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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

听 闻 90 后 艺 术 生 把《琵 琶 行》写 成

流行歌曲，引得 00 后高中生纷纷发弹幕

点 赞 ，为 找 到 了 背 古 诗 的 正 确 姿 势 而

“泪流满面”。嚯，这么神奇吗？赶紧搜

来 视 频 一 探 究 竟 —— 歌 曲 将《琵 琶 行》

诗共 600 多字全部编入，长 5 分多钟，旋

律既古典清丽又不乏轻快，副歌部分用

了 戏 曲 腔 ，总 体 感 觉 有 那 么 一 点 像《新

贵妃醉酒》。

其实，为唐诗作曲不算多新鲜的事。

诗与歌是一家，从诗经、楚辞到宋词、元散

曲，本都有音乐和韵律与之相生相伴，只可

惜在流传过程中曲调已佚，只留下了词作

部分。通俗点说，就是我们今天传诵的诗

词歌赋这些文学样式，其实都是古歌词。

由此，就更好理解诺贝尔文学奖为啥颁给

了一个音乐人了。

音乐的魔力所在，是令文字更好地表

达。听着歌，看着字幕里的诗文，突然就发

现对于少年来讲有些晦涩的词句变成了流

畅的叙事，即便还是不能完全逐字逐句理

解，但不影响整体会意。听着歌，体味秋夜

江上琵琶语，方能领略大诗人白居易的才

情、气度、格局——当年那个因为作品被要

求全文背诵而遭人恨的糟老头，笔触原来

是这般动人！

当然，大家称赞将《琵琶行》改编成流

行歌曲，并非作品真的好到“此曲只应天上

有”。而是在近半来掀起的诗歌热中，90

后以作曲的方式所做的独特尝试，令人耳

目一新。这里面，首先要基于对传统的理

解，对诗文和时代背景的消化，然后才能确

定作品结构，以及各部分如何编配旋律。

毕竟，要把古诗换化为通俗歌曲，让大家朗

朗上口轻松记忆，对作曲来说是个很大的

挑战。而且，据作者本人介绍，其试图站在

一个现代人的视角重新解读这首脍炙人口

的诗作。可以说，这是一次带着诚意，尊重

传统的创新。

对于那些喜大普奔喊着“妈妈再也不

用担心我背古诗了”的高中生来说，这首流

行歌曲《琵琶行》最大的魅力恐怕还是在帮

助背书，寓教于乐。而实际上，对于我们来

说，也或多或少因为有过读书时期饱受语

文老师“摧残”的“血泪史”，此刻才更觉流

行歌曲的惊艳。拆词解字、背诵默写怎能

让孩子发现诗歌之美？食古不化的语文教

育真该抬头看看外面的世界了！

流行歌曲《琵琶行》何以动人

形单影只
（本栏目图片均由手机拍摄）

老式步枪加上一个瞄准镜造就了百发

百中的狙击手，“小李飞刀”百步穿杨……

中国观众已习惯了抗日神剧。那么，下

面的战争场景，不知道会给他们带来何

种感想？

两万米高空，一架从美国夏威夷某空

军基地起飞的无人机，正盘旋在中东某国

家的上空，无人机携带两枚地狱火导弹，通

过瞄准器（姑妄称作“瞄准器”吧，其实就是

一套远程高清视频），在太空中军用侦查卫

星 GPS 技术的配合下，只需几十秒钟就可

以使用带有制导功能的地狱火，把他们锁

定的目标精纯摧毁。

指挥这场战斗的是英国军情六处的

女上校凯瑟琳，她经过六年的苦苦追踪，

终于锁定了那个恐怖分子的女头目。本

来的作战计划是，由所在国的地面部队实

施突袭，跨国抓捕恐怖头目，然后通过法

庭正式审判！

隐藏在附近的地面部队已经整装待

发，就等待着凯瑟琳上校的一声令下！为

了确保抓捕行动的万无一失，化装成当地

老百姓的间谍，利用做成小鸟、甲壳虫的电

子视频监控系统，甚至都看到了恐怖分子

在房间的一举一动！

就在此刻，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房间里的恐怖分子，正在为两个准备实施

自杀式爆炸的恐怖分子，做最后的准备。

先是往他们穿在身上的自杀背心，插装一

块块高爆炸药，而后按照恐怖分子献身的

所谓“圣战”，举行简单而认真的宗教仪

