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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最美丽的土地》文稿

【导视】

【解说】二十多年前寻香而来。掬江南秋水，煮故乡朗月，生活泡出别样滋

味。

【采访】我今天坐在这里，在中国生活，也是因为那一包茶。

【解说】如果把西方的民谣请进东方的古乐，会合奏出怎样的旋律？

【采访】一首德国的民歌，（用）江南丝竹那种风格来演出，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美的事情。

【解说】丝管一曲，拉近了亚欧大陆两端的距离，这是德国人杨新的中国故

事。

当下最美丽的土地

【采访】杨新 太仓某德企总经理

我叫杨新，木易杨，新旧的新。我来自德国。我非常喜欢丝竹乐，听着感觉

就像是在苏州园林中散步，在太湖烟波里泛舟。

【解说】

在苏州太仓的丝竹爱好者圈子里，有位众人皆识的“洋知音”。每逢有丝竹

演出，这位蓝眼睛、高鼻梁的外国人一定到场，丝弦一响，心儿便随着飞去小楼

听雨，碧水泛舟。

【采访】杨新 太仓某德企总经理

到一个地方，感受到这个地方的文化历史和整个环境，那你就按当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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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做事，音乐也是一样的。感受这种风格，融入到当地的文化。

【解说】

江南丝竹，以丝弦和竹管乐器为主，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约从

明代起，伴随着昆曲的风靡，规模完整的丝竹乐队最早出现在太仓南码头。太仓，

也因此成为江南丝竹的发源地。

数百年，优雅婉约的丝竹声里，不知迷住了多少远来的听客。

杨新，便是其中之一。18 年前，杨新应聘到太仓的一家德国企业任职，很

快，流行于当地的丝竹艺术成为他工作之余的最爱。“一曲丝竹心已醉，梦听余

音夜不寐。”丝竹，唤醒他沉寂多年的文艺细胞，也为他带来众多同道好友。

【同期】

（高雪峰 太仓市江南丝竹协会会长）（周舟 月季花民乐团团长）

杨新：高老师。

高雪峰：两位好，到了，来来来，这么快，请！

周舟：刚过来。

高雪峰：先喝水。

【解说】

现在，杨新正在酝酿一个更大胆的计划。

【同期】

杨新：高老师，我今天带了一首歌，很有名的德国的民歌，德国人都知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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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歌，我有一个想法，这首歌可不可以（用）江南丝竹的风格来演出，或者来排

练。

高雪峰：你这个想法太好了，太好了，这也是一个创新、也是丰富了我们江

南丝竹演奏的曲目了。

杨新：然后可以到德国去演出，德国人一定会喜欢。

高雪峰：一定会喜欢吗？

杨新：中国那种传统的音乐，然后德国的歌，熟悉的歌。

高雪峰：这个曲子的名称叫什么，中国名称叫什么？

杨新：简单的翻译是《当下最美丽的土地》。

高雪峰：它是赞美这块美丽的土地的？

杨新：对。

【采访】杨新 太仓某德企总经理

当下最美丽的土地，它代表着什么呢？你所在的土地，就是你当下（所在）

的，那就是最美丽的土地。你要理解，就是你现在所在的地方，这就是你的一切。

对我来说，太仓是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我一直很喜欢太仓。

【解说】

最美丽的土地，既是万里之遥的故乡，也是客居十三载的小城。这份不亚于

对故土的真情挚感，从何而来呢？这还要从一包茶叶讲起……

【采访】杨新 太仓某德企总经理

要了解茶叶的泡法，放多少茶叶、水温多少、泡多长时间，这些都很有讲究



4

的。一种茶可以泡成不同的味道，茶的文化是非常广大的，就是学不完，这就是

我喜欢做的。所以只要有一天喝了一杯茶，这一天一定不是白过的。

【同期】

杨新：我喜欢。

【解说】

杨新与中国茶结缘，始自他 20 岁那年。杨新的家乡在德国柏林边上的一座

小镇——新鲁平。虽然不及太仓 4500 年的历史，但也是有着 700 多年历史的古

镇。20 岁之前，杨新从未离开过这里。按照原本的人生规划，他应该在镇上找

份工作，然后组建家庭，再然后按部就班生活。可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走进镇上

一家新开的商店…

【采访】杨新 太仓某德企总经理

在一个友谊商店找到了一包绿茶，就买了，然后喝了就觉得非常喜欢。

【解说】

偶一邂逅，从此茶香挥之不去，也让那个盛产茶叶与丝绸的东方国度走出历

史书，成为德国小镇青年矢志要去的远方。

为此，1998 年，杨新考入不来梅应用科技大学“国际企业管理——经济和

汉语”系学习。并且在两年后，按照教学计划到中国学习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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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

