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行歌手的黑胶碟很受欢迎 。
2015 年，全球卖得最好的两张黑胶

专辑是英国歌手阿黛尔的《25》和美

国乡村音乐小天后泰勒·斯威夫特

的 《1989》，全球销量分别为 11.6万

和 7.4 万张。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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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青蛙》持续领先手游排行榜的思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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睽违廿年，黑胶生产线回来了
整个泛音乐产业去年总收入近 150亿美元，其中黑胶唱片收入占 6%，“老古董”能否引领新潮流

对 原 料 进 行 控 温 实 验 、 测 试 成 品

率……这些天，中国唱片（上海）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唱上海”）的老中青三代

技术工程师正在加班加点， 农历新年过

后， 中唱上海将正式启动黑胶唱片生产

线。这样一条包括从音频刻纹、金属制版

到黑胶压片的一整套完整工序 的 生 产

线，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不超过十条。这意

味着，在暌违 20 多年后，中国再度拥有

完全自主的黑胶唱片生产能力。
不久前， 上海音乐学院已和中唱上

海达成合作意向， 将创立黑胶副牌 “上
音”。 由上海音乐学院最新创作的多媒体

交响剧场《丝路追梦》和音乐剧《汤显祖》将
列入“上音”的第一批黑胶唱片生产名单。

1996 年，自中唱公司将最后一条黑

胶生产线出售给日本后， 国内再无完整

的黑胶生产线。 当时受到 CD 光盘的巨

大冲击，黑胶产品黯然退出大众舞台，只
剩下一部分“发烧友”支撑着日益小众的

市场。 中唱上海从两年前开始考虑再造

一条生产线，原因无他，中唱上海总经理

章利民说，“是嗅到了黑胶回潮的气息。”
这条新的黑胶生产线启动后， 将带来最

高 200 万张的年产量， 它不仅能满足中

唱上海的产品开发需求， 还能为国内及

亚洲市场提供加工服务， 提升国内黑胶

唱片整体市场水平。

为什么需要一条完整的
黑胶生产线

“新引进的黑胶生产线，其产能可以

辐射到整个华语地区、东南亚地区，对促

进国家与地区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合

作发挥重要作用。”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韩

斌认为，黑胶生产线的回归，将为中唱上

海———这张民族音像老品牌带来新的魅

力和光采。
保存着万张上世纪珍贵黑胶模板的

中唱上海， 从 2010 年起重涉黑胶产业，
推 出 了 新 世 纪 以 后 的 第 一 张 黑 胶 唱

片———1959 年由俞丽拿演奏的《小提琴

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此后又陆续

出版发行了 80 多个品种。
这番投石问路之举， 正赶上了好时

机。 正是在 2000 年前后，全球黑胶销量

开始复苏， 以每年百分比两位数的速度

不断增长，在很多“发烧友”的心中，把这

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标记为 “黑胶复兴”。
直到 2017 年， 全球黑胶唱片销量达到

