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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娱乐

2019 广州国际音响唱片
展将于 12 月 6 日至 8 日在广
州东方宾馆、中国大酒店举行。
主办方透露， 今年的展览面积
和参展客商数量都达到历届之
最。对观众来说，本届展览也将
是最具含金量的一届。

HiFi 发烧友以男性为主，
因此一年一度的广州国际音响
唱片展被戏称为“男人的浪
漫”。 但主办方在发布会上透
露，本届参展商品更加多元，或
可吸引更多女性用户参加。 今
年的展览继续扩大耳机、 随身
听等 head-fi 类产品区域的展

览 面 积 ， 全 国 最 大 的 几 家
head-fi 零售商巨头都将首次
参展并提供现场销售。

此外， 数字音乐也是本届
展览的重点。环球唱片集团、龙
源、风林唱片、柏菲、雨林等国
内外著名品牌继续参展， 国家
大剧院、 索尼精选 Hi-Res 音
乐、拿索斯音乐集团（NAXOS）
将首次携优质的数字音乐和传
统唱片参展，齐集东方宾馆。主
办方将提供 Hi-End 级别的
head-fi 类产品，为观众提供试
听和欣赏。

本届展览的 1000 套 VIP
通票已于开展前一个半月售
罄。 普通门票将在展览期间现

场出售， 票价维持去年
水平不变， 每位购票入
场的观众将可获赠单层
SACD+Blu-spec� CD
一套和会刊。 主办方强
调， 附赠的单层 SACD
是目前市场上规格质量
最高的光盘， 普通产品
市场售价在 300 元 / 张
左右，普通门票本身价
值已经远超出门票价
格。

近日， 香港新城知讯台
《倾心相聚》 节目主持人、歌
手欧信希携两首新歌《功夫
之城》和《倾心》来到广州，接
受媒体采访。 此前，他凭借这

两首歌曲在澳门 VIP 音乐榜
获得了 《热播合唱歌曲》和
《热播翻唱歌曲》两项大奖。

《功夫之城》是香港风行
唱片 55 周年纪念主题曲，唱
片公司请来殿堂级歌手叶振
棠与欧信希合作演唱， 已于
今年八月推出。 欧信希表示
自己非常荣幸能与叶振棠合
作：“能和棠哥这么有分量的
歌手合作 ， 我觉得非常高
兴。 ”欧信希透露，歌曲 MV
已经拍摄完成，“MV 非常有
电影感， 我和棠哥都会有一
些动作戏， 蛮值得大家期待
的”。 （小丁）

最开始，《广州梦想》是陈丹虹创作的
一首歌。 2006 年，在广州电视台主持节目
的陈丹虹接到了领导任务， 让他担任电视
剧《广州人家·乐叔与虾仔》的音乐总监，为
这部本地人耳熟能详的大 IP 写主题曲。 在
此之前，陈丹虹受偶像许冠杰的影响较深，
由他创作的电视剧《乘龙快婿》主题曲《东
南西北十二圈》火遍广东。 领导当时仍想让
他创作一首“许冠杰风”的歌，但他有不同
的想法：“《乐叔与虾仔》深入人心，电视剧
版也是表现广州家庭的室内剧， 我觉得应
该更感性、温情一点，就换了风格。 ”

陈丹虹寻找灵感期间，发生了一件事。
当时他和几个外地朋友开车路过广州火车
东站，其中一个女生指着路边的人行道说，

“我和我妈在这里睡过一个晚上，这是我的
广州梦想开始的地方。 ”这句话瞬间击中陈
丹虹：“除了广州东站， 我们台附近的广州
站，总有类似场景在发生。 很多人从这里走
进广州，一到春运，这里密密麻麻、人来人
往。 城市唤起了很多人的梦想，也有很多人
的梦想被击退。 ”

有了灵感，陈丹虹很快写出了《广州梦
想》：“细细路爱发梦，光阴一刹那，珠江的
晚风催促我想家， 每个愿每个梦广州要和
唱，艳阳下我心中见光华……”这首歌融进
了很多温情的概念———母子、家、广州等。
之后，《广州梦想》有了第一支 MV，陈丹虹
说：“我融入了很多广州元素， 里面有我的
成长记忆，比如《羊城暗哨》的画面。 MV 讲
述了母子关系，传递家的温馨。 ”

如今，回看 13 年前的创作，陈丹虹心

生感慨：“创作这首歌， 表达我对广州的祝
福和愿景。 现在看来，当年的许多梦想都实
现了。 比如，社会治安好了很多，城市实现
了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 ”还会续写“广州
梦想”吗？ 陈丹虹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我现
在已经有些想法了，我会表达现代，充满信
心继续写广州。 ”

