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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艳阳天》让红色经典面向现在

长三角合力将《柳堡的故事》搬上音乐剧舞台

由红色经典 《柳

堡的故事》 改编的民

族音乐剧 《九九艳阳

天》 昨晚在上海大剧

院迎来上海之春国际

音乐节的正式首演 。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坐

在小河边……”60 年传唱不衰的悠扬旋

律， 带观众再次回到硝烟弥漫的战火青

春， 从一代又一代人对理想的赤诚向往

中，得到回味深长的感动。

红色经典的世纪回响

“这部戏不是写给过去的人看，而是

面向现在和未来。”谈到儿时就已熟悉的

电影《柳堡的故事》和主题歌《九九艳阳

天 》，编剧 、总导演雷国华表示 ，改编经

典、将其传颂一直是她的夙愿。

《柳堡的故事》是军旅作家胡石言创

作于 1949 年的短篇小说， 发表于 1950

年的南京《文艺》并被《新华月报》转载，

其后蜚声文坛。 经新中国第一位女导演

王苹拍成电影后引发轰动。 《柳堡的故

事》 首次在新中国革命战争电影题材中

增加了爱情表达， 新四军战士李进和农

村姑娘二妹子的爱情， 影响了一代人的

审美。 84 岁的二妹子扮演者、表演艺术

家陶玉玲回忆，曾收到上千封影迷来信，

时至今日仍有耄耋之年的影迷， 念念不

忘地向心目中的二妹子“表白”。

电影达到了如此艺术高度。起初，胡

石言的太太余金芬女士拒绝了所有的电

影电视改编， 雷国华费尽周折才联系到

她本人。两人第一次见面，雷国华就潸然

泪下：“这种血脉里的感动、 传承的精神

不能强求，也不是金钱能够买到的。 ”余

金芬则对她给予了百分百的信任， 没有

干预任何创作过程。

十年打磨， 该剧经过对剧情的不断

调整、剧本修改过几十稿，才最终在上海

之春的舞台上正式奉上首演。 革命年代

战士的大无畏精神，让 20 多岁的演员们

深受感动， 他们用自己的全情投入赋予

红色经典以全新的艺术感染力。 演出结

束时，台上台下都唱起《九九艳阳天》。

长三角地区协同打磨精品

在确定将其改编为音乐剧的形式之

前，雷国华曾考虑过淮剧、歌剧等诸多艺

术形式。 “但音乐剧在北京、上海的观众

都越来越多，它集合了表演、舞蹈、歌唱

等综合艺术形式，可看性最强，可以风靡

全世界。 ”主创团队希望将经典的血液，

混合交响、流行音乐、民乐，以最美丽的

形式呈现。

创作过程中，为了挑选合适的搭档，

雷国华几乎找遍了长三角文艺圈： 邀请

上海戏剧学院青年编剧加入创作， 以求

在歌词和剧本上贴合年轻人喜爱的散文

式直白； 邀请镇江籍音乐家印青担任音

乐总监， 增加江苏及山东一带的民歌民

谣元素，在战争的血色追忆中，平添一份

浪漫和温馨；邀请年轻的音乐家田汨，在

音乐剧的框架中有机融合现代音乐和民

间歌谣……镇江市艺术剧院对 《柳堡的

故事》的深情与感恩，也让她毅然将故事

托付。 两个多月的排练， 有时持续到深

夜，演员就直接睡在了排练场地。激情澎

湃的革命历史情怀和现代审美的艺术追

求，让他们在同心协力中，感受到了心灵

上的契合。 全剧 100 多名演职人员从音

乐、布景、服装、灯光等各方面给予观众

全新的视听感受。

92 岁高龄的余金芬向主创们鞠了

一躬，“文艺的力量到处都可以闪光，为

了继承和发扬经典 、传承经典 ，向各位

年轻的文艺工作者们的努力致敬”。 陶

玉玲则幽默地说：“在电影中，二妹子只

有 120 个字的台词，除了叫过三声副班

长、要求参军就没有台词了。今天舞台上

的‘二妹子’，把我这个‘二妹子’几十年

想说的话都唱出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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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阅读渐成主流，

