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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白桦去世
本报讯 （记者许旸）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白桦于昨日凌晨

2 点 15 分在上海去世，享年 89 岁。 白桦著有《妈妈呀，妈妈！ 》

《爱，凝固在心里》《远方有个女儿国》等长篇小说以及长诗《孔

雀》和十四行诗，他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山间铃响马帮来》《曙

光》《孔雀公主》等，影响广泛。

白桦生于1930年， 原名陈佑华， 河南信阳市平桥区中山铺

人，中学时期就开始学写诗歌、散文、小说。1947年参加中原野战

军， 任宣传员；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

会。 1961年他调入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任编辑、编剧，1964年调

入武汉军区话剧团任编剧。1985年白桦转业到上海作家协会，曾

任副主席。 根据白桦作品改编的多部电影在中国银幕上留下了

诸多珍贵光影。1954年上映的《山间铃响马帮来》由王为一执导，

孙景路、刘琼、仲星火、牛犇等出演，再现了解放初期云南苗寨历

史风云；他编剧的《今夜星光灿烂》由谢铁骊执导搬上银幕，凸显

了炮火岁月里的真情与信仰；1982年上映的《孔雀公主》定格了

李秀明、唐国强等著名演员的青春身影。

“文学的追求和守望从来都是美，而美是没有止境的，犹如

信仰。 ”白桦曾说。 “白桦的理想终究是什么？ 大约是一种希望，

希望世界变得更好，人变得更好。 ”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

说，“在白桦看来，这世界的好简单到只需孩童的认知就可信赖，

而诗是一种类似孩童的性格，一旦获得，便有了无穷的热情，就

成了一个不老的人。 所以，白桦的理想，还有一个名字，就是青

春。 他向往与追求的世界，永远在这无邪的情感之中。 ”

■本报记者 童薇菁

访谈录

■本报记者 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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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生机勃勃的 《百鸟朝凤》，在
2019 申城舞台的新年音乐会上独树
一帜。近年来，这首民乐经典通过电影
《百鸟朝凤》广为人知，这支最“土”的
唢呐曲，曾在瑞士苏黎世“神女峰”国
际音乐管乐比赛中获得金奖第一名。

90 后演奏家刘雯雯更和谭盾合作，让
中西合璧的改编版， 登上了悉尼歌剧
院的舞台。

《百鸟朝凤》乐曲背后折射了民乐
怎样的传承？在演奏形式的变迁中，唢
呐又应该以怎样的形象面对观众？ 本
报记者日前专程带着问题访问了民乐
界有“现代唢呐第一人”之美誉的上海
音乐学院副院长刘英教授。