杨新：这是 2000 年的，我的练习本，20 多年前，我刚来中国的时候，在四

川大学的时候写的一些文章。这是文章。“石老师，我很遗憾，今天又没有做作

业，和昨天一样……”

【采访】杨新 太仓某德企总经理

我大学其实是学四年，其中第三年是在中国待的，后来我好像离不开中国。

中国作为一个事业发展的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解说】

毕业之后，杨新没有遵照父母的意见回国，而是打定主意一边在中国开启文

化之旅，一边寻找工作。直到 2005 年，他辗转应聘到苏州太仓的一家德国企业。

这里与新鲁平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与围绕家乡的鲁平湖相似的流水，甚

至通江达海。

【采访】杨新 太仓某德企总经理

就是第一天，从第一天开始就有这种归属感一样，有一种感觉像回家了一样。

我喜欢这边的绿化，我喜欢这边的水，我喜欢太仓的港口那个地方，辽阔，有风

吹的。

【解说】

作为离长江入海口最近的新型港口城市，30 年来，太仓陆续吸引了近 500

家德资企业进驻，成为著名的“德企之乡”，也因此吸引了上万名外籍人士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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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或定居。他们自称“新太仓人”。

【同期】

杨新：早上好，早上好。

【采访】杨新 太仓某德企总经理

太仓政府很注重德资（企业）的需求，它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给德国公司。

德国公司多，德国人也多，等于是一个全（中）国的德国公司密集度最高的一个

城市。这边的德资（公司）多，那机会也很多。

【同期】

杨新：早上好，杰克，开个会吧。五千到一万的。

同事：这个比例已经非常高了。

【采访】杨新 太仓某德企总经理

我是从最基础的地方起步的，我家里也不是很富有。我就是经过努力学习，

努力工作，勤奋，就是慢慢、慢慢做起来的。

【同期】

杨新：这个弹簧可以工作一千万次，这是用在电梯门（安全开关）上面的，

所以对这个弹簧要求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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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

用了 20 年时间，杨新已经从当初的小助理，变成世界知名老牌德企驻太仓

公司的总经理。受西方教育，又浸淫中国文化多年，管理企业，他有独特的见解。

【同期】

杨新：然后下一步就激光打标，这里有一点不安全。

同事：会有个罩子。

杨新：很大的罩子。

同事：整个一个罩子。

杨新：安全第一。

【采访】杨新 太仓某德企总经理

我有一个口号“巩固和敏捷”，“巩固”这一块是更偏向于德国的那些风格，

比较保守一点，稳定一点，不要冒险。“敏捷”就是一种灵活，一种快速反应，

中国的速度，中国的灵活性。

【同期】

同事：安装马上结束了，这个（是）最后一站。

【解说】

杨新已经习惯了把中西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融合在一起，往往能斩获奇

效。这不仅限于工作，也融入了业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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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杨新 太仓某德企总经理

我的朋友圈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中西的（朋友）都有，尤其是在我们这边长三

角（地区）的外国公司特别多，外国人也特别多。

【同期】

朋友：我们有朋友来自上海，来点掌声。

【采访】杨新 太仓某德企总经理

我们在中国的土地上，也会有一种西式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的生活是东西

结合的，大概这种感觉。

【同期】

杨新：2000 年（第一次来中国）到现在 23 年了，几乎是我人生的一半时间。

【解说】

相比西方人奔放热情的社交，中国朋友对友谊的表达更加含蓄。

【采访】杨新 太仓某德企总经理

看一下，我这柜子里有一些我的宝贝，这里也有很多朋友送的，他们后来也

知道我喜欢中国文化，我喜欢喝茶，我喜欢各种各样的东西，跟中国有关系的。

那比如说这个扇子，这个是我一个，最早的太仓朋友送我的。开始我也没看懂它

上面写的什么东西，我现在可以大概读一下啊：“有个德国人，中国话说得没话

讲，杨新”。我非常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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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

