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侬好， 我英文名字是 Alina Ming Ko鄄
bialka，中文名字是莫晓明。 老开心能回上海
拉琴给大家听。 ”

在今年的上海夏季音乐节（MISA）舞台
上，世界各地远道而来的艺术家“各显神通”，
为沪上爱乐者带来了很多精彩的舞台。其中，
纽约爱乐乐团在去年来沪之后再度回归，接
连两天带来了两场音乐会。 而在随团来沪的
艺术家中， 一位讲着流利上海话的美国小提
琴演奏员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我会说普通话，但是上海话可能更好一
点。 ”接受记者采访时，莫晓明直接就用上海
话打开了话匣子。 虽然从小在美国旧金山长
大， 但是莫晓明的妈妈以及外公外婆都是上
海人，在家里也一直用上海话交流。也正因如
此，莫晓明的上海话带着一些老派的风格，在
95 后的年轻一代里格外难得。

和母亲一样选择了小提琴

莫晓明的妈妈莫春明，毕业于上海音乐
学院，也是一名小提琴演奏家。当年，她是上
海市和旧金山建立“姐妹城市”之后，上海音
乐学院选去旧金山的 5名学生之一，同行的
还有如今“上海四重奏”组合的第一小提琴
演奏家李伟纲。后来几经辗转，莫春明加入了
旧金山交响乐团任第二小提琴演奏家，一直
工作到去年退休。
莫晓明出生于 1997 年，父亲是美国人，

也是演奏家。从小在父母身边耳濡目染，5岁
不到，莫晓明就早早展现出了过人的音乐天
赋———“其他小朋友都还在玩的年纪，我可以
一直拉琴。”不过年纪小的时候还不太懂得什
么是热爱，莫晓明说自己 10 岁之前都属于
“听妈妈的话”拉琴的小孩。

直到 12 岁进入旧金山交响乐团青年管
弦乐团，才真正感受到对小提琴的热爱。“周
围的朋友们都很喜欢音乐，每个周六大家聚
在一块去排练。乐队当时的水平也很高，经常
去欧洲去巡演。”莫晓明感受到了浓厚的音乐
氛围和强烈的成就感，逐渐有了自驱力。
考进纽约爱乐乐团是 5年前，当时的莫

晓明还没有从学校毕业，有很多演出同步在
忙。她只在考试前花了一个月时间练习，甚至
临考试前 10天还在跟别的乐团排练。但即便
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还是从 200 多人中经过
了三轮选拔脱颖而出，成为被录取的三名小
提琴手之一，也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一个。
谈及乐团选人的标准，莫晓明说，相较于

技巧或者是演出经历，纽爱更在意演奏者是
否能用音乐打动人。“乐团里有不少华人演奏
家，他们水平都很高。而且和他们在一起，我

的普通话都有了很大进步。”莫晓明说，如今
华人演奏家的身影遍布世界，这也反映了中
国的音乐教育水平之高。

回上海，和青年时期的妈妈隔空同台

近些年让莫晓明印象深刻的一次回沪演
出，是 2017年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的青春致
敬贝多芬”系列音乐会，她在上海音乐厅的舞
台上演奏贝多芬的第十小提琴奏鸣曲。而这
里，也是妈妈莫春明青春时代曾经演出过的
地方。
1979 年，著名美国小提琴大师斯特恩访

华，跟拍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
斯特恩在中国》。该片后来也获得了 1981 年
奥斯卡纪录片奖。当时 16岁的莫春明作为上
音附中选出的三个学生之一，就曾出现在片

中，和大师进行交流，并在上海音乐厅的舞台
上进行了演奏。
莫晓明说，自己很早就听妈妈讲过当年

的这段经历。长大后同样作为小提琴演奏者，
能和妈妈隔空站在同一个舞台，感觉很感动。
“我妈妈拉琴最大的特点是自然，后来我也被
这样评价过，可能这也是她潜移默化给我的
影响吧。”

小时候的上海记忆是外婆的鳝丝面

对上海最早的记忆，可以追溯到莫晓明
5岁的时候。她跟着妈妈一起回来，住在淮海
路附近的亲戚家里，这条路也是妈妈从小长
大的地方。“当时走在外面很多人看到我是个
小外国人，但是没想到开口能讲上海话，他们
都很惊讶。”方言承载的是思乡之情，即便远
隔大洋彼岸，莫晓明也始终对上海有着别样
的情感。“现在每趟回上海，听大家讲话像是
听屋里厢的人讲话一样，所以都老开心额。”
人们对一个城市的记忆，除了语言，通常

也离不开美食。莫晓明还记得自己小时候经常
吃外婆做的鳝丝面，也喜欢吃生煎包、小笼包和
粢饭团，“还有熏鱼，我每次都能吃完一整条。”
这些年每次回上海，她也都会找这些来吃。
这次回到上海演出，行程有些紧张，莫晓

明没有逛太多地方，只去外滩转了转。不过这
些年因为探亲或是演出，她时常回来看看，也
逐渐发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变化。“现在外
卖、快递这些都太方便了，和我小时候记忆中
完全不是一个样子。”
莫晓明还有一个心愿，就是下一次可以

和妈妈一起回上海，多待一段时间。“我想回
到妈妈年轻时候学习和生活过的地方去看
看，感受她曾经走过的路。”

晨报记者 王 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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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 演出看剧
上海夏季音乐节，世界各地远道而来的艺术家“各显神通”