在陈丹虹的心目中， 始终认为一座城
市应该有首在全国范围内具备代表性的歌
曲：“许冠杰的《狮子山下》就能代表上世纪
90 年代的香港， 很多人看到《香飘四季》
《三家巷》这些小说能联想到广州，我希望
别人听到《广州梦想》，也能联想到广州。 ”

《广州梦想》亮相央视，为追梦广州人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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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全媒体活动《歌唱祖国·一首歌一座城》，从 10 月
27 日起，在央视开启音乐故事作品展播活动。 由中国 IPTV 广东分平
台选送的作品《广州梦想》与全国观众见面。 这部短片作品，用三个“广
州人”的故事，讲述了平凡人在广州追梦过程中的欢笑与感动。

《广州梦想》播出两周后，在社交网路持续发酵，燃起了“老广州
人”对故乡的记忆，也唤起了“新广州人”对这座城市的希望。 近日，羊
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了短片的音乐创作者、本土知名音乐人陈丹虹，
分享《广州梦想》的创作经过。 他想通过这部短片传递正能量：“我想
把希望带给每一个在广州奋斗的人。 ”

几个月前，陈丹虹接到通知，《广州
梦想》要代表广州参加央视《歌唱祖国·
一首歌一座城》展播。 每首歌需要配备一
个短片，导演是陈柏坚。 在做这部短片之
前， 陈柏坚对陈丹虹做了足足一天的前
期采访， 他在采访手记里写道：“丹虹老
师没有因为歌曲取名为‘梦想’就展开宏
大叙事， 他以家为题对每一个平凡人的
梦想进行总结升华， 写下了在每个人心
中都会有所触动的句子。 一家温暖，家家
温暖，国家温暖，所谓梦想，就是那个温
暖的家，我们找到了创作上的依据，家。 ”
围绕“家”的概念，陈柏坚和陈丹虹安排
了三个故事。

第一个是外来妹的故事。 1999 年，
在一家电子厂打工的喻方， 因学过舞蹈
而被老板赏识， 负责在下班时间教同事
们跳舞。 她逐渐在这项“副业”中找到自
己的梦想———将舞蹈的魅力传递给更多
人。 2007 年，喻方离开了电子厂，创办了
一家舞蹈培训学校。 第二个是科学家的
故事。 化学教授辛伟贤三年前从香港来
到广州工作，带领他的团队申请了 40 多
项专利，其中已经有 2 项正式投入生产。
今年 4 月，辛伟贤获得了南沙人才卡，成
为真正的广州南沙人， 能够享受广州全
方位的公共服务。 以往，辛伟贤总是穿梭
在香港与广州之间， 利用假期与家人团
聚，现在，则是妻儿来到南沙与他相聚。
第三个故事，说的是陈丹虹自己。 他讲述
了自己在广州生活、工作的体验，也讲述
了《广州梦想》创作背后的付出。

受访时， 陈丹虹对这三个故事的内
在逻辑进行了梳理：“外来妹的故事，讲
述的是外来打工者在广州拼搏奋斗的故
事；第二个其实是大湾区的故事，香港高
新技术人才支持广州建设，广州是适合人
才实现梦想的热土； 第三个是本土人故
事，我见证这座城市的变迁。”《广州梦想》
在央视播出之后，相关话题在社交网络传
播，引发网友共鸣。 陈丹虹在微博翻着成
千上万条评论，感慨万千：“很多离开广州
的人，开始想念广州，找到了对家乡的记
忆；有人想起了我，说熟悉我做的《星光随
想》《谈股论金》，也想起了我写的歌。 ”

这次再创作 MV， 让陈丹虹感慨颇
多， 他重新审视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和自
己与广州这座城市的关系。 陈丹虹这样
看待自己的广州梦想：“我受黄霑和许冠
杰的影响比较深，黄霑写词、作曲、主持、
写书，很有才华、很好玩；许冠杰弹着吉
他，作词、作曲、演电影，他们都通过小人
物、小事件，反映大时代。 我讲股票、唱音
乐茶座、做电台、主持电视节目，大家怎
么评论我？ 他是电视人里音乐做得最好
的，他是音乐人里最会讲股票的？ 有时我
很尴尬，但我也很坦然，这是我的风格、
兴趣。 ”