当初因为懵懂的好奇心而来到中国，越了解越钟爱，用西方人的天性热烈地

探究东方文化，所以后来，杨新与丝竹的相遇，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温柔旖旎的水乡，孕育了细腻婉约的丝竹。曾几何时，坊弄、庙会、集市中

莫不流淌着袅袅之音。即便是今天，在太仓，仍不时有丝竹表演。

在德国时，杨新自幼就学习长笛，长笛是金属制作，光泽亮丽。所以他初闻

丝竹时，惊诧于一根竹管竟也能吹出如此美妙的声音，此后便心有灵犀般迷上这

门艺术。而饶有深意的是，丝竹艺术恰恰源自江南独特的人文环境，某种程度上，

如果读懂曲中意，便找到了解锁这片土地文化与历史的“钥匙”。

因为江南，结识了丝竹；因为丝竹，读懂了江南。

【同期】

杨新：（晚上）11 点才离开办公室，所以只有前天有一点时间去练（笛子）。

【解说】

2007 年的一天，终于按捺不住，杨新敲开了江南丝竹传承人之一，顾奎明

的家门。

【同期】

高雪峰：顾老师好。

顾奎明：高老师好，杨先生好。欢迎，欢迎，里面请，里面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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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顾奎明 江南丝竹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2007 年的时候，杨新突然之间造访我，因为以前没什么准备，我打开门一

看是个洋人，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说我准备跟你学中国“弗洛特”（长笛），我跟

你学中国笛子。杨新这个人很聪明，就学了几个月的时间，他就能够拿着乐谱跟

我一起演奏。

【同期】

顾奎明：这是什么时候？

杨新：年轻的时候。

顾奎明妻子：蛮帅的。

杨新：你看手上拿的那个本子，里面就是《姑苏行》（曲谱），所以这是我们

练《姑苏行》的时候，就是我练，你教的。

【解说】

2011 年，杨新在顾奎明的指导下，凭笛子独奏《姑苏行》，参加“外国人在

苏州”才艺秀大赛，征服了所有评委和观众，荣获一等奖，一举成为太仓的“名

人”。

【同期】

小朋友：杨哥哥，这些都是我们家的茶树。

杨新：哦，你们家的茶树，很好，很漂亮。

茶园主人：我们要采一芯一叶，这种小芽头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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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

明前时分，杨新总要去山上采第一批春茶，还要自己烹炒才过瘾；书茶同理，

磨墨挥毫，写上几张大字修身养性；周末，到学校做义务宣传员，与孩子们其乐

融融。

【同期】

杨新：那摩托车（来了），可以走这边吗？

学生：不可以。

杨新：为什么？

学生：不安全。

老师：西瓜甜不甜？

学生：甜。

【解说】

最最甜蜜的是，在太仓杨新还找到了人生旅途的同行人……事实上，除却外

貌，杨新的确是个地地道道的本地人了。

除了有些特殊时刻……

【同期】

杨新：你们好。

杨新女友：菲娜，你看上去很不错。

杨新：他的头发剪了。

杨新女友：对，像个蛋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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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新：像汤姆·克鲁斯。可能小妹妹还在睡觉，他说的。然后大妹妹现在想

吃早餐。

【解说】

远在德国新鲁平的家人，是杨新的牵挂。因为工作繁忙，路途遥远，他难得

回去一次。视频里，父亲，妹妹，还有刚诞生不久的小外甥女，一颦一笑都勾起

对家乡的回忆。可这样的相聚总是短暂的。关掉视频，再想起远方的家人，又何

以解忧呢？

【采访】周舟 月季花民乐团团长

杨新说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他德国一个民歌，想改成以江南丝竹的形式，

用乐队来跟他一起合作演出。我觉得想法非常好。正好我在太仓文化馆工作，文

化馆有一个民乐团，民乐团里我们都是以青年人为主的，各个乐器都有，所以我

们说干就干。

【解说】

何以解忧？唯有丝竹。杨新要试一试，江南的乡音，能否抚平异国的乡愁。

【同期】

高雪峰：好了好了，再来一下，再来一下。

高雪峰：对，笃定，不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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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

