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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家主母》：俗套“大女主剧”也有闪光点 资讯讯

孔祥东确信，音乐可以帮助人们走过生活
中的沟沟坎坎，所以，他为这场“云端乐赏会”
起了个名字，叫“音乐是爱”。

孔祥东：用爱的音乐回馈世界

荧屏亮亮点点

音乐之之声声

新书架架

《世界上最丑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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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第十
七届文津图书奖评选
活动于日前正式启动。

文津图书奖是国
家图书馆主办并联合
全国图书馆界共同参
与的公益性图书奖项，
自 2004 年创办以来，
已经成功举办了16届。

本次活动评选图
书范围为2021年1月1
日至 12 月 31 日（以版
权页记载时间为准），
由国家出版行政管理
部门批准成立的出版
机构在国内正式出版、
公开发行（包括限国内
发行）的汉文版图书，
不包括重印本和已获
过文津图书奖的再版
图书。参评图书分为
社科类、科普类和少儿
类3类，侧重于能够传
播知识、陶冶情操，提
高公众的人文与科学
素养的非虚构类（少儿
类除外）普及性图书。
评委会将通过推荐、初
评、终评等程序，选出
获奖图书20种、推荐图
书60种（均可空缺）。

据介绍，本次文津
图书奖评选出来的优秀图书还
将通过全国性的巡展、“文津读
书沙龙”系列讲座巡讲、文津书
架等丰富的阅读活动与读者朋
友们见面。评选图书推荐时间
为2021年11月19日至2022年
1月5日。 (钟玲)

[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著
茅银辉、方晨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1年9月版

本书是2018年诺贝尔文学
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最新
被译为中文的作品，曾于2002年
获得波兰最高的文学奖项尼刻
奖·读者选择奖。在波兰读者心
目中，属于当之无愧的“国民畅销
书”，也被誉为托卡尔丘克中短篇
小说的集大成之作。

中短篇小说集《世界上最丑
的女人》波兰语原版书名为《众鼓
奏鸣》，出版于2001年，小说集收
录了19部作品。充盈着大胆的
想象，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是
托卡尔丘克小说的显著特征。《世
界上最丑的女人》收录的或许是
她最贴近社会生活的故事：百无
聊赖的女人进入她在读的侦探小
说之中；男子对“世界上最丑的女
人”“迷恋”不已，并追随她一生；
外国人进入陌生城市，受街上鼓
声启发，“变换”了身份…….托卡
尔丘克以19个精灵般的故事，书
写形形色色不同意义上的孤独
者，铺展独属于他们的心灵与现
实世界交错重叠的奇遇。

（端木紫）

■ 吴玫

首期“云端乐赏会”是由三段视频开启的。
第一段，以演员表演的方式再现了少年孔

祥东艰难的学琴路；第二段，是荣获了柴可夫斯
基国际钢琴比赛铜奖、西班牙桑坦德尔国际大
赛纪念鲁宾斯坦—青年才俊金奖等各类国际奖
项后孔祥东在世界各地古典音乐舞台上接受欢
呼的场景；第三段，是刚年过半百的孔祥东当下
的生活状态。

得到活动预告时，面对该场嘉宾的姓名，我
想起了多年前在“孔祥东音乐艺术中心”采访孔
祥东的一段往事。

那时，是继成为闻名世界的钢琴家之后孔祥
东的又一个高光时刻，一间间以他名字命名的艺
术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9个城市次第挂
牌，所以，我见到的孔祥东，满头黑发、脸色红润、
衣着时尚、走路带风。他一开口，豪情壮志更是
掩藏不住，在他的侃侃而谈中，我听到了他替自
己描绘的音乐蓝图以及由此生发的野心。

然而，在2004年带领158位师生一起献演
过百架钢琴齐奏音乐会后，孔祥东销声匿迹

了。费力追寻孔祥
东的行踪后发现，他
罹患了抑郁症。就
在我们以为病魔已
吞噬了曾经辉煌无
比的钢琴家时，孔祥
东却又出现在公众
视野里，只是，他的
舞台已不再是演出
古典音乐的音乐厅，
钢琴家摇身一变，成

了公益活动和慈善活动的推广者和志愿者，以
及朋友新书发布会的嘉宾。在林林总总的活动
中，孔祥东也弹琴，不过，演奏的曲目多半是他
自己创作的小品。不要说他曾经特别擅长的拉
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了，就连古典钢
琴作品中的“轻骑兵”练习曲、前奏曲、无词歌
等，我们都很难听到从孔祥东的指尖流出，一个
疑问在坊间悄悄流传：是不是一场恶疾夺走了
钢琴家掌控古典音乐的能力？