陈丹虹如今仍在做音乐， 触摸自己
和广州的缘分，“我自己在这个城市，一
步一个脚印，追求我想要的东西，乐得自
在。 做喜欢的事情做到退休，我就很开心
了。 ”有件具体的事情，“这两年我想出张
碟，整理之前的创作，给乐迷们收藏。 ”

打造广州“音乐名片”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参加央视作品展播

2019 广州国际音响唱片展 12 月 6 日开展

不只是“男人的浪漫”

欧信希叶振棠共唱《功夫之城》

{
（胡广欣 摄影/宋金峪）

音乐人陈丹虹

《广州梦想》短片讲述广州人的故事

参展产品更加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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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一定年纪，乡愁便会
时不时地爬上心头。 闲来无事
时， 总会忆起老家的各种好，
尤其是那些出生在农村的人。
可若真回到乡下老家，又难免
会生出几分失望来，总会觉得
乡村跟以前的不一样，少了不
少东西。

乡村里最先少的是乡人。曾
经，在村头巷尾，沃野山岗，一年
到头都热闹非凡， 人来人往，而
如今这种景象只有在逢年过节
时才能再现了。随着乡人们不断
涌进城市务工和定居，乡村慢慢
“空巢”了，像划龙舟、舞龙灯等
群体活动， 现在都难以举行，因
为没有了壮劳力。

乡间的路上， 曾经从早到
晚，都有挑着担子，赶着牲口的
行人，一个个熟悉的面孔，迎面
走来，跟你亲切地打声招呼，递
过一支烟， 唠几句家常……而
今，这种景象已不在。留守在乡

下的人， 也大都骑着电动车甚
至坐进车里， 风驰电掣一闪而
过，像是故意在躲着你。

乡村里还少了来来往往的
贩夫和手艺人。 没了一路吆喝
着的卖货郎，没了腋下夹着剃
头盒的理发匠，没了上门干活
的木瓦匠，没了收鸡鹅鸭毛的
小贩 ， 没了补锅修鞋的手艺
人， 没了巡村看病的郎中，没
了说大鼓、玩杂技的民间艺人
……他们曾把乡村的春夏秋冬
渲染得生机勃勃， 充满活力，
而今已再难碰见。

乡村里还少了诗情画意。
不见了“儿童散学归来早，忙
趁东风放纸鸢”；不见了“牧童
骑黄牛，歌声振林樾”；不见了
在小溪里 、 沙泥中玩滚的顽
童；不见了滚铁环、摔土炮的
小孩；不见了挑水、打猪草的
少年……任凭外面的空气如何
清新，阳光如何明媚，花儿如

何美丽，都无法将一个个留守
儿童和少年从手机的游戏里
拉出来。

乡村里还少了传统的农
具。 锄头、犁耙、镰刀、锯子，大
都爬满了锈迹，被丢弃在黑暗
的角落里。 因为成片的田地、
山林被人承包，现代化的农业
机器，轰鸣着一路而过，一次
成型，完成所有劳作，谁还使
用传统农具？ 打农具的铁匠铺
都关门了。

乡村还少了邻里间的脉脉
温情。 过去，农闲时，乡人们常
会围坐在一起，亲切地拉家常，
说农事，互诉烦恼或开心的事，
场面温馨， 而现在则是宅在烟
雾呛人的屋里打麻将和玩牌，
常为一局的输赢， 谁出错了牌
而争得面红耳赤……

乡村还少了故事。 以前乡
村的每家每户以及每个人，都
有各自或苦楚或快乐的生动

故事 ， 说上三天三夜都说不
完，而现在乡人的故事，往往
只有一个共同主题———进城务
工挣钱， 谈的都是如何赚钱，
如何落户，如何买房买车。

我觉得， 记忆中的美好乡
村，应是在晨曦的薄雾中，农人
牵着牛儿，荷锄而出，遇田而作；
应是在黄昏里，鸡鸭“叽叽喳喳”
地归笼，柴火映红着灶洞，炊烟
缭绕；应是一年四季，都能在乡
村的小路上遇见熟识的乡人，他
们会用地道的土话向你问候；应
是村里遇到大事，乡人齐心合力
解决。 可这一切，在今天的很多
乡村里，已难觅踪迹。

那么乡村就此消失了吗？
其实并不是， 乡村依然站立在
那里， 只是它少了一些让人留
念的人和事。或许可以说，乡村
只存在于每个人的记忆和怀念
中。 丢了魂、回不去的乡村，如
同我们回不去的少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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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有一个饼摊， 卖各种各样的
饼。 每种饼都切出一块，再切成很多小
片，插上牙签，供顾客品尝。 妻子说，有
一个衣衫破旧、头发花白的老太太经常
特意来品尝。 她遇到过几次。 摊主每次
端出好多饼递给她，还问她够不够。

