了
他现在这样自由的氛围和顺
利的发展。

“我们这帮人，聚在一起
去做一些喜欢的事儿。现在有
很多一些比我们更小的做民
谣的一些人也在学我们，不光
是民谣，可能整个独立音乐，
都能探索出一种方式。”对待
今年独立音乐被选秀节目带
热的现状，他也抱有一种既来
之则安之的心态：“火了不一
定是好事儿，可以拿我试水，
我要是成了，大家都可以试着
来一下，如果我不成，那就死
我一个，无所谓。”

国网莱州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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