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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音乐人田奉洁老师与我聊天时，提到
了他的儿子田田，我对这个独特的名字感到好
奇，便问其含义，田老师笑称，名字来自一首汉
乐府民歌“江南可采莲，荷叶何田田”，加之小时
候孩子爱写爱画，爱画房子上带格子的窗户，特
别喜欢听故事。取这个名字，也寄托了父亲的
希望：像繁茂的荷叶那样茁壮成长，在优秀传统
文化的浸润中陶冶情操。

田田1987年生于青岛阳信路。阳信路，地
处市北老城区，与前海一带靓丽的风光相比，似
乎稍显逊色，但就是这样一条不起眼的小路，百
余年来，走出了好几位蜚声中外乐坛的音乐名
人，如王重生、王绍麟、李传韵等，更有这位田田
博士，他现在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副教授。

田田的父亲出身军旅，酷爱音乐，虽曾赴上
海音乐学院求学，但在特殊年代，其梦想无法实
现。但有这样一位父亲，儿子无疑受益匪浅，从
小就跟随父亲学音乐。父亲在给他锻造技术的
同时，也有意识地通过引导孩子读书等方式打
磨其心智，逐渐引领他走进音乐王国。正因为
田田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储备，并有了较为全面
的艺术观念，所以2006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
曲系时，已能够很好地适应专业学习。

与诸多从艺校走出去的青岛音乐人不同，
田田仅仅在普通中学就读，而且，他也迥异于那
些仅在音乐上有特长而文化课不扎实的艺考
生，他很小就喜欢读书，文学、历史、人文，涉猎
广泛。读书，为他的音乐之路铺就了厚重的人
文底蕴，开拓了他的视野。音乐是现实世界的
观照和反射，作为作曲家，不熟悉文学艺术的多
个维度和层面，不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别进行比
较却能创作出极具张力、有生命力的作品，是不
可想象的。可以说，读书多了，学生对所学艺术
专业的理解就能上一个大台阶，进行艺术创作
时的境界就大不一样。当下不少艺考生的家长
忽视了，艺术作品其实都是作者精神境界的体
现。精神境界的高低决定了作品水平的高低。
艺术家精神境界的造化都是靠文化修养，也就
是读书的积累实现的。

田田读古典名篇，读现代诗佳作，也读城市
人文。他读进去，又走出来，并善于用音符予以
表现和阐释，他透过管弦乐、交响诗、室内歌剧、
舞剧的形式，形成跨文化、跨艺术类别的多元创
作理念。他读书，不仅带来灵感，也为创作提供

了素材，创作出富有人文意蕴的多种题材的作
品。例如，他创作的室内歌剧《三棱镜》的灵感
和素材都来自日本漫画家不二雄的作品；古筝
协奏曲《青灯梦影》与交响诗《敲响的八月》分别
营造了诗人北岛诗歌中的意境；三重奏《夜雪独
白》则以颇带冷色的音响咏叹出诗人木心的告
白：“我是一个黑夜中大雪纷飞的人啊”。

音乐人的心思是缜密的，生活的细节和瞬
间的塑造，可以凸显一个作曲家与众不同的特
性。与那些叙事宏大且有永恒主题的作品不
同，田田十分注意刻画纤细而易逝的瞬间之美，
有时，这种瞬间美被赋予了他更多的主观情感
色彩。比如，被列为“新时代中国原创音乐作
品”系列13部作品之一的混合室内乐作品《秋昙
夜咏》，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以音响表达着昙
花在夜晚从绽放到衰败这一短暂的生命周期，
他以写意山水一般的手法塑造出傲立枝头绽放
之美的昙花形象，映射出观其多变、复杂的心
绪，而民族室内乐《远山的献诗》则饱含着他对
圣山高耸、日光倾洒景象的复杂情感。