4000 万张，销售总额突破 10 亿美元，创

下了上世纪 80 年代黑胶产业全盛期之

后的又一个巅峰。而这些年，中唱上海推

出的几十个黑胶品种， 也在市场上达到

了预期的销量。

说起来， 中唱上海拥有极为丰富的

版库资源，涵盖上世纪至今的古典音乐、
戏曲、 流行歌曲等多个门类， 其中梅兰

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周信芳、白

光、 周璇等大师名人的珍贵录音更是不

可多得的文化遗产。“这些资源光保护起

来是没有用的，要让人们能够听到，才能

发挥最大的价值，”中唱上海决心进一步

扩大黑胶产品的种类和产量。
一张黑胶唱片的诞生， 除了前期灌

录声音外，主要包括音频刻纹、金属制版

和黑胶压片三大工艺环节。 在中唱上海

引入完整生产线之前， 国内只有承接压

片工艺的作坊、工厂，而要完成音频刻纹

和金属制版这两个工艺， 则必须把母带

送到海外加工。 事实上，即便放眼全球，
具有相应技术的公司也寥寥无几。 生产

力饱和与沟通成本之高， 使得黑胶产品

的海外加工，是一个周期长达半年的“拉
锯战”。“没有自主的生产线，一切都要听

命于人。”章利民说。由此，一个重建全套

生产工序的想法在“中唱人”心中诞生。
完整的黑胶生产线在全世界屈指可

数， 缺少合格的技术人员也是很重要的

原因。 制作黑胶唱片不是机器流水线式

的工程，它其实是一门很考验功夫的“手
艺活”， 人的经验判断占了很大的比重。
1979 年，中唱公司从德国引进了一套完

整的生产线， 当时还派了几名技术骨干

专程去瑞典学习， 制版工程师裘洲龙就

是其中之一。 除此之外，还有被称为“最
后一代刻纹师”的邵善均（刻纹，这项手

艺在国内已近失传），以及压片工程师王

龙海等“老一代中唱人”，他们重新集合

成一支顶尖的技术团队， 为新的黑胶生

产线的运行把关。这些经验丰富、技术过

硬的工程师， 才是这条全新的黑胶生产

线最为宝贵的财富。

没有年轻人的参与，就没
有产业的未来

黑胶唱片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是主宰 20 世纪音乐产业的声音载体，但
CD 唱片出现并全面占领市场只用了短

短八年时间。 再后来，数字音乐的出现，
市场竞争再度升级加速。如今，黑胶唱片

昔日的不少对手也已经被完全淘汰，但

黑胶唱片还活着。 很多经典的黑胶唱片

仍会被不断复刻， 并保持着良好的销售

纪录， 而流行歌坛也会时不时通过发行

黑胶唱片， 来认可当红歌手的地位和影

响力。
”没有年轻人的参与，就没有产业的

未来，”韩斌说。 1905 年，中国人做出了

自己的第一张黑胶唱片， 在黑胶音乐产

业上， 中国始终与世界潮流密不可分，
“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是时候用一种新

的眼光看黑胶的未来了。”据国际权威调

查机构的数据显示，35 岁以下的年轻人

现已成为黑胶唱片的购买主力军， 并有

愈发年轻化的趋势。事实上，近十年来黑

胶唱片的最大买家， 竟然是那些出生在

“CD 时 代 ”和 “数 字 音 乐 时 代 ”的 年 轻

人。 玩黑胶唱片，其实和玩胶片相机、热
衷手冲咖啡一样， 是年轻人建立起来的

新的生活观念， 是他们认同并自行发起

的一种时尚潮流。 难怪在拥有自己的黑

胶生产线之后， 中唱上海将致力于打造

黑胶文化生态圈， 带动周边文创产业发

展， 章立民说：“黑胶唱片是文化保护的

一部分，是生活的一部分，期待更多年轻

人‘上瘾’。 ”
必须看到， 目前中国黑胶收藏和爱

好者的专业水准， 与国际藏家相比有一

定距离。 “很多藏家只是单纯地从物理

介质上去保存它的形态 ， 唱片 里 的 声

音、 艺术和历史不是他们研究的主题。”
韩斌教授指出 ， 国际上很多 专 业 的 黑

胶藏家都是能出学术成果的 ， 并 能 对

黑胶 产 业 的发展提出引领性 、 前瞻性

的建议。 由此看来， 提高中国藏家的专

业水平， 建立良好的沟通和交流平台，
开展有效国际对话， 是下一个阶段的重

要任务。

黑胶不高冷，它很“酷”
不久前传统零售商百思买告诉供货

商：CD 光盘将全面下架！ 随着智能手机
与数字音乐的发展，CD 淡出了视线。 但
“老古董” 黑胶唱片却以另一种方式回
春。就像数字相片唾手可得，但有人却怀
念起胶片时代的质感。 就像很多人喝的
第一杯咖啡是速溶， 最后还是愿意花时
间，去欣赏一段手冲咖啡的慢过程。

同样地，在听腻了数字声音后，人们
发现黑胶唱片中有一种温暖自然、 且无
可取代的特质。随着塑料工艺的升级，它
不再有那种老旧感，声音更为清晰。黑胶
唱片，这个承载音乐的介质，不仅能与交
响乐、歌剧、戏曲等“完美匹配”，也能够
轻松驾驭摇滚乐、hip-pop、 蓝调等流
行音乐曲式，具有广阔的表现空间。