成年人日均“触屏”近85分钟

第16次全民阅读调查报告发布，2018年人均阅读纸书不足5本

昨天，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

第16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 报告

显示， 从对不同媒介接触时长来看，

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间最

长 ， 为84.87分钟 ， 互联网接触时长

为65.12分钟 ， 电子阅读器阅读时长

为10.70分钟， 均有所增长。

在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

山看来 ， 数字化阅读的发展 ， 提升

了国民综合阅读率和数字化阅读方

式接触率， 整体阅读人群持续增加，

但也带来了纸质阅读率增长放缓的新

趋势。

阅读的渠道、 形式越来越多， 也

愈发便捷， 但人们对自己的阅读满意

度却不高 。 数据显示 ， 只有2.1%的

国民认为 自 己 的 阅 读 数 量 很 多 ，

6.3%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比

较多， 近八成受访者认为自己的阅读

数量一般或很少， 仅26.3%受访者对

个人阅读情况表示满意。

网上 “冲浪 ”娱乐化碎
片化明显，深读占比偏低

报告指出， 手机和互联网成为我

国成年国民每天接触媒介的主体， 纸

质书报刊的阅读时长均有所减少。 数

字化阅读方式 （手机阅读、 电子阅读

器 、 Pad等终端阅读等 ） 接触率为

76.2%， 较2017年的73.0%上升了3.2个

百分点。 图书阅读率为59.0%， 与2017

年基本持平。 超过半数成年国民倾向于

数字化阅读方式， 倾向纸质阅读的读者

比例下降， 而倾向手机阅读的读者比例

上升明显。

从成年国民对各类出版物阅读量的

考察看， 2018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

图书阅读量为4.67本， 与2017年的4.66

本基本持平。 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32

本 ， 较2017年的3.12本增加了0.20本 。

我国成年国民中， 11.5%的国民年均阅

读10本及以上纸质图书 ， 还有7.1%的

国民年均阅读10本及以上电子书。

研究发现， 38.4%成年国民更倾向

于 “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 比2017年

的45.1%下降了6.7个百分点 ； 有40.2%

的国民倾向于 “手机阅读”， 比2017年

的35.1%上升了5.1个百分点 ； 有12.8%

的国民更倾向于 “网络在线阅读”； 有

7.7%的人倾向于 “在电子阅读器上阅

读”； 0.8%的国民 “习惯从网上下载并

打印下来阅读”。

值得注意的是， 网上 “冲浪” 行为

中 ， 以阅读新闻 、 社交和观看视频为

主， 娱乐化和碎片化特征明显， 深度图

书阅读行为的占比偏低。 换句话说， 信

息获取功能受到越来越多网民的重视，

具体来说， 有超61%、 28%的网民分别

将 “阅读新闻” “查询各类信息” 作为

主要网上活动之一。 互联网的娱乐功

能仍然占据重要位置， 逾62%、 50%

网民分别将 “网上聊天 /交友 ” “看

视频” 作为主要网上活动之一。

有声阅读较快增长 ，

“听书”成为新的增长点

如今， 随着各类有声阅读App的

较快增长， “听书” 成为阅读新的增

长点， 移动有声App平台为听书的主

流选择 。 报告显示 ， 2018年我国有

近三成的国民有听书习惯 。 其中 ，

成年国民的听书率为26.0%， 较2017

年的平均水平提高了3.2个百分点 。

0 -17 周 岁 未 成 年 人 的 听 书 率 为

26.2%， 较2017年的平均水平提高了

3.5个百分点。

在听书介质的选择上， 选择 “移

动有声App平台 ” 听书的比例较高 ，

为11.7%； 有6.4%的人选择通过 “广

播” 听书。

值得关注的是 ， 0-17岁未成年

阅读率有所下降。 2018年0—8周岁儿

童图书阅读率为68.0%， 低于2017年

的75.8%； 9—13周岁少年儿童图书

阅读率为96.3%， 较2017年的93.2%

提高了3.1个百分点 ； 14—17周岁青

少年图书阅读率为86.4%， 低于2017

年的90.4%。 2018年我国0—17周岁

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80.4%， 低于

2017年的84.8%。

文化

拿什么拯救华语流行曲歌词？

盘点流行音乐歌词创作三大弊病：流行语随意拼贴、华丽辞藻空洞堆砌、常识典故误用滥用

正在热播的央视综艺 《经典咏流

传》 通过流行音乐赋予古诗词全新面

貌， 让不少观众感慨， 或隽永或激昂

的词句在当代旋律中， 仍能给人以感

动与鼓舞。 而与之相对照的， 是华语

流行乐坛优质歌词创作的越发 “贫

瘠” 甚至 “枯竭”。

《学猫叫》 《带你去旅行》 《离

人愁》 等 “网络神曲” 走红， 其大多

旋律简单、 容易上口， 节奏鲜明动感

十足 ， 可品味其中歌词 ， 问题多

多———不是通篇语义不通的华美辞藻

堆砌， 就是用高密度的流行语来引发

听众的好奇与认同。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陶辛认为，流

行音乐因为具有商品属性， 固然需要

通俗易懂， 甚至为了追求吸引眼球而

刻意求新求变。而另一方面，流行音乐

作为一种“非体制表达”的艺术形式，

其歌词创作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引领同

样不容忽视。 目前的文化产业体系对

商品属性普遍很看重， 而对其表达功

能就较忽视。 这也是近些年来的流行

音乐“爆款”缺乏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弊病一：流行语随意拼
贴，没有语感深意的白话充
斥其中

古人云：“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

合为事而作。 ”对于流行歌曲来说，使

用流行语、热衷爱情主题无可厚非，不

过翻看当下的流行歌词发现， 流行语

的出现频率过高、 大量无意义的白话

口语让歌词内容变得毫无营养。

“你说你喜欢森女系，而我多了一

个 G，就像 Love，去掉一半变 Loli。 ”这

是某位凭借网络直播走红女歌手的成

名曲。 如果说“love”变“loli”从字面意

思还能勉强理解 ，那么 “森女 ”与 “G”

