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家， 婆媳相处宛如一首独特的

乐曲，时而悠扬和谐，时而斗嘴，而我，甘

做“端水大师”，一直都在“和稀泥”。

这不，一个周末的上午，母亲手中拿

着针线，正在仔细地缝补一件旧衣服。 妻

子慵懒地坐在一旁的沙发上， 手中摆弄

着平板电脑。

“莉莉啊！ ”母亲皱着眉头，眼睛微微

眯起， 声音里带着几分不满与担忧：“你

整天盯着那玩意儿看， 眼睛迟早得坏

喽。 ”妻子不屑地撇了撇嘴，眼睛里却闪

烁着一丝俏皮的笑意，回应道：“妈，这可

是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呢。 我在

这上面能看到好多新鲜事儿， 了解到最

前沿的时尚潮流。 ”母亲轻哼了一声，停

下手中的针线活，把衣服放在一旁，认真

地说道：“什么时尚潮流， 在我看来尽是

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你看看你买的那些

衣服，露这露那的，哪有个正形儿。 ”

妻子坐直了身子，双手抱在胸前，歪

着头，眼神中带着些许倔强，说：“妈，这叫

时尚，您可能不太懂啦。 现在大家都这么

穿呢，这是一种个性的表达，是展现自我

魅力的方式。 ”母亲一听，气得直跺脚，手

指着妻子，声音略微提高了几分：“你们的

时尚我可理解不了。 咱这传统的衣服，规

规矩矩的，多好。哪像你那些衣服，不实用

不说，还不保暖，大冬天的也不怕冻着。 ”

见这架势，我赶紧出来打圆场：“妈，

您别生气，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看看

平板也是一种放松方式。 老婆，咱也理解

理解妈，她那是担心你看久了伤眼睛。 妈

缝补衣服也是为了节省， 这都是过日子

的心思。 咱们各让一步，都别较真。 ”

母亲和妻子听了，都没再吭声，这场

小风波算是暂时平息了。

就像有一次，妻子想在家里的客厅墙

上挂一幅现代艺术画，她觉得这样会让客

厅看起来更有艺术氛围。母亲却觉得那画

花花绿绿的，一点也不稳重，不如挂一幅

传统的山水画。 于是两人又开始了斗嘴。

妻子说：“妈，现代艺术画能体现出我们的

个性和现代审美呢。 ”母亲反驳道：“那山

水画多大气，看着就舒服，还能体现咱们

的传统文化底蕴。 ”可是，在斗嘴之后，妻

子说会思考母亲说的文化底蕴的问题，母

亲也说会去了解现代艺术画的魅力。

我见她们又开始斗嘴，急忙打圆场：

“老婆，妈说得有道理。 山水画确实更有

文化底蕴，咱们欣赏现代艺术画的同时，

也不能忽略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咱们可

以客厅挂山水画， 卧室挂你喜欢的现代

艺术画，这样不就两全其美了。 ”妻子想

了想，觉得也有道理，便同意了。

在我家，婆媳斗嘴不是矛盾的激化，

而是情感的交流与观念的碰撞。 这种斗

嘴就像生活中的调味剂， 偶尔会带来一

点酸涩， 但更多的是让家庭生活这道菜

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而我这个“端水大

师”，一直努力成为粘合剂……

在家扮演“端水大师”

�刘建峰

当我刷过

身份证，走进汾

阳路上的上海

音乐学院时，立

马就被校园内

的数幢优秀历

史建筑所吸引。

在老建筑

内驻足阅读《百

年 巨 匠———萧

友梅 140 周年

诞辰专题展》，

回眸上音的发

展历史，赞叹音

乐前辈的毕生

奉献。国立音乐院（现上海音乐学

院） 由蔡元培和萧友梅共同创办

于 1927年 11 月 27 日，是中国第

一所独立建制的国立高等音乐学

府。萧友梅创作了《五四纪念爱国

歌》《问》《秋思》等声乐作品；黄自

曾任国立音乐院作曲理论教授兼

教务主任，《怀旧》《玫瑰三愿》等

为其所作； 上音老院长贺绿汀曾

就读于国立音乐院，《游击队之

歌》《牧童短笛》 等是他的主要音

乐作品。心有大我、以振兴中国音

乐为己任的萧友梅为我国培养了

冼星海、贺绿汀、丁善德等一大批

音乐人才，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

教育之父”。 近年来，上音涌现了

一大批德艺双馨的名师名家和青

年才俊， 繁荣并推进了我国音乐

艺术事业发展， 为坚定文化自信

谱写了浓墨重彩乐章。 上音院长

廖昌永被誉为“国际著名男中音”