用丝竹演奏外国民歌的想法，闻所未闻，但恰恰引起了乐团众人的强烈兴趣。

【同期】

高雪峰：转调。

【解说】

这是一个由业余爱好者组成的乐团，不盈利，只为自娱自乐。大家白天都有

工作，只能晚上排练。

【同期】

杨新：停一下。低了半个音，我听着。

高雪峰：降半孔了呀，就是降半孔了呀。

乐手们：G调。

顾奎明：（指法）错了，（应该）这个样。

【解说】

虽说音乐无国界，但是把本来的西洋乐器变换为中国民族乐器，这可是项极

具挑战的尝试。况且对于杨新来说，这远远不是改造一首乐曲那么简单。

【采访】杨新 太仓某德企总经理

这首歌应该所有的德国人都知道，这些歌都是陪着你长大，就是代表你长大

的整个过程，代表你的家乡，然后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情感）连接点。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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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唱一下，解释一下，我都哭着出去了，没办法，确实有那些怀念，那些回忆

在这首歌里边。

【解说】

丝弦弹出的那首《当下最美丽的土地》，又撩拨出杨新一个更大胆的计划……

【采访】杨新 太仓某德企总经理

我看到了中国的乡下，我觉得非常漂亮，一直也想着德国那边的乡村的样子。

【解说】

杨新喜欢寻访太仓周边的村落，借此了解原汁原味的江南。久而久之，他萌

发了一个念头——既然音乐可以把两种文化连在一起，那是否还有更多的合作方

式？

万丰村，太仓郊外一处田园风光保持完好的自然村。村庄有几百年的历史。

近几年，村子里一直希望发展乡村旅游。杨新主动找到这里，拜访村委会，提出

打造环保村的建议，包括光能、水资源、废弃物回收……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设

想。

【同期】

杨新：有一个过滤、净化的设备在里边，而且都是德国公司的设备放进去，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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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杨新 太仓某德企总经理

我们德国建筑设计师，他是按照一年下来的阳光的角度来设计了房子的具体

位置……

【解说】

在他的设想里，还有一座小型的德式文化体验中心。他相信，来自欧罗巴的

田园风情将成为江南小村里最独特的点缀。

【采访】杨新 太仓某德企总经理

也想把德国文化带进来，然后做一个小的活动中心，建起来之后，可以带一

些德国或者中国的一些表演、展览，也可以支持当地的村民的生活，也给他们带

来一定的收入。

【同期】

村委会工作人员：阿姨，这是我们德国友人，杨新，杨总。

村民：欢迎你。

杨新：需不需要帮帮忙呢？

村民：可以，那你去帮我摘点蔬菜吧。

【解说】

杨新很希望村委会能采纳他的建议，这不仅会吸引更多生活在太仓的德国朋

友，也会让本地人更了解德国的乡村文化。在他看来这是个非常棒的文旅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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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杨新 太仓某德企总经理

我已经在中国那么多年了，上班那么多年了，我想还给社会一点，就是回馈

社会。

【同期】

杨新：生菜先吃，（我）亲自采的。

【解说】

虽然，环保村目前还只是杨新和几个热心朋友的设想，但凭着德国人执着认

真的天性，他相信只要去做，就总会有结果。

至少，乐团的排练日臻完美，已经让他看到中德合璧、美美与共的可能。

【同期】

高雪峰：一二三，二二三。

【解说】

大家探索磨合了一个多月，最后一次排练结束后，杨新为所有人准备了礼物

——他亲自烹炒的碧螺春茶。他希望，钟爱的茶可以为乐团带来好运。

【同期】

乐手们：演出成功，成功，成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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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

德国风情街，太仓政府打造的一条新街区。未来，这里将成为中德朋友们彼

此交流、把酒欢聚的乐园。为此，乐团的首场演出特地选在这里。

现在，乐声响起，要把人们带去万里之外，中欧平原寥廓的草地与山丘……

这是水乡里的德风，丝竹中的乡情，古老的德国民歌在同样古老的中国乐曲中融

汇、悠扬。其实，“当下最美丽的土地”既在脚下，也在远方，只要心心念念，

何处不是呢？对杨新来说，20 多年前问茶而来，一入江南，弦索留客。此时，

唯有一曲，以诉衷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