文汇报：《百鸟朝凤》 将唢呐的乐

器表现力演绎到极致， 成为最具代表

性的民乐之一。 它的传承背后有哪些

故事？

刘英：《百鸟朝凤》 最早由我的老

师任同祥先生，在农村通过“打擂台”，

用这个曲子过五关斩六将， 一步一步

吹到了北京。1956年，任老师代表中国

冲击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大奖。 他演奏

这部作品， 一举在民间器乐比赛获得

了银质奖章，让唢呐走向了世界舞台。

《百鸟朝凤》本身就是民族器乐中

的经典之作，技术含金量非常高，是任

老师一辈子钻研的成果。 但任老师在

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时，

作品也不是一个人创作的。

原先的《百鸟朝凤》比较散，模仿

鸡叫、马嘶、牛叫、蛙鸣……当时讨论

如果要走向国际， 演出情况与在乡间

不一样。作曲家、演奏家和导演都认为

必须把最精华的部分体现出来， 让观

众一下被带入大森林里去。 所以原来

模仿母鸡下蛋的“咯咯叫”等惟妙惟肖

的片段，都得忍痛割爱，乐曲从 20 多

分钟减到了 7 分钟。

文汇报：《百鸟朝凤》 原名 “十样

景”， 曾经广泛流传于河南、 山东、河

北、安徽等地。正如电影《百鸟朝凤》所

描绘的， 唢呐随吹打乐队遍布乡间备

受推崇， 后来又受流行音乐冲击几乎

无人问津。 那如今这些经典民乐又是

如何传承的？

刘英：很多老艺人都会吹《百鸟朝

凤》，但气指唇舌如何运用、怎么配合，

他们讲不出来。 我们那个年代学习唢

呐需要悟性，尤其是下农村采风，一些

绝活要自己多观察、揣摩才能掌握。任

老师在教这首曲子的时候没有藏私，

非常用心地把曲子每一字每一句，和

他在创作曲子时的背景， 方方面面倾

囊相授。

后来学院建立了现代音乐学科体

系，就能将技术音乐的处理、各地风格

的精华集中起来， 告诉学生可以走一

条“文化的捷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开始，学习民乐的条件也好多了：有了录音机，交通越来越

方便。 传承到《百鸟朝凤》曲子的骨架之后，我曾到东北、河

南、陕西、山西……各家各地学《百鸟朝凤》、学任老师之外的

风格，吸取众家之长，推敲研究了新的版本。

民乐在与时俱进，富有活力的改编创新，也不能只靠一

个人的力量。需要在一流的音乐学院中完成文化的传承，把

好演奏家对音乐的理解诠释留下来， 并以广阔视野与国际

接轨。 《百鸟朝凤》原先最多只有民乐十几个人的小乐队合

奏版本，后来由民族管弦乐队伴奏、在台湾新竹演出的《百

鸟朝凤》单曲，在网上获得了两亿多点击量，民乐演奏中很

少有乐曲能有这样的点击量。 当然，吴天明导演的《百鸟朝

凤》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新一代的青年音乐家

更积极创新， 针对当代观众的口味， 能通过大型乐队的配

器，衬托中国民族乐器的音色，让它更为世界所接受。

文汇报： 近年来民乐不断创新， 唢呐也有很多跨界尝

试，比如尝试演绎摇滚、爵士等风格的乐曲，您如何评价？

刘英： 民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靠一个艺术家

的力量不够，是一场接力跑。我们每一代人为下一代人跑出

一个好成绩，民乐才能有传承空间，获得更多人喜爱。 新时

代的“跨界混搭”尝试都很好，总是演奏最“土”的音乐，不符

合现代社会的审美，也不会被老百姓接纳。但面对现在的年

轻人，也不能纯粹只靠肢体摇摆、时尚舞美等感官刺激来吸

引关注。

其实，用唢呐嫁接摇滚重金属、迈克尔·杰克逊的流行

音乐，这些形式也并不新鲜。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们这

一辈人曾经尝试过，后来发现容易不伦不类，路走不通。 音

乐真正打动人心的过程，体现的是文化自信。无论跨界混搭

还是中西对话，技术都要为音乐服务。 真正民族的艺术，要

为人民歌唱，让老百姓都愿意来看。

民乐是要“走心”的，要“洋为中用”。我们的民族乐器历

史都很长，有文化的积淀。 唢呐绝对不是小众的音乐，而是

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有很多人甚至一天不听到唢呐

的声音，就像白活一样，觉得很空虚。吸收西方音乐的技术、

含金量高的艺术精华的最终目的， 不是生搬硬套， 而是为

我们自己本民族音乐服务， 去打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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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出版深耕传统戏曲矿藏
《三国戏曲集成》《稀见明代戏曲丛刊》等大型文献整理文丛面世，填补相关领域研究空白