的区别，是指“森”字汉语拼音后鼻音

多一个“g”变成“僧”，用以与歌名中的

“佛系”相呼应，实在有些牵强附会、莫

名其妙。 哪怕是华语乐坛某知名实力

唱作人，其新作中反复出现“不爱我就

拉倒”“爱的抱抱”“哥练的胸肌”……

此类流行语令人大跌眼镜， 不仅与抒

情摇滚曲风完全搭不到一起， 其内涵

意境更远逊于从前的口碑之作。

其实， 同为白话口语， 李宗盛一

首为父亲而作的 《新写的旧歌 》 ：

“等到好像终于活明白了， 已来不及。

他不等你， 已来不及。 他等过你， 已

来不及。” 几个字的变化就把 “子欲

养而亲不待” 的遗憾又推进了一层。

弊病二 ： 追求华美辞
藻，反变成故弄玄虚的无病
呻吟

网络流传一句调侃歌词的话 ：

“不要相信作词人， 他们为了押韵什么

都做得出来。” 听上去是一句笑谈， 某

种程度上也暴露了流行歌曲歌词创作的

随意性。 一些追求华美辞藻的歌词中，

看似意境唯美、 精雕细琢， 实则辞藻随

意堆砌， 更不必说格律平仄， 通篇下来

只有情绪的宣泄、 空洞的描写， 谈不上

意境， 更难有内涵。

有的歌词里强行使用现代汉语里的

生僻字词故弄玄虚， 比如 “髣髴兮梦不

真， 飘飖兮情难全”； 有的歌词只是将

唯美词句堆叠， 丝毫不顾行文逻辑， 比

如 “也曾鬓微霜， 也曾因你回光， 悠悠

岁月漫长， 怎能浪费时光”； 还有的歌

词洋洋洒洒， 江山刀剑美人的意象变着

法地出现， 可来来回回表达的不过是一

个意思。

对此， 有人不以为然： 古诗文中尚

有 “出师一表真名世 ” 的名词活用动

词； “春风又绿江南岸” 的形容词使动

用法， 为何对当代人的拟古之作吹毛求

疵。 要知道古诗词并非只因单纯的辞藻

优美而流传至今， 文字最终是为内容服

务， 如若没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与独到的

比喻、 深远的意境， 很难赢得人心。 正

如 《文心雕龙》 所说： “晦塞为深， 虽

奥非隐； 雕削取巧， 虽美非秀。” 缺乏

真情实感的拼凑雕琢， 只有晦涩缺乏思

考， 纵然唯美却谈不上高明。

流行歌曲的传唱也会误导大众， 甚

至让李鬼战胜了李逵。 一首歌词来自李

清照 《如梦令》 的 《知否知否》， 其中

“昨夜雨疏风骤， 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

卷帘人， 却道海棠依旧” 的原句， 反被

人批 “堆砌辞藻”。 反过来， 针对近期

某首词不达意的 “抖音神曲”， 曾有一

位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邵晓舟站出来

发文痛批歌词不通， 却遭到大量网友的

围攻， 原作者更是毫无虚心接受之意，

反而傲慢回击， 创作者对于 “你的笑像

一条恶犬 ， 撞乱了我心弦 ” 的强行解

释， 网友很难买账。

彩虹合唱团首张专辑 《白马村游

记》 同样是尝试 “文白相杂” 的歌词：

“天上几盏明星， 山中睡着白云， 河流

是夜的秀发， 渡口缀满灯花”。 没有华

丽的比喻 ， 却依然能唤起听者对理想

“桃花源” 美的想象。

弊病三：文学历史典故乱
用，缺乏常识逻辑闹笑话

如果说前两条弊病还停留在言辞空

