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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时间: 2022年7月2日(星期六) 美
东时间下午1点

美西时间早上10点
讲座地点: Zoom网路讲座
演讲大纲:
本次讲座将探讨诺贝尔文学獎诗人叶慈

(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如何在其诗
歌中以艺术表现社会暴力和人文精神，例如
《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战时沉思》
(A Meditation in Time of War)和《第二次降临》
(The Second Coming)等作品的暴力形象、政治
道德、哲学意义和禅宗公案意味。人文主义可
以概括为「驯化野蛮，陶冶爱心」八个字，禅宗
是蕴含人文精神的佛教分枝。像佛教徒一样，
叶慈诗中对野蛮的驯化，是对外魔和内魔的双
向驯化，即社会批评和自我修炼。诗人青年时
代起对女演员毛德・岗 (Maud Gonne, 1866-
1953)的热恋，在其《情殇》(The Sorrow of Love)

等后期诗歌中升华成为普世之爱。
讲者简介：
傅正明，瑞典华人作家、学者和翻译家，毕

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主要著作有
论著《百年桂冠 诺贝尔文学獎世纪评说》(允晨
文化，2004年)，《梦境跳伞 特朗斯特罗默的诗
歌境界》（台湾商务印书馆，2013年），长篇小说
《狂慧诗僧 邱阳创巴传奇三部曲》（允晨文化，
2017年），译著《英美抒情诗新译》（台湾商务
印书馆，2012年）和《鲁拜诗词新译五百首》（台
湾唐山，2015年）等二十多种。

参加活动, 请直接点击下列连结:
https://zoom.us/j/96449915811?pwd=

YmdJVGpLNFQ5R0ZKS0pvWlZQRzcxdz09
会议 ID: 964 4991 5811
会议 Passcode: 123
讲座免费,但也欢迎乐捐赞助.
Suggested contribution：$20.00 or any

amount.
乐捐支票：抬头请写WCLS; 注明美丽心

世界 & 您的电邮地址
(1) 支 票 寄 至: 11805 Winterset Terrace,

Potomac, MD 20854.,
(2) PayPal: emailwcls@gmail.com, 并请勾

选 family and friends. 如 有 问 题, 请
洽 emailwcls@gmail.com

欢迎各位光临华府书友会的网站 (http://
blog.udn.com/WCLSDC) 或 (http://wcls2020.
com) 查询更多相关的资讯.

询问请洽:
华府书友会会长 杨庆伟
607-379-4208 或
圣地亚哥作家协会会长 朱立立
619-795-0775 或
北卡书友会会长 王明心
joycewang490@gmail.com

华府书友会/圣地牙哥作家协会/北卡书友会 「美丽心世界」系列讲座(二十三)

傅正明「叶慈 诗歌的暴力美学和禅宗人文主义」

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希望中文
学校全面转入网课已经是第五个学期。目
前，新冠疫情明显缓解，防疫限制逐步放宽，
今年秋季恢复实体授课有望。但海外中文
网课教育的需求也呈现大幅增长的趋势。
希望中文学校理事会决议，在恢复实体教课
的同时，集八校区优秀师资和义工，组建一
个独立的校区—希望中文学校在线校区
（Hope Chinese School eCampus），从 2022 年
秋季学期起正式开课，目前已经开始秋季预
注册: 注册费仅收 $25; 注册网站：https://
www.hopechineseschool.org/hcsec/；更多信息
请关注微信号（ehope_hcs)。

希望在线校区虽然是新校区，但管理团
队在网络教学和管理上都有丰富的经验。
校长赵宝献和副校长赵永革曾分别担任北
维校区和洛城校区的校长，副理事长雷晓春
和张鸿亮以及管理团队成员都是希望中文

学校的长期义工，管理经验十分丰富。在短
短的一个月内，管理团队已经圆满完成了学
校的组建工作，正在积极招募教师，有兴趣
的老师请发 email：ehope@hopechineseschool.
org 或者添加微信（微信号：ehope_hcs）

2022年5月24日，希望在线校区召开了
第一次教师大会，46名老师和管理义工出席
了会议。从老师们的自我介绍中可以看出，
希望在线校区的老师们大多拥有多年海外
中文教学的经验，还有两年多的网络教学经
验。在过去的两年里，希望中文学校提供了
多渠道的专业网课培训活动，为希望在线校
区提供了强大的师资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希望在线校区的组建，
从启动资金到师资和生源推荐，得到了其它
兄弟校区的大力支持，充分体现了希望大家
庭团结互助共同办学的一贯理念。希望中
文学校理事长陈卫平表示，成立希望在线校

区是理事会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既因应
了疫情爆发后在线教育迅速发展的新形势，
也为希望中文学校多方位办学提供了新的
模式。希望理事会和希望其它校区会全力
扶持希望在线校区，为海外中文教育开辟新
的教学模式。

希望在线校区负责人赵宝献和赵永革
表示，目前，新校区的管理团队成员均已到

位，从义工到老师，都对在线教育这一新教
育模式充满信心。暑假期间，学校正在开展
教 学 培 训 和 夏 令 营 （https://www.
hopechineseschool.org/hcsec/content/summer.
html），他们有信心带领希望在线校区创业成
功，为海外中文教育探索新的教学和管理模
式。