最近， 国内出版界相继推出大型戏曲

文献整理文丛———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8

卷 12 册 《三国戏曲集成》， 填补了古代小

说四大名著戏曲集的空白； 国家古籍整理

出版资助项目 《稀见明代戏曲丛刊》 8 卷

本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是对明代戏曲文

献的大规模系统搜集整理。

戏曲研究专家、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吴

书荫说， 戏曲是表现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载体，从艺术样式上来说，戏曲是最

繁复的一种文体群；从内容上讲，戏曲涵盖

了极其丰富复杂的世间百态；从传播层面考

量，戏曲能够滋养许多人文学科。因此，这批

大型文献整理文丛的集中面世，学术价值重

大，对于弘扬中华传统美学、 促进当代戏曲

振兴、 推动文化发展繁荣， 具有深远的历

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搜集历代三国戏587种 ，中
国四大名著戏曲终于集齐

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中， 水浒、 西游记、

红楼梦戏曲集已先后出版， 而唯独在民间

影响极广、 流传作品众多的三国戏曲集长

时间以来没有完整问世。 日前， 国家出版

基金项目、 大型文献整理丛书 《三国戏曲

集成》 出版， 填补了古代小说四大名著戏

曲集的空白。

丛书从北京、 上海、 南京、 杭州、 太

原、 河南等省市及高校图书馆、 戏曲院团

搜集历代三国戏 587 种 ， 其中完整剧本

471 种， 残曲、 存目 116 种 ， 编为 《三国

戏曲集成 》， 包括 《元代卷 》 《明代卷 》

《清代杂剧传奇卷》 （上下卷） 《清代花部

卷 》 《晚清昆曲京剧卷 》 《现代京剧卷 》

（上中下卷） 《山西地方戏卷》 《当代卷》

（上下卷 ）。 校理者辛勤拓荒 ， 笔耕六载 ，

从众多刊本、 抄本中遴选最好版本， 校勘

细心谨慎， 订讹求正， 存真语通， 并在标

点、 校记、 解题中融入校理者研究心得和

戏曲专家意见， 丛书所囊括的剧本将三国

时期重大历史事件和主要人物都搬上舞台，

是当今汇集三国戏最多、 最全、 最完备的

丛书。

《三国戏曲集成 》 主编胡世厚谈到 ，

《三国戏曲集成》 为全国许多戏曲院团和戏

曲作家提供了创作 、改编 、移植 、演出的剧

本，也为广大戏曲爱好者及读者提供了完备

的三国戏曲读本。

“《三国戏曲集成》 的出版， 充分证明

了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特殊现象， 就是

中国的古典戏曲与小说的血缘关系， 两者

相互作用 、 同步发展 。” 南开大学教授宁

宗一说， 从元杂剧 《单刀会》 到京剧 《群

英会 》， 书中剧作家创造了丰富的诗的意

境， 闪烁着艺术光彩， 是文学和戏曲的完

美统一。

原来明代戏曲，不止汤显祖
“临川四梦”