正如任何艺术作品都有个性一样，音乐作
品也不例外，作为作曲家，其个性无不表现在所
创作的作品当中，作曲家的人生阅历，尤其是他
所阅读的读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观念、理念，往
往会通过音乐语言表达出来。田田认为，他在
创作中常常会想象出文学作品的场景，当然这
种想象并没有具体的时间、人物、场景等要素，
而是高于现实、超越现实的。他读木心的《遗狂
篇》，木心把自己分成好几个维度，纵贯古今和
中外，并表示“我觉得人只有一生是很寒伧的，
如果能二生三生同时进行那多好，于是兴起‘分
身’‘化身’的欲望”。于是田田想，当代音乐创
作也应该有这种多维度的解释，作曲家需要有
不同的自我。此外，他还以独特视角诠释红色
题材，如再现延安风土人情的民族室内乐《延安
随想》，就具有浓郁的中国韵味。他还为交响乐
队创作一首《历程的献词》，表达对古城苏州悠
久历史的怀想。

人们在欣赏田田作品时，通常会感受到其
中所蕴含的对人性的表达，田田多次强调那种
个体面对世界所产生的孤独、深沉的思绪。他
用音符和旋律精心构筑的线条与和声色彩，往
往散发着他细腻如发的人文音乐家气质。

田田在与学生探讨音乐创作话题时认为，

40年来，中国的当代音乐创作，在内容的深度上
已在逐渐提升，而且他并不觉得比某些西方所
谓的主流现代音乐要逊色。甚至在思想层面与
立意高度上，中国音乐比西方还要略胜一筹。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国际交流问题上，西方对我
们的认知还有些偏狭。如果西方继续以这样的
视角来看中国当代音乐创作是不对等的。可喜
的是，情形正在发生变化。

在谈到当代音乐这个话题时，他觉得当代
音乐需要不断被演绎，不断被阐述。因为在演
绎和阐释的过程中，通过不同演奏家的呈现，经
典会被确立。当然，当代音乐，特别是中国的当
代音乐的选题、诠释、演绎、分析等还在路上，依
旧需要几代人去作出不断努力。

有评论者认为，田田总是在两种极端的音
乐语汇中寻找一种微妙的平衡点，他通过搭建
这个平衡点，从不断的变化中塑造出不同的音
乐形象。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民歌与经
典、人与自然，无论是秋昙夜绽，还是斗转星

移，大千世界通过他的创作，都鲜活地展现出
多姿多彩的韵律。对作曲家来说，如何将西方
音乐的艺术遗产与东方悠久的传统文化相结
合，是一个长期课题，田田说，“我觉得难点在
于西方的技术很多、很杂，且并不完全适合东
方的审美。西方音乐跟中国观众有些距离，尤
其先锋派跟大众相距甚远，所以需要中和一
下，这种中和要考验作曲者的观念，能否把自
己的创作跟西方技术恰当结合，展现中国传统
的审美和当代的审美，这是好几代人要思考的
问题。”

田田2017年毕业于著名作曲家秦文琛教授
的博士班，同年以优异成绩留校任教，现在他是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作曲技术理论教研室副教
授、硕士生导师，负责专业和声、共同课和声以
及大学与附中的作曲主课教学。因为有深厚宽
广的文化素养和扎实的专业基础，田田在众多
国际作曲比赛中显示了出众的实力。2013年5
月，经著名芬兰作曲家萨利亚霍担任评委主席
的国际评委会评选，他创作的交响诗《敲响的八
月》在北京现代音乐节交响乐大奖赛暨“第四届
青年作曲家计划”上获得冠军。2016年9月，他
的《乐队协奏曲》荣获由7位欧洲著名作曲家任
评委的乔治?埃内斯库国际比赛大奖，取得了中
国作曲家在该项赛事中获得的最高成绩。他所
指导的学生亦在多项国际作曲比赛中斩获佳
绩。他也是入选教育部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
程《专业和声》的团队成员之一。

谈到作曲在生活中的位置，田田说，“作曲
已构成我思维方式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对
未来心灵梦想的承载。这虽是件辛苦的事，但
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作曲的生活需如何面对
和适应。”他坦言，“读书是我最大的享受，我愿
意看书、看画，冥想比较多一点，是一个比较面
向自我的一个人。我在青岛有很多朋友，和同
学一起聊天，聊音乐之外的事情，也是我放松的
方式。”

青岛作为知名的音乐之城，百余年来，为国
内外乐坛输送过无数优秀的音乐人，丰富了人
们的精神生活，而“85后”作曲家田田，如此年轻
就创作出如此众多的优秀作品，取得令人瞩目
的成绩，确实令人感佩。人们有理由相信，未
来，这位外表俊朗的偶像级作曲家将有更多的
精品问世。

