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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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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舟山8月31日电
见习记者 翁杰

东海的夜晚，明月皎洁，微微
星光撒满海面。沙滩上，一场音
乐狂欢派对就此开始。

梦幻的灯光，嗨翻全场的音
乐，数以万计的人们跳跃着挥舞
双手组成人浪，“潮”起“潮”落，与
拍打着沙滩的海浪融为一体。

8 月 29 日至 31 日，第四届东
海音乐节在舟山朱家尖南沙唱
响。3天，5万人次，经过4年的人
气积累，如今的东海音乐节已经
成为长三角地区最有影响力的音
乐节之一。

崔健、张楚、赵雷、宋冬野、
“逃跑计划”等人们耳熟能详的歌
手、乐队登陆舟山，打造了一场海
边音乐盛宴。

一路向东，奔向东海
上周五，东海音乐节开唱的

日子，舟山跨海大桥上，自西向东
的车辆越来越多，来自四面八方
的人们，奔向同一个地方——普
陀朱家尖南沙东海音乐节。

“长龙”中，从西安驱车前来
的李泽鑫，和朋友们齐声高唱着
崔健的《一无所有》。“去年来舟山
旅游时，凑巧赶上了东海音乐节，
感觉很过瘾。”于是，今年他专程
请年假，和朋友自驾前来。尽管
一路兼程，却难掩他们心中的兴
奋，一路高歌。

下了跨海大桥，沿着 329 国
道继续向着南沙前进！来自宁波
的俞晓晓第一次驾车到舟山，却
没用导航，也不问路，一路向东，
车载音响放着当晚嘉宾张楚的
歌，她的音乐节仿佛已经开始。

“朋友告诉我，下了高速沿主路一
路向东就到南沙了。”

“8成以上的门票是在舟山市
外销售的。”活动筹办人郑赟告诉
笔者，经过4年的努力，东海音乐节
的规模和水准得到广泛认可，口碑
效应逐渐显现，已经成为长三角地

区最有影响力的音乐节之一。

摇滚记忆 经典回眸
摇滚，依然是今年东海音乐节

的“主旋律”，崔健、张楚、赵雷等实
力歌手用一首首经典老歌唤醒了
音乐节现场几代人的摇滚记忆。

周六晚，“中国摇滚教父”崔
健压轴登场。《红旗下的蛋》、《超
越那一天》、《新长征路上的摇
滚》⋯⋯一曲曲耳熟能详的经典
摇滚，将现场观众的热情点燃。
来舟山度假的英国人 Alexander，
没想到竟然在沙滩上“邂逅”了一
场如此精彩的摇滚盛宴。尽管听
不懂歌词，他却感受到了中国摇
滚的魅力。他的朋友们像其他现
场观众一样，随着音乐，挥舞着双
手跳啊，哼啊。

在人潮中，定海小学五年级
的吴少荃小朋友，踮着脚，跟唱
着。“他可比我厉害多了，几乎每
一首崔健的歌都能唱上来。”一旁
的父亲说，吴少荃从小喜欢音乐，
不但学了钢琴、黑管，而且每次去
KTV 唱歌都是麦霸。开学前，能
在“家门口”听上这么一场音乐
会，小少荃兴奋不已。

在台下的“摇滚大军”中，还
有不少老人的身影。68 岁的张
子军老人带着家中的 4 个老人来
到音乐节现场，其中年纪最长的
老人已经 83 岁。“我们也要和年
轻人一起摇摆。”

“40多支国内外乐队加盟了本
届音乐节，让听众们一饱耳福。”郑
赟介绍，今年的舞台数量也增加到
3个，除了摇滚和电子外，还有民谣
舞台，灯光同样达到国际顶尖水
平，不逊于任何其他音乐节。

江南韵味 令人沉醉
在一首首摇滚歌曲过后，赵

雷的一曲《南方姑娘》，细腻婉约，
江南韵味十足，令人沉醉。

“南方姑娘，她总是喜欢穿着
带花的裙子，她的话不多，但是笑
起来总是那么的平静优雅。”唱到

此处，台下亮起蜡烛组成的心形
图案，一个男生单膝跪地，向他的

“南方姑娘”说出最感人的话：“亲
爱的，你能嫁给我吗？”