作为中国古代戏曲中的重要部分， 明

代戏曲最璀璨的当属汤显祖 “临川四梦”。

但除此之外， 更广泛的稀见明代戏剧也有

待进入大众视野。 今年初， 国家古籍整理

出版资助项目 《稀见明代戏曲丛刊》 由东

方出版中心出版， 全书共收录 《六十种曲》

《盛明杂剧》 《孤本元明杂剧》 《古本戏曲

丛刊》 等大型曲籍以外的稀见明代戏曲 79

种， 含杂剧 42 种、 传奇 37 种以及 230 种

明代戏曲的佚曲， 是对明代戏曲文献的大

规模系统搜集整理， 有助于读者清晰立体

地认识明代戏曲的面貌。

《稀见明代戏曲丛刊》 主编、 北京大

学中文系教授廖可斌谈到， 丛刊所收剧目

中， 至少有 28 种为海内孤本或某种版本的

唯一存本， 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比如范文

若 《花媚旦》 今仅安徽芜湖市图书馆藏有

清钞本； 胡汝嘉撰 《红线金盒记》 收录于

明孙学礼所编 《四太史杂剧》， 有万历乙巳

（1605 年） 新安刊本， 今仅日本大谷大学

有藏， 为神田喜一郎旧藏本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万曙认为， 丛刊

的主要价值在于 “稀见”， 呈现了整个明代

戏曲文本的面貌， 弥补了学者看不到版本

的缺憾， 尤其是 《佚曲卷》， 唯有穷尽式搜

罗文献， 才可以放心地写戏曲史， 越是稀

见， 越有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

在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看来， 丛刊的

出版是文献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举措和重大

成果， 明代戏曲繁盛则是古典文学的集成。

“纵观国内外学界研究现状， 戏曲的重大意

义还未得到完全释放， 它充分体现了中国

传统政治、 民间社会互动的关系， 具有文

学、 民俗学、 文化考古学等丰富内涵。” 他

说， 对于明代戏曲文献的整理及研究， 有

助于打开中国世俗文化、 民间社会的新的

研究局面， 成为古代文学研究、 文化研究

乃至更多领域研究的重要推动力。

谈到编纂点校中的难点， 廖可斌感慨，

戏曲底本情况较为复杂， 比整理一般诗文

作品更繁难； 有些作品， 涉及元明、 明清

之际作品的断代问题， 需细加参详， 小心

求证； 而几种已知剧本， 得到底本时间太

晚， 已来不及收入其中， 期待再版时加以

补充。

对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

长刘跃进教授也有同感———古籍整理不容

易 ， 戏曲整理尤其难 ， 超乎一般人想象 ，

“戏曲研究的底本选择最难， 有好底本不一

定能拿到， 校勘没有一定之规， 曲与白非

常难断 ， 但又必须断 ， 就好比 《宋书·乐

志》 中的铎舞歌诗， 连沈约都断不开。”