2015 年， 全球卖得最好的两张黑
胶专辑是英国歌手阿黛尔的《25》和美国
创作型歌手泰勒·斯威夫特的 《1989》，
全球销量分别为 11.6 万和 7.4 万张。
与不断复刻经典唱片相比， 挖掘新人新
作，无疑更有市场前景。 年轻人将成为最
具规模的消费群体，他们的消费方式、生
活方式都是新鲜的， 他们向往拥有个性
化的私人空间， 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判
断和美学追求，反感一切人云亦云。

抓住年轻人的心， 黑胶唱片不会高
冷，它会很“酷”。

近十年来，黑胶唱片的最大买家，竟然是那些出生在“CD 时代”和“数字音乐时代”的年轻人。 玩黑胶唱片，其实和玩

胶片相机、热衷手冲咖啡一样，是年轻人建立起来的新的生活观念，是他们认同并自行发起的一种时尚潮流。
图/视觉中国

传统游戏中，男性玩家视角下的女性角色
很长时间内， 无论游戏中的女性角

色是何种形象， 本质上都是出于讨好男
性玩家市场的产物。在许多游戏类型中，
女性人物时常衣着暴露，性别特征突出，
以满足男性在游戏中的操控快感。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周逵
认为，游戏代表的不仅是一种内容消费，
更重要的是一种场域。 以往由于技术终
端所限，无论是主机游戏或者街机游戏，

都被认为是男性主导的权力空间， 女性
在游戏的场域里往往处于弱势角色，甚
至缺乏介入的机会，游戏水平受到忽视。

唯一的例外是游戏《古墓丽影》中
的劳拉一角。 这位被誉为“考古天才”
“珍宝猎手”的女性角色在整个游戏中
充满了冒险精神。 但即便如此，该游戏
的玩家还是以男性为主， 在本质上并
没有颠覆传统游戏中的性别设定。

“得女性者得天下”的背后
颠覆玩家性别比例严重失衡行业常态，情感型社交型手游潜力巨大

日本手游《旅行青蛙》的火热，让不

少人从晒娃变成了晒蛙。 近日网上有传

言称，据《旅行青蛙》设计师上村真裕子

透露，青蛙一角其实是为思念丈夫而设

计。 不过，最近上村真裕子辟谣说：《旅
行青蛙》 的设计初衷既不是盼儿归来，
更不是思念丈夫。

截至发稿，《旅行青蛙》仍持续高居

APP Store 游戏免费榜第一位， 国内无

论是游戏媒体、还是非游戏媒体都在为

这款日本手机游戏“摇旗呐喊”，而朋友

圈的诸多玩家也在为自家青蛙动辄“消
失不见”而担忧。 为什么一只面无表情、
独自吃饭旅行的青蛙可以这么火？ 女性

手游玩家的崛起，或许是背后的一大因

素。 女性手游爆发的论调几乎成了近期

媒体的公论。 手游市场是否真正对女性

玩家开放了？ 在这些现象级游戏背后是

否预示着某种流行文化的走向？

恐怕不只半边天，针对女
性玩家的手游市场潜力巨大

长久以来， 游戏玩家以男性居多，
玩家性别比例严重失衡是游戏行业的

常态。 但是，最近的《旅行青蛙》和《恋与

制作人》颠覆了这种常态，以至于现在

新的口号是“得女性者得天下”。
实际上，女性游戏市场的规模及整

合在日韩、 欧美已达到较为成熟的程

度，而在国内，一直到 2015 年《王者荣

耀》这款现象级游戏的爆发，才真正有

大量女性玩家参与进手机游戏的浪潮

中。 有数据显示，《王者荣耀》的女性玩

家高达 54%，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

教授周逵认为，“这个数据对传统的游

戏产业认知是一个很大的颠覆。 以往大

众认为游戏市场是以男性玩家为主，在
这样一种对市场受众的前提预设之下，
其实游戏生产长期来以讨好男性用户

的角度出发。 但明显，现在不一样了。 ”
女性用户一直有休闲治愈和社交

陪伴的情感需求，只不过之前多以网络

小说或韩剧的方式来满足，浙江传媒学

院游戏研究者王喆认为，“女性向手游

若能很好地捕捉住女性玩家的需求、注
重游戏体验和玩法，将会成为更好的功

能性替代品。 ”
女性用户作为重要玩家群体的地

位已不容忽视。 虽然中国游戏市场的主

力军一直是角色扮演类、战术竞技类和

动作类，但游戏策划团队已经开始注重

进一步的细分化和差异化的经营策略，
比如基于桌游类研发的《狼人杀》、换装

养成类的《奇迹暖暖》、关注“二次元”群
体的《阴阳师》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专家认为，从市场角度以及政策的