洞浅薄的层面， 那么一些有违逻辑常识

和文学历史典故误用的例子， 更暴露出

词作者的无知。

不少人一定听过这样一句歌词 ：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 然后一

起去东京和巴黎， 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

密和有黑人的洛杉矶”， 这条浪漫的路

线曾被某综艺嘉宾吐槽 “都不顺路”，

虽只是调侃， 而歌词第一段 “头发长

见识短的惊奇” 的确是褒贬不分， 语

焉不详。

一些追求古意、 “旁征博引” 诗

词的歌曲更成为 “重灾区”。 在某平

台引发无数网友模仿翻唱的古风歌

曲， 运用戏曲元素的片段确实让人为

之一振。 可细看歌词， 一上来 “春去

白了华发落寞了思量” 就逗乐了不少

网友， “华发” 已是白发之意， 如何

又 “白了华发”？ 还有 “霸王收起剑，

别姬也已走远” 更是被网友吐槽 “玩

过网游的都知道叫虞姬”。 至于 “肝

肠寸未断” “我座下马正酣” 这样的

“搭配” 已经到了莫名其妙的地步。

流行音乐固然是一个时期 “流

行” 的快餐文化， 凭借网络流行语、

辞藻堆砌或许能获得一时的流量和关

注。 听众也不会对每一首歌都用经典

的标准去考量 。 可正如乐迷所感慨

的 ， 流行音乐刚开始打动人的是旋

律， 最后留在记忆里的是歌词。 想要

朗朗上口， 一如 “有些事情你现在不

必问， 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这样的

都市宣言； 就算追求唯美空灵， 也只

消轻叹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 如

影随形 ” 来点到即止 ； 倘若拟古仿

古， 也能有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

你” 的意境悠远。

快 评

当生活成为音乐
———评吕绍嘉演绎潘德列茨基

《第六交响曲“中国诗歌”》

孙懿凡

4 月 13 日晚上海交响乐团音乐

厅上演了一场选曲相对“陌生”的音乐

会， 由吕绍嘉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绎

潘德列茨基《第六交响曲“中国诗歌”》

及理查·施特劳斯《家庭交响曲》。前者

作为 2017 年新鲜出炉的作品，于听众

而言还处于初次见面的了解阶段，后

者相对于作曲家其他如《英雄的生涯》

《玫瑰骑士》等作品来说，也着实新奇。

两部作品放置在一起， 新鲜之余

似乎又多了某种暗示。 两位作曲家并

非因“新”结缘，而是由于相同的作曲

指挥身份、 相似的由现代回归浪漫的

风格转变路径， 以及相惜的对交响曲

体裁的坚持走到一起。 当晚的作品选

择也在理由已相当充分的情况下，又

展现了一个全新视角———两位作曲家

如何用“音乐”写就“生活”。 生活既可

以是诗和远方，也可以是柴米油盐，如

何用音乐的形式加以表达， 或许可以

在这两部作品中看到有价值的探索。

当晚的诗和远方属于潘德列茨基

的《第六交响曲“中国诗歌”》。 作品采

用了艺术歌曲-交响曲融合的体裁形