徒有渠道或只守着内容，都将无法应对行业挑战
Netflix成为传统影视奖项大赢家

不久前落幕的第 76 届美国电影电视金

球奖上，Netflix 成为大赢家。 其投资的 《罗

马》拿下最佳导演、最佳外语片奖，并成为冲

击奥斯卡的热门。 而几年前，Netflix 的作品

还曾遭到老牌电影节的拒绝———当时，在不

少电影人眼中，它只是一家“硅谷血统的新

媒体公司”。

如今，Netflix 在内容生产上的表现，已

经远远突破平台和渠道的意义。 2018 年第

三季度财报显示， 其在全球已拥有 1.37 亿

订阅用户，是最大的互联网视频点播内容服

务提供商。 如今的网络视频行业中，不仅有

Netflix 的老对手亚马逊、Hulu 等，还有手中

有内容或者掌握了付费渠道的迪士尼、苹果

公司、沃尔玛等。

内容与渠道同步建设已经成为未来互联

网发展的方向之一。业内人士表示，尤其是在

越来越多网生代养成了付费习惯之后， 徒有

渠道或者只守着内容， 或许已经无法应对行

业的挑战。

搅局者成为新贵，技术重塑
内容产业游戏规则

海外影视剧的传统制作发行模式，正遭

遇日益壮大的数字媒体冲击，越来越多硅谷

出身的技术公司，进入内容制播领域。 值得

玩味的是它们的身份也从最初的搅局者，成

为颠覆性创新的模式塑造者。

Netflix 频频以强势的市场表现，回应人

们对一个新媒体技术公司做影视剧内容的

质疑。 金球奖上，除《罗马》之外，《柯明斯基

理论》获音乐喜剧类最佳剧集，迈克尔·道格

拉斯也凭该剧拿下音喜类最佳男主。 出演

《贴身保镖》的理查德·麦登获得剧情类剧集

最佳男主， 这两部剧集的背后都有 Netflix

的身影。不仅如此，Netflix 也是 2018 艾美奖

提名次数最多的出品方，112 次提名打破了

电视业巨头 HBO 的 17 连霸。 而一年 55 部

原创电影的计划制作量则是好莱坞大制片

厂的两三倍。单部影片预算最高达到两亿美

元，也媲美超级英雄电影的一线水准。

此前，Netflix 一直被阻挡在传统影视圈

的游戏规则之外， 而它所做的则是颠覆规

则。诞生于 1998 年的 Netflix，经历了两次巨

大的转型， 第一次是颠覆了 DVD 出租实体

店形态，以“预订+邮寄到家”的方式为顾客

服务；第二次则颠覆了自己本身创立的商业

模式，转向在线视频流媒体服务。 它的收费

方式非常清晰，只要成为会员就可以无需另

外付费观看所有影片，而高度智能化的推荐

体系，也让用户体验非常轻松。 去年迎来最

后一季的自制剧《纸牌屋》，则以一次性投放

整季节目颠覆了互联网影视的更新模式。

如今 ， 在 Netflix 身后追赶的不仅有

Hulu、亚马逊，还有包括 AT&T 等海外信息

行业巨头———越来越多的渠道商正在瓜分

付费内容服务市场。

业界巨头分分合合，更多竞
争者加入资源争夺战

渠道为王还是内容为王？在这场愈演愈

烈的海外视频点播服务市场争夺战中或许

能得出不同的答案。

内容方觉得不能少了渠道。Netflix 最初

被视作内容巨头的渠道超市，而在这家超市

开始拥有《纸牌屋》这样的自营品牌之后，更

多内容生产者也开始经营起自己的在线播

放超市。 Netflix 昔日的合作伙伴苹果公司、

迪士尼等纷纷推出在线内容订阅服务。

有了渠道之后， 内容再次成为核心资

源。为了跑赢 Netflix，迪士尼撤回了“超级英

雄 ”，同样 ，漫威为 Netflix 平台定制的首个

剧集《夜魔侠》在播出三季后停播。就连漫威

和 Netflix 合力打造的两个超级英雄剧集

《卢克·凯奇》和《铁拳》也“断更”了。紧接着，

Netflix 遭遇“《老友记》危机”。得知《老友记》

2019 年将在 Netflix 下架， 大批用户在社交

网站上宣泄不满。 为了留住用户，Netflix 不

得不豪掷一亿美元给《老友记》版权持有方

华纳 。 据悉 ，Netflix 并不是唯一一家想要

《老友记》 的公司，Hulu 和苹果公司都参与

到 《老友记 》授权的竞争中 ，导致价格被不

断哄抬。

内容和渠道正让视频服务市场变成美

国内容行业的 “纸牌屋”， 分分合合好不热

闹。 苹果公司和斯皮尔伯格共同推出《神奇

故事 》， 并效仿在线音乐的成功经验在

AppleTV 应用中推出内容订阅服务。 据悉，

苹果公司计划今年在原创内容上花费 10 亿

美元 ， 并寻求优质内容独家版权 。 为此 ，

Netflix 与苹果正式决裂， 绕过苹果应用商

店，取消部分合作的订阅付费选项，规避平

台的抽成。

有评论认为，内容、版权、渠道等资源的

争夺战，将在今年因更多竞争者的参与而变

得更加激烈。

根据用户习惯，打出“路径+

内容”的组合拳

渠道和内容之争的终极目标其实只有

一个———用户。

据统计， 美国本土约有一半宽带家庭

订阅了 Netflix， 其次是亚马逊 ， 最后是

Hulu。 不过去年 Netflix 付费用户增加 67.4

万人， 远不及 123 万的预期， 用户 “争夺

战” 依然激烈。 有分析认为， Netflix 正在

成为观察内容和渠道如何融合的案例 。

《经济学人》 预测， 2019 年 Netflix 将在原

创节目方面投资 120 亿至 130 亿美元， 比

预计翻一番。 这家行业标志性企业的选择，

或许能够给人们带来启发。

尤其是我国国内激战正酣的各大视频

网站的付费会员 “争夺战”， 也能从 Netflix

的经历中一窥走向。 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

金总裁陈杭表示 ， 互联网的 “付费时代 ”

已经来临， 新兴的网生代既有付费意愿也

有消费能力， 如何满足他们的需要是市场

切割的关键。 与此同时， 更多的内容制造

者也开始筹划新的跑道， 这些跑道的支付

功能跃跃欲试， 在手机、 电视机、 车载设

备成为付费渠道之后， 已经有企业开始通

过给相关消费场景增加新硬件， 达到新增

付费渠道的目的。

不难看出， 根据用户的习惯同时推出

合适的路径和内容， 正在成为 “互联网+”

时代争夺市场的新配置。

《三国戏曲集成》 书中插图 《空城计》。 （均出版方供图）《三国戏曲集成》 书中插图 《赤壁鏖兵》。

Netflix 出品的太空科幻剧 《迷失太空》， 2018 年 4 月 13 日一次性放出 10 集。 图为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