由孔祥东担纲主角的首场“云端乐赏会”，
既然名曰“乐赏会”，钢琴家无论如何也会弹上几
首钢琴曲的吧？特别是看到开启活动的三个视
频中的第二个、1992年孔祥东在悉尼参加国际钢
琴比赛时演奏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
的盛况后，再看到活动主办方特意 在上海朵云
书院旗舰店演讲厅不大的舞台上摆放了三角钢
琴，我以为就要听到孔祥东弹奏古典音乐了。

身穿枣红色上衣的孔祥东从侧幕走到了舞
台中央。

站在舞台上的古典音乐演奏家们通常信奉
沉默是金。更早的时候，演完节目单上的曲目
后他们在乐迷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中加演，也

不怎么播报加演曲目的曲名。那时，我刚刚学
习聆听古典音乐，不熟悉的曲目太多，如果要将
演奏家刚刚加演的曲目加入自己的曲目库，只
有谦虚地请教前后左右比我资深的乐迷。也
许，古典音乐演奏家们越来越了解中国乐迷的
状态，所以近几年他们在加演前会播报自己将
要演奏的曲目，也仅此而已。

我以为出现在上海朵云书院旗舰店演讲厅
舞台上的孔祥东，也会话不多说就弹琴让我们
欣赏或玲珑剔透、或意蕴深长的古典音乐作品，
但是，从“我胖到220多斤的时候照过镜子，觉得
那不是我要的自己”这句话开始的演讲，孔祥东
竟一口气讲了一个小时。在这一个小时里，孔
祥东分享了自己是如何克服心理魔障穿上红色
跑步鞋走出家门开始长跑的，分享了在3年多的
坚持中遇到过什么样的心理瓶颈又是怎么克服
的，分享了3年坚持减掉70斤体重的喜悦，“我
从困顿的精神状态中走了出来，投身到了公益
活动和慈善活动中去。”

近年来，孔祥东在公益慈善活动中投入了
不少时间。他与几家医院合作，成立了音乐疗
愈工作室。他发现，音乐疗愈对儿科病人特别
有效，“用音乐疗愈的方式帮助患病的孩子，因
为孩子患病的时候除了哭闹，他的表达能力比
较弱，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帮助患病儿在患病期
间的精神释怀以及在康复期间的心灵疗愈。我
也带着钢琴，每年参加自闭症青少年孩子的互
动与疗愈”，这样的经验让孔祥东确信，音乐可
以帮助所有人走过生活中的沟沟坎坎，所以，他
为这场“云端乐赏会”起了个名字，叫“音乐是
爱”，在这一主题下，孔祥东从汉字入手，带领听
讲者从象形文字中寻找到了音乐的源头和音乐
的意义。正因为认定了“音乐是爱”，去年疫情

期间，孔祥东与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合
作，为30位上海援鄂医疗队医护人员创作了肖
像音乐；今年4月，孔祥东听一位海洋保护公益
组织的男孩说起世界上不少海域因为污染严重
珊瑚礁渐次死亡的讯息后，他问男孩要了12段
世界不同海域的浪潮声，边听海浪的声音边任
由灵感汪洋恣肆地飞翔，2个小时后，由12段钢
琴曲组合而成的音乐专辑《海之声命》问世。

假如说《海之声命》的创作过程我们差可理
解的话，30位上海援鄂医疗队的医护人员，从事
的职业虽然相近，但每一位医护人员都有自己
的性格，孔祥东怎么为他们创作肖像音乐？

上海朵云书院旗舰店就在上海中心52楼，
首期“云端乐赏会”的主办者把上海中心的设计
师也请到了现场。为了让我们理解他的肖像音
乐是怎么完成的，孔祥东把设计师请到钢琴旁，
请他在琴键上随意按出4个音符，在这4个音符
的基础上，钢琴家即兴弹奏了专属设计师的一
段小品，非常优美。而他为朵云书院创作的肖
像音乐，更是让我们听到了“抬头看云，低头读
书”的意境。

在“音乐是爱”的主题下进行的一系列音乐
活动，让我们看到、听到了孔祥东钢琴演奏家以
外的音乐才华，然而，作为一个有些执念的古典
音乐爱好者，我多么想听到孔祥东再次弹奏柴
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和拉赫玛尼诺夫
的《第二钢琴协奏曲》！

带着遗憾离开上海朵云书院旗舰店走在回
家的路上，想到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等等古
典音乐作曲家的作品在他们生活的年代也是流
行曲，那么，与这些伟大的作曲家一样用爱的音
乐回馈世界的孔祥东，不还在弹奏着一曲永远
的钢琴协奏曲吗？