动植物均有趋利避害的本能。 但有
些也不可思议。 比如飞蛾投火。 人类从
钻木取火到现在，至少几千年了吧？ 飞
蛾依然一代一代， 争先恐后地向火奔
去，仿佛向死而生，其实“呲啦”一声变
为灰烬。 要说前几代糊涂，后面这么多
代，连个记性都没有，本能去哪儿了？

词汇二则。 一，晨，着短裤出门，遇
熟人。 问，不凉吗？ 答，凉后面还有一
“爽”字。二，越来越多的人称我为老师。
忽发现，不是因为像“师”，而是因为像

“老”。

半夜，一只蚊子在我露于被外的胳
膊上咬了至少八个包。 痒醒。 手臂空中
狂挥一分钟。一友曾言，见蚊子就打，即
使打不到，它也受伤了。想想也对，带起
的风于它乃台风，内伤是跑不了了。

夹杂在一片热闹中，感受的却是巨
大的孤独。 离不开热闹，又抛不掉孤独。
无胆。 无力。 无能。

古印度实行家长制度。 凡为家长，
有“四住期”。 即，学生期、住家期、林栖
期、游行期。学生期拜师学习。住家期结
婚、教育子女，履行家庭及社会责任。 等
到子女成人，本人垂垂老矣，即摒弃世
俗生活，到山林间静修，是为林栖期，亦
即“出家”。 临终前，旅游各地，以终天
年，为“游行期”。觉得今日国人可借鉴，
好好享受林栖期和游行期。 千万别把前
者搞成扰民的“广场舞期”（正常广场舞
除外），把后者搞成全世界抢座的“中国
大妈期”。

岭南深秋即景：一夜雨停，清脆鸟
鸣。 晨风微凉，爸爸带小女孩儿在广场
上打羽毛球。 早餐店门口，白发老人坐
塑料凳子上发呆。 树梢轻晃，树干不动。

与伟明先生餐叙。 他说， 昨夜做
了个梦 ， 眼见土地上长出一丛丛灌
木，在阳光下闪着光。 醒来后，心情特
别舒爽。

章瑾是从浙江三门县走出去的，考
上大学之前， 她没有离开过家乡。 她的
求学之路一直走到了英国剑桥， 拿到双
硕士学位后在香港得到一份高年薪的工
作，似乎成了所有人眼中的人生赢家。

却忽然改变了方向。
转折来自刚刚考上名牌大学的同乡

小男生。 章瑾与他的对话：“你想学什么
专业？”“不知道。”“想去哪个城市？ ”“没
想过。 ”“以后做啥工作？ ”“听妈妈的。 ”

章瑾感到震惊， 自己走出去这么些
年， 家乡的教育理念没有变， 她决定回
到小城三门，为家乡做点什么。

她发起创立了当地首家公益图书
馆，取名“有为”，这里不仅仅是看书的
地方，还组织讲座交流，冬夏令营，游学
访问，读书会等，旨在拓宽小城的视野。
参加的不光是孩子， 还有成人， 有位女
老板接触到读书会后， 主动要求参排绘
本话剧， 由于讲不好普通话， 她演的是
一棵会摇动的树。 她说：“我从土豪变成
了书香门第。 ”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 有为图书馆是
一个市民的空间， 撬动着整个小城的改
变。

书香由美好的灵魂来传播。 90后姑
娘康瑜，22岁之前，是父母的乖乖女。 本
科毕业， 她做出决定， 放弃人民大学的
保研名额， 放弃出国留学的机会———去
支教。 她来到云南保山一个叫漭水的小
镇，成了一名初中老师。

康瑜抱着使命感而来， 想帮助孩子
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可学生并不领情，
厌学、逃课、打架、早恋……每天上演。
有天下雨了，康瑜说，我们不上课，我们
来写诗吧。 孩子们很好奇， 写出来的诗
行却充满单纯的爱和悲悯， 令人落泪。
支教第二年， 她开了固定的诗歌课。 奇
迹发生了， 这个全校最头痛的问题班
级，成绩第一次超过了尖子班。

两年支教结束，康瑜回到城市，准备
申请留学， 忽然收到一个大箱子， 里面
都是漭水孩子寄给她的诗和信……她再
次回到山里， 成立了诗歌教育公益机构
“是光”， 通过开发课程及教师培训，为
全国偏远地区学生提供诗歌课程。