利好角度来看，女性游戏市场在未来几

年内仍将迎来发展， 像 《旅行青蛙》和
《恋与制作人》 等女性类游戏占据市场

份额将持续增长。

女性手游玩家特点 ：情
感需求、社交需求优先

在制作《旅行青蛙》前，日本游戏厂

商 Hit-Point 公司已经制作了不少养成

类的休闲游戏。 其中， 最有名的当属

2015 年 发 布 的 放 置 类 游 戏 《猫 咪 后

院》：玩家在游戏中通过放置猫粮，布置

庭院来吸引猫咪们玩耍，猫咪们会打赏

若干金银鱼干，数目全凭心情而定。 与

男性在游戏中想“赢”有所区别，女性更

看重情感上的满足和娱乐体验。 对于女

性玩家来说，《猫咪后院》迎合了她们想

要在游戏中获得“安全空间”的体验。
《恋与制作人》和《旅行青蛙》走的

都是治愈风，强调专一的“虚拟恋爱”和
感性的“育儿心得”。 在重度氪金（玩家

需要不断充值升级以获得更高级的游

戏体验） 的中国手游市场，《旅行青蛙》
的成功被认为是一场“佛系”手游的反

击：放弃了“打怪升级”的套路，主动设

置玩家时间，纾解了以往刺激、紧凑的

游戏神经。 游戏中的青蛙具有高度的自

主性，几乎不需要主人操心，反而更加

让女性玩家好奇青蛙到底在何处旅行。
王喆认为，女性群体更多为社交型

玩家，倾向于尝试探索游戏世界、收集

游戏图鉴或人物、以及把游戏作为社交

互动的一种渠道。 而男性玩家更多为成

就型和杀手型玩家， 对游戏动作要求

高，希望在游戏中比其他人更快升级或

达到某些成就。 “因而，关注收藏、旅行

探索和人情味儿的《旅行青蛙》可以说

很好地击中了游戏团队所设定的主要

目标用户。 ”王喆说。
的确，这款节奏慢、弱刺激的游戏

带动了玩家对于青蛙前所未有的好奇

心：关于该游戏周边及衍生信息被深入

挖掘，游戏中的风景名胜、昆虫动物、料
理道具都有专门的科普文。 其风靡还源

于社交媒体的助推，而乐于在社交媒体

上分享这款游戏的可爱画面、相关的丰

富想象和情感的往往是女性群体。

各家粉丝签到片？名牌鸡汤杂货店！
———评热映中的日本电影《浪矢解忧杂货店》

罗萌

日本电影《浪矢解忧杂货店》改编自

东野圭吾 2012 年的同名畅销小说。这些

年， 东野圭吾的名字在中国的推理小说

读者群中可谓风靡；不过，《解忧杂货店》
是他的非典型作品。 喜欢东野式阴郁和

叵测的人，不见得会看得上这部小说，它
太温柔、太天真，温度太高，通篇窜着烧

沸一锅鸡汤的火苗。 但如果你喜欢这部

小说，那么我想，正在上映的电影版，大

致可以让你满意， 因为它绝对称得上忠

实原著。
当然，原著党永远有原著党的不满。

不满的主要焦点， 集中在被删去的两段

情节上： 一个是备战奥运会的女选手因

为男友生病而求助的故事； 一个是崇拜

披头士乐队的少年为家庭破产、 父母逃

债所困扰的故事。 删减之下， 损失是有

的，最重要的，是真实历史维度的淡化：被
省略的是两个在小说中投射出历史背景

的故事，涉及到特定时代下日本同西方大

国之间的关系；省略之后，电影版最终展

现给我们的，是一种缺乏历史具体性的时

间环境（除了出于情节需要，对当代日本经

济状况演变作了少许提及之外）。 但即便

如此，应当承认，要在两个小时的长度里，
既清晰又不生硬地，把线索繁杂、时空交错

的整体剧情呈现出来，已经很不容易。
另外，为了有效率地交代情节，电影

版在台词方面做了压缩修改，的确也会破

坏相对含蓄的原著风格，节奏上有点匆忙

赶路的意思。 曾有人提议，《解忧杂货店》
改编成篇幅宽松的电视剧，更加合适。 不

过，原著小说迷人的地方，在于它情节串

联的微妙，要是把书中的每个小故事分开

单看，显然复杂性不足；放进电视剧里，就
仿佛接受放大镜的检验， 还能有多耐看，