■ 钟玲

于正制造又来了。
刚开播时就亲自出场造势，并由他担任总制

片，蒋勤勤、张慧雯、杨蓉领衔主演的网剧《当家
主母》还在热播中。光听这名字，就能想到又是
妥妥的“大女主”剧，也必定又涉及了宅门内斗、
家族兴衰、女性励志等等元素。

果不其然，《当家主母》是以女性振兴家族为
背景，呈现女性觉醒与女性力量的女性群像剧，
没错，这里的当家主母其实不只一个。只不过，
这部剧最初的画风不太美好——

开局就是任家的当家主母沈翠喜手撕丈夫
任雪堂的小妾曾宝琴，女主角咄咄逼人的状态、
俗套狗血的捉奸桥段，再加上身边人非我所爱，
以及每个豪门都有一个纨绔子弟的设定，让人
首先就对这质感有所怀疑:就不能来点新鲜的？

不能。
若不是随着剧情的深入，沈翠喜的人设渐渐

饱满，光看前两集，观众很容易因为她前期刻板
的“主母”形象而劝退。幸好，在剧情俗套、节奏
缓慢、莫兰迪色已不再高级等弱点之外，《当家主
母》将重点放在了塑造女性群像上，慢慢地走进
她们的世界，你才能发现《当家主母》有自己对封
建社会女性的悲悯之心，在心痛女性悲剧命运的
同时也有其深深的思考。

故事，发生在清朝。
任家世袭苏州织造行领织的职务，拥有祖传

的缂丝秘技。家主任雪堂一介书生只爱研究诗
书字画，夫人沈翠喜却善于刺绣与经营。任雪堂
与旧时恋人曾宝琴“暗度陈仓”，诞下一子秀山。
待曾宝琴即将嫁入府之时，任雪堂突然发生意
外，生死未卜、下落不明。内忧外患下，沈翠喜一
人担负着撑起任家的重任，幸有曾宝琴相助，两
位女性冰释前嫌，从情敌变成了挚友、知己。因
为利益，沈翠喜被两个贪官诬陷性命攸关时，失
踪7年的任雪堂归来，沈翠喜的冤屈得到昭雪，生
活回归往日的平静。

剧集的三分之二，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这和于正宣称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不苦

情、不煽情，没有狗血”的定位相差甚远——有关
缂丝的剧情实在少到可怜，剧情过半仍然没将缂
丝工艺讲出个“子丑寅卯”，缂丝不过如同“穿针
引线”的作用，却马马虎虎地没能成为一根好

“针”，这又谈何守护缂丝工艺？若像电视剧《那
年花开月正圆》那样，能把部分重点放在如何经
商也无妨，但剧集的前几集，反而是家族内部的

“战争”太过隆重——女强男弱、妻妾争宠、小妾
入门未遂、家主失踪主母舍妾夺子......真是又苦
情，又煽情，又狗血。

倒是，渐渐地，当任雪堂隐身于她们的生活，

剧情开始充满了阴谋算计，内有不安分的小叔任家
二爷任如风惹祸上身，外有苏州知府与织造不断设
计构陷，如此，在经历了这多番苦难后，以沈翠喜与
曾宝琴为主体的双生“大女主”剧才颇具“雏形”。

也终于开始显现，俗套的《当家主母》的不俗
与反套路之处。

这一次，上帝没有乱开“金手指”。
于正制造中“大女主”爽文剧的翘楚当属《延

禧攻略》，剧中的女主角魏璎珞一路走来，“神挡杀
神、佛挡杀佛”，不曾有过半点儿委屈，逆袭之途星
光璀璨。到了《当家主母》，两位女主角，都不曾生
活顺遂，也没有无所不能。相对一些“大女主剧”
总为配角降智，以凸显女主角光芒万丈的常规操
作，《当家主母》中的反派角色，都是狡猾、贪婪而又
智商在线的，苏州知府曹文彬、苏州织造李照，两
大反派都不是蠢钝之徒，沈翠喜、曾宝琴与他们斗
智斗勇几回合，互有胜负，反派的阴谋招招见血，
她们的计谋也招招致命，但最终还是险些败于他
们的无耻与阴毒。两位女主角见识、胆量、才能一
样不缺，处事的行为习惯都在合理的范围，人物设
定也符合逻辑。