在众人的欢呼下，姑娘羞涩
又幸福地点头答应，与男生深深
拥吻。台上的赵雷开心地浅吟低
唱，像是轻轻诉说着祝福。整个
音乐节洋溢着满满的爱，空气透
着醉人的味道。

“与草莓音乐节、迷笛音乐节
相比，选址沙滩的东海音乐节更崇
尚爱和自由，让听众们在大海边，
无拘无束地聆听音乐。”郑赟介绍。

宁波姑娘黄大曼在活动主办

方开辟的露营区支起帐篷，躺在
其中，静静听着偶像张楚的歌
声。“东海音乐节有别样的风情，
没有城市的喧嚣和拥挤，有的只
是纯粹的音乐。”更令人激动的
是，今天她成功与张楚合影，圆了
多年的梦想。

本届东海音乐节努力做到“最
贴心”。据了解，活动现场配备有
夜晚公共照明、围栏警戒线、水龙
头、淋浴区、流动厕所、垃圾桶等基
础设备。另外，活动主办方还与周
边商家洽谈，在价格公道的民宿、海
鲜排档前挂起蓝色灯笼，作为“放心
店”的标志，让听众放心消费。

舟山朱家尖唱响第四届东海音乐节——

明月沙滩歌满怀

记者 刘慧

本报讯“中国梦”主题是今年
的舞台重头戏。8 月 30 日晚，由浙
江话剧团有限公司创演的“中国梦”
情景诗剧《我有一个梦想》在浙话艺
术剧院首演。

故事讲述了生活在 21 世纪的
一家六口各自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
对“中国梦”的感怀。相比于高大上

的“中国梦”情怀，《我有一个梦想》
切割细化了这个恢宏的命题，更加
接地气地讲述了关于每个人自己的
中国梦。在这个四世同堂的家族
里，有救死扶伤的医生、措辞严谨的
外交官，也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
教师；有兢兢业业的家庭主妇、勤于
思考的学生，也有历经枪林弹雨的
军官。看似小家，实则映射了社会
各行各业的大家，折射出了社会各

个层面的梦想，用最平实的手法巧
妙地将个人的梦想融入了“中国
梦”，弘扬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
庭美德、个人品德等各个层面的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生动提炼出凝聚
每个人的力量，从而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主题。全
剧虽然没有宏大的场面、激烈的矛
盾冲突，但它却在诗意中彰显出温
馨和感动，引领我们深思。

“这不是一部剧，而是一首诗。”
执导该剧的浙江省新生代导演孙晓
燕说。浙话的主旋律作品渐渐成为
招牌大戏，比如为纪念殷夫诞辰
100 周年创作的音画诗剧《生命如
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
年创作的献礼剧目《谁主沉浮》等。

《我有一个梦想》将在今年“十一”前
后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 65 周年系
列展演活动。

浙江话剧团新戏频出——

情景诗剧彰显传统美德

台下激情的观众。 吴海滨 摄台下激情的观众。 吴海滨 摄

在观众的呼声中，崔健两次返场，加唱《一无所有》、《新长征路上的摇
滚》等经典老歌。 张庆法 摄

在观众的呼声中，崔健两次返场，加唱《一无所有》、《新长征路上的摇
滚》等经典老歌。 张庆法 摄

崔健邀请20多名现场观众上台，随着摇滚歌曲一起摇摆。 张庆法 摄

8 月 31 日，“五水共治，两美浙江”书画摄影艺术特展，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开
幕。该展览由中国作家书画院浙江分院联合有关单位举办，共展出 500 多幅书法、
国画、油画、摄影等佳作。 本报记者 吴煌 摄

8 月 31 日，“五水共治，两美浙江”书画摄影艺术特展，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开
幕。该展览由中国作家书画院浙江分院联合有关单位举办，共展出 500 多幅书法、
国画、油画、摄影等佳作。 本报记者 吴煌 摄

“五水共治”入画图

本报杭州8月31日讯
通讯员 方序 记者 童桦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滨江院区急诊中心将在 9 月 1 日正
式启用。该中心延续解放路院区的
优势，将解放路院区包括心脏、外
科、肿瘤、眼科、神经内外科、骨科等
科室在中心设门诊，还开放高压氧、
女性不孕不育等专科，以及肺部肿
瘤介入治疗和康复治疗等特色专
科，同时开放周六门诊，做到“天天
有专家、时时有专科”。

据了解，滨江院区急诊中心采
用内外科分诊、整体学科群共同支
撑的全新诊疗模式。在滨江院区
急诊中心，由临床经验丰富的医师

组成急诊内科、急诊外科医疗组，
当病人送入急诊室时，由医疗组完
成急诊病人的专科分诊，再由相应
的专科提供专业的诊疗服务，使得
整个救治工作更加快捷、准确。从
普通的急诊、到专科急诊、到急救
连成一体，快速转运分流，对急危
重症病人由医疗组直接分流到综
合 ICU。