田田，“85后”央音副教授
□周晓方

达人榜

田田博士

青岛古田路碧瑶湾小区有个修鞋店，店主
叫李秀现。这个来自沂蒙山区曾经的农民，在
这一带修鞋已近20年。

李秀现的小店门口有张告示：“店内工具
和针线包免费使用；提供气泵气管免费给各种
球类充气。为70岁以上老人及残疾人修鞋半
价，80岁以上修鞋免费，上门服务；为年轻人免
费提供网络。”不仅如此，他还为80岁以上的
老人和残疾人免费上门疏通下水道、修电器、
换水龙头。只要老人有需求，他能连续几个小
时地为他们干活。他的行为受到周边居民的
夸赞。小区居民尤其是老年人看到他，都敬重
这位常做好事的修鞋师傅，都愿意停下跟他多
聊几句。

一次，李秀现到台东一家商店购买修鞋材
料，偶然听到店主说起自家屋顶的排气扇和厨
房水龙头都坏了，很是着急。李秀现闻讯很着
急，把买料的事情抛到脑后，他对店主说，这些
活他都会干。当天晚上，自家店里一关门，他
就骑摩托车赶到台东，检查完排气扇和水龙
头，找到了故障，回到家已是半夜。自此，李秀
现和这位店主成了好朋友。

多年来，李秀现形成了晨练习惯，只要天
气还可以，都是每天5点多就去北山公园练气
功，打太极拳。当他发现练功场地不卫生时，
就一个人把近千平方米的场地清扫干净，所有
晨练的人无不称赞他的为人。

李秀现的店是微利经营，他的钱，都是靠
修鞋三元两块积攒的，但为公益时，他却大手
得很。距离修鞋店不远的紫荆花广场，是远近
居民都喜欢锻炼身体的场所，人一多，找不到
厕所成了烦心事。李秀现掏出2000多元，在
自家店面后面焊接起了一间临时厕所，自己负
责清理。之后，他又向社区提议在附近建个公
厕，不久，一座公共厕所在广场建成。

前些年，李秀现听到他店附近居民私家车
里的东西时有失窃，他便自掏五千多元钱买了
8个摄像头安装在路口。“当天下午5点多装
的，晚上9点多钟就把砸车贼给拍进去了，派
出所民警过来把录像拷贝带走，很快就以此为
主要证据抓住了小偷。“我很开心，因为这算是
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李秀现还安装了网络，
并公开了密码，让小区居民免费使用。

李秀现在这里租房修鞋之初，小区路边还
比较荒凉，他产生了一个想法，“种上树，让这

里变得葱葱绿绿的那多好啊！”于是，他买来树
苗，一棵一棵地种，至今已种了100多棵。为方
便给树浇水，他买了两个水泵，每天给树浇水
也成了他的习惯，“其中有个水泵坏了，这个是
刚换的。”李秀现指了指新水泵，憨厚地笑了。

这一带周边多年没有路标，李秀现看到行
人找不到路标来回转圈着急的样子，一直想自
己做一个路标。事情有巧，搞绿化的工人施工
时挖出一个埋在土里的正规路标，他付钱联系
找人、找车，把路标竖了起来。这一带当时没
有路灯，他值此机会一并安装了两盏路灯，从
此照亮了周围的几百米夜路。

小区的垃圾桶在二楼平台上，一到恶劣天
气，被风刮起的垃圾刮得满地都是。李秀现雇车
买来大铁皮、角铁，自己动手焊接，做了个围栏，从
此再遇刮风下雨，垃圾不再到处飞，给环卫工人减
轻了很大负担，也保证了周边环境的卫生。

李秀现的妻子侯元辉说：“开始我不支持他
这样干，给别人干活一分钱不要，有时几百块钱
的白白地丢了，让人心疼。他就劝我：对人家好
就是宝，就是财富，家里也一定会好的。现在每
天过得开开心心的就很好。我也想通了，我愿
意跟老李一起在青岛住下去。”现在，李秀现一
家住在自己购置的套二房子里。这位农村汉
子，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成了新市民。