“亚洲第一男中音”； 由何占豪和

陈钢创作、 俞丽拿担任小提琴独

奏的协奏曲《梁祝》，已成为享誉

世界的中国民族音乐经典曲目。

乐史熠熠，古今相继。 在校园

内的东方乐器博物馆，感悟乐器的

存在，使逝去的古代音乐“满血复

活”， 在追溯乐器历史发展脉络中

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每一种

民族乐器都有其独特的音色和情

感表达。 在博物馆里，我惊喜地看

到了由我国当代德高望重的音乐

教育家、小提琴家、乐器专家谭抒

真在中国制作的第一把小提琴。

顺着上音学生的指点朝前

走， 淮海中路上的大门左侧是视

听音响效果和现代建筑设计堪称

顶流的上音歌剧院， 而右侧的音

乐城堡则是建造于 1926 年的德

国文艺复兴式花园住宅， 曾为比

利时领事馆。 我一边品鉴城堡建

筑； 一边观赏了正在这里举办的

《上音主体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回

顾展（2014-2024）》，着实为上音

十年硕果累累而点赞。

漫步上音校园，绿草茵茵、树

木葱茏，鸟语花香、旋律悠扬。 人

生百年， 若有美妙音乐如影随形

相伴，此生足矣。

“上音”悦耳

�林 春

我久久不能入睡

在夜阑人静的时候

———往事如烟

———情思如酒

六十年前

有幸走进你书房聆听

《诗经》中的短章

唐宋以来的绝句

口耳相传的新歌

你说唯有小诗

才是绵延不绝的

———艺术长河

先生用一根纸烟

点燃了我的诗愁

三十年后

我们在北戴河聚首

晨光中，叩问大海

夕照下，诗碑前凝眸

那是毛主席诗词

《浪淘沙 北戴河》

先生的声调抑扬顿挫

我的思绪化作海鸥

在波峰浪谷间

———浪遏飞舟

二〇二四年五月八日

我的泪水如流

送先生最后一程

追思无尽无休

夜幕深处人间灯火依旧

不知天上是否拥有

我依然想听您谈诗

依然想拜会您的

———魏晋风流

致吴欢章先生

�刘希涛

“饭圈”岂能标上“文化”

�费 平

最近，有个词又火了起来，这就是

“饭圈文化”。 自巴黎奥运会乒乓比赛我

国两位女运动员的“粉丝”拉踩引战、互

撕谩骂等乱象以及深圳的亚乒联盟亚洲

杯赛上两位女运动员争夺冠亚军时“粉

丝”的造谣攻击、侮辱诽谤甚至竖中指

等，“饭圈”现象愈演愈烈……

国家有关部门已注意到并已发声，

尤其今年的“两会”上有代表建言，要加

强对青少年的正确引导，把坚决抵制畸

形“饭圈文化”的意识融入运动员培养、

赛事活动组织全过程。 高层的重视与主

流媒体的报道，说明了事态的严重性。

然而，笔者不理解的是，在说到“饭

圈”时总要连缀上“文化”。

什么是“文化”？ 文化概念包括了一

切社会意识形态，如艺术、道德、法律和

习俗等。 中西方有不同的起源，在我国，

文化一词由“文”和“化”组成，分别代表

各色交错的纹理和事物的动态变化过

程，合起来，就表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和

品德的教养。 由此可见，“文化”对社会

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它不仅能够塑造

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还能够影响社

会的政治、经济等方面。 先进的、健康的

文化会促进社会的发展。

然而，纵观近年来发生在“饭圈”里

的乱象，有哪一点可沾上“文化”的边，有

哪些是突显了“文化”的内涵？

众所周知，“饭圈”是指粉丝圈子，是

粉丝群体自发组成的娱乐社群，具有组

织性和专业性。 它的形成和发展反映了

粉丝对偶像的崇拜方式随着环境的不同

和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演变。

其实，追溯这些粉丝，一开始并非如

此负面，他们最初是为某演员造势而成

立的后援团，这样的社群能够产生话题

热度又能够产生消费动力。 但后来，却

逐渐偏离了初衷，以后则越来越走火入

魔，这“饭圈”蔓延到了体育界，一方赢

了球被对方“粉丝”喝倒彩，输了球则全

场欢呼……明明都是中国球员，为何会

发生这样的事呢？ 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难道是文化所赋予的意义吗？ 这种“饭

圈”行为还能套上文化的外衣吗？ 如果

这样的乱象被冠以“文化”，那么这“饭

圈”就是彻头彻尾对“文化”的亵渎，也是

对体育精神的侮辱、对人类文明的践踏！

对国家的打击行动，我们坚决支持。

因此，从原先对自己顶礼膜拜的偶像正

常的崇拜，发展成变了味的狂热“饭圈”，

我们没有必要为其贴上“文化”的标签，

更不能让其以固有的词汇形成思维定

势。 要从思想意

识上和宣传口径

上彻底改变它之

不实含义。

■ 叠变（摄影） 汤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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