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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是农民教的，熟悉的曲调是“借”的

诞诞生生5588年年
《《梁梁祝祝》》秘秘密密真真不不少少

本报讯 有观众称，《军师联
盟》播出至今，司马懿和以前的影
视形象相比，被洗成了一朵“白莲
花”。但该剧编剧常江和导演张永
新认为，即将收官的《军师联盟》
上部展现的只是司马懿刚刚入世
的状态，司马懿绝不“白莲花”。

《军师联盟》剧本出自85后女
编剧常江之手，耗时四年半，修
改、打磨7稿以上。导演张永新说：

“即将完结的上部展现的是司马
懿从青年到中年的故事，是他刚
刚入世的状态，司马懿绝不‘白莲
花’，他频频显出的‘鹰视狼顾’之
相，已经为下部中的人物转折埋
下伏笔。”

编剧常江坦言，对中国人影
响最大的是《三国演义》和经典戏
曲，《三国演义》中对刘关张等人
物的描写很立体，但切入司马懿
时是他的晚年，作为诸葛亮的对
立面出现，“司马懿七十多岁奋起
兵变，孙子篡位，令他在传统文化
中的表现更像奸臣。”此次常江试
图将司马懿放在当时的整个历史
背景中进行解读。“我觉得挑战一
下传统印象没有关系，只要我给
出这个人的一生是完整且符合逻
辑的。我不刻意洗白司马懿，也不
想刻意诋毁他。”

导演张永新称，希望观众通
过这部戏看到人性复杂的一面，
而不是非黑即白的粗浅认知，“我
们不想把谁推向神坛，也不想把
谁打入深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
侧面。《军师联盟》不是严格意义
上的历史正剧，而是带有传奇色
彩的古装剧，‘真’是精气神的

‘真’。” （徐颢哲）

《军师联盟》有反转

司司马马懿懿
绝绝不不““白白莲莲花花””

“农民教我们
写《梁祝》”

诞生58年以来，小提琴协
奏曲《梁祝》已成为世界上流传
最广、最具中国风情的乐曲之
一。而这首高雅乐曲的灵感来
源却不免让人有些意外，“谁教
我们写《梁祝》？农民。”何占豪
简单地总结了一句话。

“我是上海音乐学院管
弦系的小提琴学生。当时的
教材都是西方的古典乐曲，
当年到乡下演出农民非常欢
迎，我们专门选了稍微通俗
一点的曲子。拉完之后他们
说好听！我们问，懂不懂？他
们说，不懂！”

“我们觉得农民不懂是
因为见得少，听多了就懂
了。”何占豪接着又讲了一件
乡下演出的趣事。有一次他
们开音乐会，农民们都来了，
现场人山人海。虽然他们在
认真地演奏，但听的人越来
越少，只有一位农民老妈妈
坚持到最后。当时何占豪和
同学激动地问她为什么？结
果老妈妈说，“你们演出坐的
凳子是我的，我得把凳子拿
回家。”何占豪强调说，“这是
真的，所以能创作出《梁祝》，
我要感谢农民朋友，感谢当
年的那位老妈妈。我一直觉

得，我的创作是农民教的。”

借鉴越剧音调
表达细腻爱情

聊到《梁祝》的谱曲，何
占豪又抖起了包袱。“《梁祝》
的曲子，其实是我偷来的。”
他一笑，“哪儿偷来的？从越
剧和沪剧那儿来的。”

何占豪在创作《梁祝》时
发现，当时的农民和工人都
喜爱越剧《红楼梦》，其中有
一句最引人叫好，是宝玉哄
生气的黛玉时开口说的一句

“好妹妹”。“本来就是说一句
话，可越剧大师的表演中，把
说话的语调加入了唱的音
调，调子先扬后抑，还透着哄
心爱女孩子的情感。”何占豪

觉得，没有比这更适合表达
细腻的爱情主题。于是，他把

“好妹妹”三个字的音调和节
奏稍一改动，《梁祝》中最为
人熟知的“咪嗦啦哆瑞啦哆
嗦”就诞生了。

“所以我说，真正的作曲
家是那些前辈们和演员们。”
何占豪最后谦虚地说。

（伦兵）

近日，《梁祝》曲作者之
一、8 4岁高龄的何占豪专程
从上海赶赴北京，为国家大
剧院周末音乐会第450场特别
策划演出登台“演讲”近30分
钟，与观众分享《梁祝》的创
作往事。他说，是农民教他创
作的《梁祝》，他还从越剧《红
楼梦》中“偷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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