到目前为止，滨江院区的门诊
量突破 34 万人次，出院人数近 1.5
万人次，手术近 6000 台，开放床位
近 800 张，27 个病区先后投入使
用。不过为确保患者安全，滨江院
区暂不接收儿科、产科、肠道门诊、
眼科、牙科、烧伤科、精神科、传染科
急诊患者。

滨江新设急诊中心

本报杭州8月31日讯
通讯员 于伟 记者 童桦

“人群体质分为平和质、气虚
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气郁
质、湿热质、瘀血质、特禀质九种。”
在今天闭幕的第十二次中医体质学
术年会上，河北医科大学沧州中西
医结合临床医学院侯献兵讲述了

“王琦九种体质”理论临床应用体
悟，“目前我们已经建立起相应的体
质分类标准化工具和方法，并应用
于‘中医体质三级预防’。”

在此次年会上，浙江中医药大
学校长范永升、浙江省中医药研究
院盛增秀等专家都作出“上火与体
质探讨”“辨体明理论”等理论报告，

在专家们的讲解中，中医目前已经
出现了新的变化。比如现有的一级
预防为改善偏颇体质，防治相关疾
病的发生；二级预防为疾病临床前
期，调整体质，早期治疗；三级预防
为掌握体质差异，确定疾病的变化
趋向，防止疾病加重与并发症发生。

与会专家认为，中医体质学重
视未病先防，注重人与自然及社会
环境的和谐统一，重视人的个体化
差异，关注人的“生、长、壮、老、已”
全过程，与 21 世纪医学发展新模式

“4P”（个体化、预测性、预防性、参
与性）医学模式相呼应，可使传统医
学的个体化诊疗趋向规范化、标准
化，具有低成本优势，适宜于在大面
积人群中推广应用。

中医体质三级预防

郭兴华

近日来，房祖名与柯震东的吸
毒事件引发了社会强烈关注。

一个是慈善达人成龙的“星二
代”，一个是演绎了《那些年，我们一
起追的女孩》《小时代》等青春偶像
剧，并在禁毒宣传片中公然承诺“我
不吸毒”的当红“男神”。

但聚光灯下的一缕青烟却将无
数粉丝疯狂追逐的偶像击倒在地，
留下一片愕然。

上周五，被拘14天的柯震东获
释。面对媒体，这位“青春偶像”痛
哭流涕地表达了自责和歉意。

痛过之后，理性的“粉丝”将之
视为教训，以此为戒，加深了对吸
毒危害的认识。而另一批粉丝却
毫不掩饰地继续为“溺爱”的偶像
鸣冤叫屈。

“穿囚服都这么帅，爱你一辈
子”，“吸毒又不是罪不可恕，支持
你 ”，微 博 和 微 信 上 ，这 样 的“ 声
援” 比比皆是，一些粉丝甚至以

“在国外吸大麻很正常”为偶像“平
反”。种种言论，令人诧异。难道
偶像崇拜已经可以无视道德准则
和法律规范了吗？

偶像犯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
错误竟得到认同，我们的社会需要

足够的包容，但“吸毒也帅”却是一
种不健康的包容，它磨灭了道德和
法律的红线。甚至，让我们不能不
担忧，会不会有粉丝因为“偶像吸
毒”而模而仿之？

国际禁毒官员曾表示，甲壳虫
乐队（Beatles）、皇后乐队主唱等要
为全球青少年使用软性毒品数量的
增加负责，他们本身对吸毒行为的
不认错甚至美化，导致西方年轻人
竞相模仿，这些不加检点的染毒明
星，在不自觉中成为助推吸毒行为
的文化符号和广告。

柯震东的“粉丝”高达 3000 多
万，很多都是疯狂“追星”的青少
年。因此，社会在反思娱乐圈不良
现象的同时，有必要关注并提防明
星吸毒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

这些天来，当“房东”之类的昔
日偶像因为吸毒博得眼球、引发口
水的同时，我们的另外一些偶像却
正在用“冰桶挑战”为罕见病患者慈
善募款。同是偶像，却用不同的行
动诠释了偶像的不同含义。对于

“粉丝”们来说，应当多掂量偶像的
行为，多想想自己的偶像到底配不
配称其为偶像。

时光终究会冲淡一切，当太阳
再次升起，新的偶像还会诞生。但
比崇拜更有价值的，是懂得选择。

当以作为论偶像

文艺评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