式。根据经验，这两个自杀式的人体炸弹，

至少可以令八十多人丧命！

没有时间做别的选择了，凯瑟琳上校

当机立断请示由中将和部长、议员等人组

成的最高指挥机构，允许命令美军无人机

基地，摧毁这个恐怖分子的巢穴！

瞧瞧，这场战斗的指挥构架：将军、部

长、议员等高官组成了最高领导机构，密切

地关注着上校凯瑟琳的每一个作战命令。

而凯瑟琳的每一个重要的命令下达之前，

必须得到将军的授权；远在美国夏威夷的

空军无人机基地，有一名中校军官听命于

凯瑟琳上校，指挥操纵无人机实施高空的

精准打击；还有现场的埋伏准备实施抓捕

的所在国地面部队，以及提供第一手情报

的地面间谍小组……

当我们平日在国际新闻中看到，有关

美国无人机又摧毁了极端组织基地的新闻

时，怎么可以想象两万米高空的背后，竟然

有如此庞大高效的跨国协作指挥体系。

通过无人机监控系统，横跨半个地球

的打击目标历历在目。突然，一个卖馕的

小女孩无意中闯入了打击目标的杀伤范围

中。从最高指挥机构，到英国的凯瑟琳、美

国的无人机驾驶员、附近的地面部队和间

谍们，全部惊呆了！

所有人的反应都是，不能按下无人机

导弹的发射按钮！为了防止误伤这个无辜

的卖馕女孩，将军、部长和议员们谁也不敢

承担责任，还有大家都无法确认的法律关

系！于是，马上联系经验丰富的英国外交

大臣，联系美国负责反恐的国务卿，甚至需

要找到总统……

误伤一个女孩，可以拯救至少八十条

性命；但是，在八十条性命没有被剥夺之

前，一个女孩的误伤，却有可能引起舆论上

的轩然大波，会将这一批政治家置于非常

不利的地步！这就是政治……

原以为是围绕着一个女孩的生命而展

开一场人性与道德的冲突，最后的指向居

然是——政治！听听大人物的声音吧：牺

牲了一个女孩，我们要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受到舆论的谴责；牺牲了八十条性命，可以

激发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愤怒，我们可以获

得反恐的巨大舆论支持！

只有那个最底层的无人机驾驶员，在

接到凯瑟琳上校发射导弹的命令之后，冒

着抗命的严重后果，把发射按钮上的手指

缩回，向上校提出了要保护女孩的意见！

从无人机驾驶员眼睛中的泪花，才让我们

看到了真正的人性！

地面的间谍，为了引开女孩差点搭上

了自己的生命。爆炸威力的评估人员，费

尽心机去改变调整弹着点，以期减少对女

孩的误伤程度……

在最后的时刻，无人机终于发射了“地

狱火”导弹，而且不止一枚。当远程视频系

统在废墟中发现了女恐怖头目还在蠕动

时，凯瑟琳马上命令发射了另一枚地狱火

导弹。恐怖分子死得不能再死了，女孩也

身负重伤，不治身亡……

英国伦敦，最高指挥机构的一位女

高官最后流着眼泪，骂中将及其他高官

“虚伪”！

中将没有回应，低着白发苍苍的头，

默默地收拾了文件离开了作战室。还没

有忘记从值班军官手中取回给女儿买的

玩具娃娃；

美国夏威夷，一男一女的两位无人机

驾驶员，走出来驾驶舱，除去满脸的泪水还

有绝望的困惑；

中东，袭击现场，爸爸妈妈抱着已无声

息的女孩，哭天抢地的拦下了一辆恐怖分

子的皮卡，卸下了车厢里的机枪，把女孩送

到了医院。这个刚刚还在开心地玩着呼啦

圈的女孩，已经听不见爸爸妈妈撕心裂肺

的呼喊了……

这只是个电影，名字叫《天空之眼》。

我一连看了两遍，仿佛经历了两场战争。

一场是军事的，一场是人性的……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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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以为是围绕着一个女孩的生命而展开一场人性与道德的冲突，最后的指向居然是——政治！