实在令人怀疑。倒是电影这种惯以蒙太奇

制造瞬间视觉惊奇的形式，对于此类小说

而言，其实有放大优点的功能。
电影版吸引力的一大保障， 在于演

员。 担纲主要角色的演员中，一半以上，
是九零后的年轻偶像， 包括目前算得上

火红的山田凉介和成海璃子， 前者饰演

的叛逆少年， 成为最后一个和杂货店老

板浪矢先生穿越时空书信相通的人；后

者则担当了一切奇妙的开端， 并在浪矢

先生生命的尽头，跨越阴阳阻隔，带给他

慰藉。 有人说，《浪矢解忧杂货店》是各家

粉丝签到片，并非话出无由，而且，明确可

见给个别偶像加戏的情况：门胁麦饰演的

在孤儿院长大的女歌手小芹，小说中的分

量并不突出，到了电影里，她不仅有机会

在舞台上唱完整首主题歌，时不时来个特

写，还莫名插入一段海边独舞，略显尴尬。
把镜头多分配给漂亮的脸，这一点，让人

联想到目下某些国产片的做法，比如两年

前上映的《老炮儿》。但话说回来，比一比，
不得不说， 别人家的偶像， 显然更会演

戏———观影的时候， 不用替演员操着心，
也没必要为了他多开发出两三种表情而

欢欣鼓舞；这样一来，也就抵消了大量特

写可能造成的观众的逆反心理。
当然，日本影视界，大叔的担当力，

向来不可小觑，《浪矢解忧杂货店》 延续

了这样的传统。 除了扮演浪矢先生的大

河剧名家西田敏行外， 电影中还出现了

一个观众喜闻乐见的熟悉身影，小林薰。
从 2009 年起，因为《深夜食堂》，但凡小

林薰出现的画面， 我们仿佛就能在他身

后自动生成一锅鸡汤。这一次，他饰演一

个小鱼店老板，对待执意搞音乐、不继承

家业的儿子，看似严苛，其实宽容。从《深
夜食堂》到《浪矢解忧杂货店》，小林薰手

里的菜刀没放下， 厨师服和杀鱼师傅的

行头，差别也不大，所以，我们几乎可以

不用穿越地看见那锅鸡汤。
而小林薰的存在， 也稳妥地建立起

“食堂”和“杂货店”之间的品牌关联。 二

者都立足怀旧和地方记忆， 老人老店老

街老牛奶箱，以静制动，以柔克刚。此外，
二者均意在建构“私人”和“集体”之间的

理想交融：你下单，我做菜；你倾诉，我解

忧。 而做出的菜，和给出的解答，最终会

随着人的传递，和童话时空的浪漫效应，
幻化成为某种乌托邦实景。 鸡汤悦人也

腻人。 对于鸡汤， 我们从不指望常喝常

新，既不看重，也不看轻。 但鸡汤也是讲

品牌的。像《浪矢解忧杂货店》这样的，一
锅名牌鸡汤，配合特冷的末冬，绝不会招

人厌烦。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

化学院讲师）

《古墓丽影》电影海报。

游戏《旅行青蛙》。

《游园》和《惊梦》两折戏是《牡丹

亭》的精华章节，最能体现昆曲婉转

迂回、流丽悠远的风格，也是最为人

所知的昆曲剧目。 本专辑是梅兰芳、
俞振飞和言慧珠三位京昆大师的演

唱版本，由中国唱片 1959 年录音，一
腔一调皆有讲究，已成《游园》《惊梦》
的表演范本。 （中唱上海供图）

1957 年 10 月， 苏联著名小提

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来华作访

问交流演出， 同行的有钢琴家弗·
杨 波 尔 斯 基 。 访 华 期 间 ， 他 在 北

京、 天津、 上海三地举办了多场演

奏会， 轰动一时。 中唱上海将其在

北京、 上海的演出实况录音重新发

掘出来， 首次公开出版， 使乐海遗

珍得以重现。 （中唱上海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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