在剧中，她们是耀眼的、可爱的。能够爱得
热烈，也放得潇洒，对现实与人生也看得更为通
透。一场从争宠开始的闹剧，到她们从情敌到
可互托生死的知己，一起携手斗外敌、攘内安，
两个女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得越发丰满。沈翠
喜，义气、坚韧、有胆识、有担当，临危不惧；曾宝
琴，聪慧、善良、有谋略、有勇气，爱憎分明。对
比剧中几位重要的男性角色，无论是任雪堂，还
是任如风，还是任雪堂的随从书砚，都是懦弱无
能、优柔寡断的，且习惯了逃避现实，并无多少
志向。

而在家长里短、儿女情长之外，剧中通过一众
女性的遭遇，控诉着那个时代社会对女性的苛刻，
与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女性人生的悲凉——

沈翠喜，幼时被任家所养，婚后不为丈夫所
爱，虽然持家有道却也时刻在危机中生存，稍有
差池，族中的长辈即可出来问罪幽禁她；曾宝琴，
本为官宦之女，却因家道中落流落风尘，脱离苦
海后也无法光明正大入门，生子也不能在自己身
边养育；任家的姨娘陈晓红，一身出色的工匠技
能无处可施，只能进任家为妾，以保安心生活；沈

翠喜的丫鬟巧儿，带着丰厚的嫁妆嫁给丁荣，却
因要为夫家生儿子，在丁荣陷害沈翠喜时急火攻
心一尸两命；沈翠喜的另一个丫鬟舒芳，儿时被
哥哥卖进任家，等她嫁给任如风后，又不时来讨
钱、吸血、耍无赖……

总之，剧中那悠然的风花雪月与炽烈的冲突
纷争下，更能让人有所共情的是古代一众女性生
存境遇之残酷。《当家主母》并不迂腐，是以这些
女性的视角，去映照彼时社会对女性的摧残。而
剧中的一些女性，有过甚至正在抗争，她们没有
逆来顺受、任人宰割。

变化最大的是沈翠喜。
可以惊喜地看到，任雪堂失踪已久后，沈翠

喜与府中家教魏良弓互生情意。虽然因为他去
世而不能有个好结局，但在经历了单纯、美好的
爱与被爱后，她打开了困住自己的那道门，也解
放了自己被围墙困住的灵魂。因为道义、责任，
她不得不做任家的主母，却从未想过，她本可以
去更广阔的天地，只做沈翠喜。

从一切以任家为重、恪守成规，到主动提出
和离，去反抗男权专制下旧时的婚姻制度、社会
规则，主动去冲破封建社会为女性定制的枷锁，
都是她女性个体意识的觉醒。

有人过早断定《当家主母》不过是翻版的《娘
道》罢了，我却觉得这部依然没有摆脱狗血的网
剧，比《娘道》好了太多。《娘道》里的女主角，作为
一个女性，她认同男权社会女性的生存法则甚至
是对女性的歧视与压迫，而《当家主母》里的女性
却是带着自主意识的，从沈翠喜到曾宝琴，再到其
他女性配角都有思想上的进步——

沈翠喜，自强自立，想做独立的自己，能从不
幸福的婚姻中逃离，不再依附任家生存。

曾宝琴，自己掌控命运，当在狱中面临将被
母亲结束性命的时候，她没有遵从母亲认为她没
有明天的结语，而在任雪堂失踪后，她又自己开
绣房维持生活。

舒芳，一直努力的目标就是奋斗，是经营事
业，面对只懂吃喝玩乐的丈夫任如风，主动写下
一纸休书，愿与对方各自安好。

如意，看到相处七年的男子书砚有意无意地
对女性进行规训，且对方求婚没有告诉她而是先
去请示了家主，她失望至极霸气地说出“不嫁”，并
用行动证明她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
旧俗。换句话说，虽然她只是曾宝琴的婢女，但她
从来没把自己当成任何人的附属品。

就连唯唯诺诺的姨娘陈晓红，也在反思自己
的人生，她也想凭借技术自己去打拼生活，不过
是因为那个时代对女性的种种限制，没有给她机
会让她走自己想走的路。

剧中这些女性的困境，就像一面镜子，她们
的命运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现代女性困境的影
射。虽然，时代不同，但在世界的角角落落，根深
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依旧存在，这个社会对女性
的各种苛刻也从未消失。在一些国家，还有很多
女性的社会权利依然渺若微尘。

而《当家主母》不仅仅有对女性悲剧命运的
同情，在这个如同振保与白玫瑰、红玫瑰如何选
择的故事里，还拥有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探讨、反
思。只不过，《当家主母》是温柔的，用细腻的镜
头语言，表达她们的困惑、不甘；用诗意的内心独
白，演绎她们的烦恼、挣扎；也用解开束缚的行动
之刃，诠释她们的觉醒、成长。

她们的自我蜕变，才是这个俗套故事最精彩
的闪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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