纽约爱乐有位会讲“上海话”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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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央视八套和优酷热播的检察侦查剧

《以法之名》， 无疑是近期热度最高的电视剧
作品。

从虚构的海东省检察院第十一检察部

“刀刃向内”的职责入手，这部新剧聚焦检察
机关法律监督工作，以高强度的情节叙事，生
动的人物群像，打破同题材表达边界———“刀
刃向内”意味着什么，它如此重要？

不仅敢拍，而且可信

《以法之名》是敢拍的。
剧集一开篇，有关“铁案”与“疑案”的

悬念就勾动观众的好奇：在海东省东平市一
个历经三年定案的“万氏集团涉黑案”庭审
现场，辩护律师张文菁当庭喊冤后随即被捕
入狱；另一边，检察官乔振兴疑似自杀，他留
下的“认罪视频”让人将信将疑。对此，海东
省检察院第十一检察部按照程序启动调查
组，深入东平市调查该案，却逐步发现了这起
“铁案”背后的蹊跷……

明明处处是蹊跷，为何就成了“铁案”？
明明看似证据完整，为何观众也能觉出一丝
不对劲？《以法之名》没有延续传统警匪剧的
思路，而是站在检察官的视角切入：是司法人
员在办案过程中有疏忽、犯了错，还是确实存
在腐败、渎职问题？若要查，应该怎么查？
案子有悬念，人物亦然。
既然将重点落在“刀刃向内”的司法实

践，《以法之名》从一开始就定下了群像叙事
的基调，大量出场人物的善恶立场进一步成
为吸引观众追剧的“钩子”。跟随海东省检察
院派出的指导小组成员洪亮（张译 饰）和郑
雅萍（蒋欣 饰）的视角，观众能深刻感受到

调查之难———他们面对的不仅是穷凶极恶却
又善于伪装的黑恶势力，还要用审视的眼光
观察身边人，这些人可能是昔日的同窗、同
事、上级，也可能是朝夕相处的亲人。
换句话说，《以法之名》的好处，不在于

拍出大案重案的惊心动魄、悬念迭起，更在揭
示善恶之间的人性博弈：当执法者要调查自
己的朋友、亲人，他们如何破除困境？如何坚
守对公平正义的本真追求？
更重要的是，基于前期扎实的功课，剧中

如今呈现的细节有说服力、有可信度。比如剧
集开篇，一件小事道出了第十一检察部的“吃
力不讨好”：张译扮演的洪亮要调查一位还有
半年就要退休的老检察官，而一旦查实对方
的错误，这个办了两千多个案子却只失误了
一次的检察官，就只能要背着处分离开……

而导演傅东育曾透露，从确定选题到完
成最终剧本，团队历经了三年的艰难历程，奔
赴四个省份、十几个城市采风，从最高检到基
层单位采访了超过 100位检察官，查阅大量
卷宗。“编剧团队不断调整、反复推敲，终于完
成了这个艰巨的选题。”

人物群像，生动有力

除了案件本身勾着观众往下看，剧中的
好表演同样功不可没。
张译不是第一次演公检法从业人员，从

《狂飙》《重生之门》《三大队》到《九部的检
察官》，外界不乏质疑他的表演是否总在
“舒适圈”打转。但在《以法之名》中，张译饰
演的检察官洪亮多了几分烟火气———一个在
职场中倍感疲惫、一度想辞职离开检察系统
的公务员；一个“高娶”了领导女儿、在家中
几乎没有存在感的中年人。当他被极致的善
恶逼到墙角，他会如何选择？
同样有看点的是蒋欣饰演的郑雅萍。这

一角色表面看似概念化———正义、执着、强
韧，但在蒋欣的诠释下，郑雅萍有了温度：她
有冷静讯问的强势，也有情绪爆发的冲动，但
更多的是敏锐、果敢与担当。
退一步说，《以法之名》并非仅靠主演撑

场，更多演员的细腻演绎更添分量。
是安饰演的检察官乔振兴，开篇即意外

身故，甚至被指为“黑恶势力保护伞”，但通
过一场场回忆戏份，观众看到了他年轻时的
意气风发，以及中年时拼尽全力追求真相的
热血。
常以“绿叶”形象出现在影视剧中的女

演员董晴，也交出了惊艳表现：她饰演的辩护

律师张文菁，初以“黑社会组织骨干成员”身
份亮相法庭，当庭喊冤的激烈场面成为《以法
之名》开篇最震撼的一幕。在蒋欣饰演的省检
察院指导小组组长郑雅萍与张文菁的问讯戏
份中，董晴一气呵成地痛斥：“案子有问题！定
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
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
开庭是因为什么？”字字句句砸在观众心上。
当然，《以法之名》播出时也有观点认

为，36 集的体量略显冗长。尤其是前期检察
人员办案过程困难重重，找不到突破口的无
力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观众的追剧热情。
而该剧总制片人、虎鲸文娱敦淇工作室总经
理敦淇则表示，故事不到最后一刻可能都存
有悬念，希望观众不仅能收获“爽感”，更能
产生“代入感”，“与剧中人物、情怀共情共
鸣，让更多人了解检察官的正义担当与使
命。”

晨报记者 曾索狄

《以法之名》：敢拍不是它最大的优点

今年 MISA，莫晓明（右）和指挥家萨洛宁（左）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