（希望中文学校文宣部）

希望网校希望网校，，ee飞冲天飞冲天
——希望中文学校成立在线校区，秋季注册开始

或许有人会觉得，交响乐高不可攀，难
以靠近。殊不知，它就像写文章一样，可以
由浅入深，只要学会了欣赏的方法，入门其
实并不难。我们相信，这也是 6月 11日晚，
一同走进“马老师开讲——交响乐的故事”
之名曲欣赏的大多数朋友们普遍的共识。

这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更是一段
难忘的音乐旅程，当百余位交响乐爱好者在
大华府著名音乐人和指挥家马国富老师的
引领下，涉过湍急的河流，越过辽阔的草原，
跨过陡峭的山峦，最终登上交响乐之巅的神
奇体验，让大家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

还是让我们简单重现一下这次奇妙的
旅程吧！

十六世纪，荷兰民族革命的统帅艾格蒙
特伯爵率领万千民众，反抗西班牙统治者的
专制统治，最终以失败告终，并被处以极
刑。目睹他悲壮的死去，人们潸然泪下，他
的故事不仅具有浓烈的莎士比亚式悲剧色

彩，更唤起无数后来人的前赴后继。1788
年，德国文学大师歌德根据艾格蒙特的故事
创作了同名戏剧，之后，世界音乐巨匠贝多
芬被艾格蒙特的故事所打动，花了一年多的
时间，为歌德的作品配上了音乐。其中最为
著名是序曲部分，被誉为贝多芬灵魂的真实
写照和英雄主义的代表作之一。

当晚，大家在马老师的引领下，聆听了
由世界著名指挥家伦纳德.伯恩斯坦（小泽征
尔的老师）率领纽约爱乐乐团演奏的这部经
典作品。随着马老师的精彩讲解和生动描
述，不知不觉中，那些原本生涩的音符忽然
跳跃起来，我们仿佛看见，成千上万的荷兰
民众在艾格蒙特的率领下，不为强权，拿起
刀枪，与西班牙统治者展开殊死搏斗的激烈
场面，以及被镇压后，他们痛苦的呻吟。特
别是艾格蒙特面对死亡，高昂着自己的头
颅，从容赴死的悲壮与英勇，深深地打动了
所有听众，有些人甚至鼻子酸酸的……

《荒山之夜》是俄国作曲家穆索尔斯基
的代表作之一，其构思出自俄国作家果戈理
的小说《圣约翰之夜》中对巫婆安息日的描
写，这是一部杰出的交响音画作品。在马老
师不急不缓的描述之下，神奇的音乐犹如一
组奇特的油画，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荒山幽
谷的阴风、妖魔鬼怪的狂舞、远方教堂的钟
声、黎明前群魔逃之夭夭、田野恬静祥和的
晨景……原来音符是有灵性的，不同的效果
源于不同的组合，不同的组合竟可以产生如
此魔幻的情景，实在是太神奇了！

1892年9月27日清晨，51岁的捷克作曲
家德沃夏克乘坐的邮轮抵达纽约，他将出任
纽约音乐学院院长一职。当金色的朝阳洒
满哈德逊河面，德沃夏克仰望鳞次栉比的楼
群和自由女神像，故乡波希米亚低矮的农舍
和乡村气息轰然而至，泪水顿时噙满了作曲
家的眼眶。不久，一部惊世骇俗的音乐巨作
《e小调第九交响曲》诞生了。

在马老师的讲述之下，大师抵达美洲新
大陆后的激动心情，和对家乡的深切思念，
以及两种情绪相互交织的矛盾心理通过音
符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大家面前，特别是当美
国黑人灵魂音乐出现的时候，大家被震撼到
了，原来这些被诋毁的音乐竟可以孕育出了

如此优美的主题。
《自新大陆》共分为四个乐章，当马老师

轻轻推开第二乐章的大幕，那无比优美，无
比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每个人的眼前已
不再苍白，而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和音乐大
师心灵的撞击，我们居然听懂了！

……
尽管精彩的讲座已经结束，但大家依然

沉浸在奇妙的旅程当中，久久不愿离开。大
家赞赏马国富老师的导游艺术，并呼吁，“马
老师开讲”能够一直办下去。马老师借此机
会，也在呼吁大华府的爱乐人士出钱出力，
献计献策，为大华府第一个华人交响乐团
——华盛顿黄河爱乐乐团的建立贡献一份
力量，来完成既是他本人，更是大华府许多
爱乐人士心中的夙愿。

本次讲座由华盛顿黄河爱乐乐团、华盛
顿地区同乡会联合会共同主办，有意为乐团
出钱出力的朋友，请联络：马国富（240-660-
8295）、孙殿涛（202-320-0750）、许纲（202-
384- 4489）、谭成（202- 361- 5238）、张乐
（410-926-5845），黄河爱乐乐团提前向您表
示由衷地谢意！

（撰稿：孙殿涛）

跟着马老师，体验不同凡响的交响乐之旅
——听马老师讲述“交响乐的故事”之名曲赏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