公元 800 年开始了连续几百年温暖，北大西洋上少见浮冰，

嚼着鳕鱼干的维京人一路驾船跟随鳕鱼群，由此发现格陵兰。

好景不常，1200 年，格陵兰和北极出现小冰期极寒。西部的探

险路线随之闭塞。1350 年，格陵兰殖民地被放弃了。但这只是

欧洲人倒霉的开始。

在《小冰河时代——气候如何改变历史（1300—1850）》一

书中，美国人布莱恩·费根描述了中世纪欧洲如何迎来严酷的

气候。迄今为止，欧洲的气候变化历史的研究资料最丰富。对

欧洲历史的认识已经离不开气候证据。谁能想到，中世纪的英

格兰曾是威胁法国的优质葡萄酒产地呢？真是沧海桑田……

从公元 800 年开始，欧洲社会逐渐稳定，这缘于温暖的气

候，从英格兰到挪威，森林越长越高，农民们跟着开垦了高处

的荒地。冰岛北岸可以种植大麦。北纬 62.5 度的土地可以种

燕麦。西西里岛跨度极大的中世纪石桥，暗示 900 年前的降

雨多得多。1100 到 1300 年间，危害喜暖作物的五月霜冻一次

也没有。

虽然维京人的侵扰一度很麻烦，但欧洲封建文明还是日渐

成熟。1000 年前后的绘画、诗歌展现了和平富足的田园社会。

12、13 世纪也是建筑的黄金期。温暖的气候下，维京人到处捕

获大量鳕鱼，还曾将活的北极熊运到丹麦。他们后来再没做到

这一点。

14 世纪初是转折点。气候转冷，冰岛冬季海面结冰，无法

捕鱼，人们宰杀了一半的牲畜节省干草和粮食。

1315 年夏季的欧洲大陆，冷冷的冰雨连下几个月，法国征

伐弗兰德斯的骑兵陷于泥泞，只能露出马鞍。洪水冲走了欧洲

大陆的泥土，冲走了整个村子。1316 年的春季又阴雨连绵，连

年歉收击垮了欧洲。没粮食，没饲料，饿殍遍野。寒冷的冬季

加剧了死亡，到处流传着人吃人的故事。灾难持续了 7 年。欧

洲气候从此变幻无常。

费根提到，有些气候学家将 1300年—1850年叫做小冰期，但

也有争议。在后半本书中，费根列举了近 700年来的种种气候灾

难，从法国大革命前的饥馑到印尼火山爆发造成的无夏之年，还

有爱尔兰依靠土豆应对寒冷气候造成的百万人死亡的大饥荒。

有趣的是，费根遍阅近几个世纪的写实油画，从中研究云量的变

化。费根认同 1850年后大量碳被释放到大气而开始全球变暖。

不论如何，1300 年后，欧洲人更多地面对寒冷气候和饥荒

的挑战。灾害也刺激了欧洲人的航海和农业技术进步。

由于海况变差，1300 年后的大西洋渔人发展出更耐风浪的

多格尔船，并且路线南移，追踪鳕鱼和鲸鱼到了比维京人更远的

地方——北美的拉布拉多和纽芬兰。从哥伦布那个时代，西欧人

就去北美海岸捕鱼；1620 年，五月花号移民的目标是“信奉上帝

和寻找鱼类”。可以说，移民北美是被寒冷气候逼出来的。

欧
洲
人
为
什
么
爱
聊
天
气
？
整
怕
了

高

博

摄手作

近年来，不少地方推出了控制吸烟的地方性法规，有些规定相当严格，《北京市控制吸烟条

例》更是被称为“史上最严禁烟令”。各地控制吸烟的决心不可谓不大，而且相关法规实施之初，

确实让公共场所的吸烟现象发生了明显改观，很多老百姓因此对“自由呼吸”充满期待。

但实事求是地讲，时至今日，看似严格的控烟条例并没像人们当初预料的那样，真正把吸烟

问题“管住”。以北京为例，2015 年《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即将实施时，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申英

秀曾评价说：“这是给北京人民的一份大礼，让北京市民在室内可以享受清洁的空气；这也是给北

京儿童的一份大礼，让儿童们呼吸不含二手烟的空气。”两年过去了，对照现状再来看申博士的憧

憬，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恐怕很难那样乐观。

笔者是一个 7岁儿童的父亲。由于自身原因，孩子对烟味十分敏感。作为家长，我们肯定要

想办法让他避免受到伤害。但是现实会告诉你，这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马路上或者其他公共

场所，可以“躲为上策”，但更多时候是躲不开的。比如排队办事时，需要和颜悦色地“劝”；在餐厅

吃饭时，需要不厌其烦地“搬”；若是使用公共厕所时呢，那就需要凝神静气地“忍”了。这个时候，

看看墙上的禁烟牌，不禁会感到一丝绝望。

其实在法规里，这些并不是问题，管理、举报、检查、处罚，全都清清楚楚写在上面。遥想法规

刚实施时，这些措施也确实发挥了作用。当时不论大小餐厅，服务人员都会提醒不能吸烟，遇到

不配合的，甚至还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可是现在呢，中低档餐厅对吸烟，大多已见怪不怪了。

偶有例行公事提醒一下的，往往也是不了了之。而如果留意观察就会发现，很多无烟单位无烟

楼，实际上也早已徒有其名了。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由热到冷逐渐淡化的过程。但若究其原因，则与相关法规的执行力不足

有很大关系。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如果得不到有效执行，任何法律都将失去其应有意义。吸烟是一种

相当普遍的个人行为，要在一定范围内禁止这种行为，就必须建立起一套严密严格而又能够执行

的规则。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侥幸以及从众心理就必然发生作用，时间一长，多数人就会失去信

心或者变得麻木，最终使美好的设想陷入尴尬的泥潭。违法吸烟的行为得不到及时惩罚，就会越

来越多；违法者越来越多，有提醒义务的人就会失去耐心而懒得再管；面对广泛存在而又不易证

明的违法行为，普通公众很难提起举报的兴趣；离开投诉举报这个渠道，执法者完全没有能力做

到应罚尽罚……这就像一个循环往复的怪圈，将法律的权威消解殆尽。

诚然，在一个有着数亿烟民的国家，控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实现。但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

大背景下，我们仍然有必要认真检视一下控烟的路子和手段，让相关法规跳出“不了了之”的怪

圈，使人民群众真正免受烟雾缭绕之害。

烟雾缭绕几时清
李进东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本报记者 孙韵孜摄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