李秀现的好事没有白做，他曾经被评为
“青岛文明市民”，又被评为“山东好人”，此后，
还获得过“中国好人”的提名。他已经融入了
这个城市。这里就是他的家。

每个人都有创造的潜能，再小的手艺也
可以构成美。比如，李延崔卖菜呈现的就是
一个美学的标准流程。

在青岛延吉路农贸市场，六十岁的菜农
李延崔像一个淹没在人潮里的黑点。他从不
开口叫卖，站在菜摊后面，甚至还有点腼腆。

菜摊却是一派葱翠鲜活。十几个尺寸相
同的铁盆里，摆着码好的各种蔬菜，哪一盆卖
空了，赶紧再一棵一棵地仔细码放上去。

在摘掉黄叶这件事情上，李延崔绝不手
软。菜一定都是绿的；其次，菜一定要码好
了再卖——每天早上五点出摊以后，他就开
始不停地维护这两个标准。

油菜五棵成一排，一层层，整齐地码成
一个小山堆。盖菜同样如此。苦瓜也不例
外，所不同的是，底部多，越往上越少，呈金
字塔造型。我甚至觉得李延崔的菜美如五
言七律，讲究平仄，一韵到底。

而且，胡萝卜一定要带着绿莹莹的缨
子，等买的人挑好了，上秤前再砍掉。为什
么不跟其他菜农一样事先把胡萝卜缨子砍
掉？筐子里能多装一些，而且还能节省现场
售卖时的麻烦。李延崔说，主要有两方面的
原因。一是带缨子拉过来能使胡萝卜的新
鲜度更持久些。二来嘛，水灵灵的好看。

李延崔就是要卖好看的菜，据说这是他
年轻时养成的习惯。“年轻时，跟着村里的老
人出来卖菜。装筐之前，先用绳子把菜捆
好，再一捆捆码放到竹筐里，把竹筐绑在自
行车后座上，一路上再颠，菜也不乱。”

他说他看不得菜受搓揉。他还说那些
年，青岛的齐东路、无棣二路、延吉路菜等大
市场都跑遍了。

“现在的热销菜标准跟十年前完全两
个样。以前，菜的个头越大价格越高，现在
反倒是菜心价格高，大的卖不上好价钱。”
他说。

李延崔的菜，均价比其他菜摊略高，但
不愁卖，因为老顾客都知道，他的菜全部产
自城阳夏庄西宅子头，都是他和邻居一起种
的，吃不了才拿出来卖。由于菜品新鲜，李
延崔几乎每天都能卖光300斤菜。晚上收
摊回家，邻居们已经把第二天要卖的菜整理
好了，20年来已经数不清有多少邻居做了他
的供应商。

油菜是李延崔的四季主打菜，他家有三
分地种油菜。“油菜忙活人，一个半月长成
后，割完一茬就得赶紧撒种，一年四季都闲
不着。”

一到秋天，南方油菜大量上市，青岛本
地油菜因为高价不占优势，这个时候，李延
崔码菜的好习惯派上了大用场。“现在的人
讲究，多花几块钱，也要买个养眼。”

在他的生意经里，凡是摊位打理上花了
心思，顾客在菜市场转一圈就能立刻作出比
较。另外，他不像有的菜农，坚决不吃自己
卖的菜，而自己吃的菜又绝不会拿出来卖
——他是也种也吃也卖。一方土地里长出
来的，一种汗水浇灌大的，哪有里外？

为了迎合顾客的求新心理，李延崔的菜
摊上也有秋葵的影子。当有人问及秋葵如
何食用时，李延崔竟然会说出“上网搜一下
就知道了”的时髦话。原来，文化程度不高
的李延崔背后有个“枪手”，那就是自己的儿
子。

“儿子会在网上查询有啥稀罕菜，然后
买来种子进行种植。他跟我种地不同，好像
非要种出个花花样来才高兴。”

至于怎么个“花花样”，李延崔也说不明
白。他只听说儿子要开网店卖蔬菜，还起了
个好听的名字，“清新一族，菜农特供”。

李延崔说，儿子的梦想是在市区开个线
下体验店，他的梦想就是种好家里的三分
地。关于“线下体验店”这个术语，他是支支
吾吾了好久才说明白的。

生活秀

六旬菜农李延崔
□阿 占

李秀现

菜农李延崔。 阿占/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