是的，诗就是光。
河南太康县陈庄村的一对留守小姐

妹也有一个图书馆， 馆里的书， 都是她
俩跟外婆捡废品时捡来的。 一本本擦干
净，收藏好，渐渐攒了一百多本，有小伙
伴聚到这儿来读书，也有人借阅。

比起城市孩子的藏书， 它有点儿寒
酸， 有点儿辛酸。 但是留守孩子们更加
珍惜，这一点点书香。

短句 □小青

●（英） 夏洛蒂·勃朗特《简·
爱》：谁说现在是冬天呢？ 当你在我
身旁时，我感到百花齐放,鸟唱蝉鸣。

●（古罗马）马可·奥勒留《沉
思录》：我常常觉得这是多么奇怪
啊， 每个人爱自己都超过爱所有
其他人， 但他重视别人关于他自
己的意见， 却更甚于重视自己关
于自己的意见。

●托尔斯泰： 即使在最亲密
的朋友之间 , 奉承和赞扬也是需
要的,就像车轮需要润滑油一样。

●泰戈尔： 当你为错过太阳
而哭泣的时候， 你也要再错过群
星了。

●丘吉尔： 如果你对每只向
你吠的狗，都停下来扔石头，你永
远到不了目的地。

●萧伯纳：人生有两出悲剧，
一是万念俱灰，另一是踌躇满志。

●刘墉：当你思想一杂乱，心
情一紧张，感性就会変得迟钝，如
果能达到气静神凝的境地， 就能
见平日所不能见， 听平日所不能
听，感平日所不能感。

●电影《匆匆那年》台词：那
时的我们以为人生只有相逢，还
没想过原来还有错过，还有遗憾，
还有来不及。

●电影《爱在日落黄昏时》台
词：回忆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前提
是你让过去的都过去。

●电影《绝叫》台词：就算流
泪了，开玩笑说那是汗就好了。人
生啊，笑着才会胜利。

●生活可以像一片波澜壮阔
的大海， 也可以像一条奔涌向前
的小河，关键在保持自己的节奏。

●小时候我们都喜欢英雄，
长大后我们才理解了反派。

●生活中， 我偶尔会羡慕地
板———有那么多头发。

●老张买了一瓶汽水， 打开
后发现一点儿气都没有， 他气不
打一处来， 忍不住大声质问营业
员：“这瓶汽水里怎么没有气？ ”
营业员小声告诉他：“你一喝下
去，肚子里的气就上来了。 ”

●家里要装修， 平时这些事
都是小丽妈妈说了才算。 这天吃
饭时， 妈妈有意问小丽有什么意
见。 小丽啃着鸡爪， 说：“我就是
一个蹭饭的，没发言权，不发表意
见了。”妈妈又让小丽爸爸提提意
见， 爸爸端着菜从厨房走出来，
说：“我就是一个厨子， 专业不对
口，也不发表意见了。 ”

●大牛第一次开车回老家，
乡亲们对他都很热情。回城的时
候，他开车出村口，见还有乡亲
追上来送别，他特别感动，连忙
打开车窗对那些乡亲说：“别送
啦，赶紧回去吧 !”只见乡亲们仍
不放弃， 边追边喊：“快停车，我
们在你车顶上晒的萝卜干还没
收呢 !”

书香 □莫小米

□庞启帆 编译

星期六早上， 福尔曼开车到
郊区散心。行驶至一个路口时，福
尔曼看到了一个牌子， 牌子上写
着：此路不通。“蒙谁呢？ 这路我
上周还走过一次呢。”福尔曼笑骂
了一句，然后开车绕过牌子，径直
往前开。

行驶了一英里， 道路畅通，行
驶了两英里，道路依然畅通。“我就
说是个恶作剧嘛。”福尔曼笑道。然
后，他吹起口哨继续往前开。 可他
没开出 200 米就不得不停了下来，

因为道路被一大堆大石头堵住了。
在这堆大石头的前面立着一个更
大的牌子，上面写道：难道您不理
解“此路不通”的意思？

福尔曼哭笑不得， 只好调转
车头沿路往回开。 至于为什么会
有一大堆大石头堵住去路， 他也
不得而知，因为根本没人可问。

很快，福尔曼又来到了路口，
又看到了刚才给他警示的那块牌
子。在那块牌子的背后，福尔曼看
到了这句话：是不通，对吧？

谁让你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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