式，歌曲的歌词来自李白、杜甫、张若

虚、李清照等人的诗词，但并非原作而

是德国诗人汉斯·贝特格经二次编译

的结果。因此这首作品同马勒的《大地

之歌》一样，若是期待工整、准确的诗

歌传达必然会失望。 它的内容早已转

化为东方文化的一种符号指向， 更多

的是借用符号的样式， 以大致的轮廓

摹写并承载个人对这些诗词的理解。

尽管这样一来少了份细腻深入的揣

摩， 也冲破了中国作曲家出于敬畏在

写作相关题材时的束缚， 提供了别一

种音乐-诗歌的阐释路径。

潘德列茨基选择的诗作内容主要

集中在景、情、苦、思四个方面。除描绘

风景以外，几乎都以悲色调为主，或许

这才是作曲家真实的世界观、 人生观

的体现。但当与音乐勾联时，作曲家的

生命体验便可惜地沦为平面化展示：

我能听见水声，听见内心的纠结难受，

但听不到流水背后的思念以及深层压

抑的悲怆。 作曲家意象构造的能力无

可厚非，音乐语言的运用也十分自如，

但诗歌意境的传达太难了， 这无关乎

国别的距离阻碍， 只是艺术与艺术间

的相吸相斥，追寻之路仍应继续前行。

此外， 潘德列茨基为拉近与中国

听众的距离， 在作品中加入了一把二

胡。作曲家以极为自然的方式，采用清

晰的调性语言将其安排在每一乐章的

开头， 与随后的现代音乐语言形成鲜

明的对峙。它不再只是一个符号标识，

二胡的声音以饶有韵味的方式充当

“回忆”的身份登场，起到贯穿全曲的

作用。 在演唱方面，托马斯·鲍尔一如

既往地发挥着稳定的水平， 如此调性

模糊、 演唱难度大的作品在他的演绎

下，挑不出明显的瑕疵。

生活里的柴米油盐对于理查·施

特劳斯所处的晚期浪漫主义时代的艺

术创作来说， 是理所当然会被诟病的

题材。 但音乐即是生活的观念必定也

会得到不少人的支持。 《家庭交响曲》

作为先驱率先做了这样的尝试： 整部

作品以丈夫、妻子和孩子三个主题、不

同性格方面的展现以及如孩子游戏、

父母间的争吵等极为生活化的场面建

构。而如此琐碎、细致的对音乐内容的

解释， 来自作曲家本人提供的十分详

尽的对整部作品内容的文字说明。 它

无形之中也给了指挥极大的压力，理

查·施特劳斯以复杂织体语言而闻名，

如今再配以一出“家庭肥皂剧”的情节

控制，难度可谓是成倍增长。

但幸运的是， 当晚的听众遇到了

吕绍嘉———这位当之无愧的亚洲一流

指挥家， 擅长的便是晚期浪漫主义作

品的演绎， 他尤其精通理查·施特劳

斯的作品 。 他的预示精准得令人叹

服， “亲力亲为” 是我能想到最为贴

切的评价。 每一声部的运行牢牢掌握

在吕绍嘉的指挥棒尖， 不错过每一次

织体变化， 不放过每一处戏剧处理。

音乐的复杂与自如共存， 标题性与声

音的自在性相合， 偶然的棱角与必然

的包容紧扣。 谁说回到温柔乡的英雄

不迷人？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

音乐剧 《九九艳阳天》 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上演。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与其堆砌辞藻拟古，不如为传唱千百年的古诗词谱曲，唤醒其在当今时代的生命力。 综艺《经典咏流传》中对于《如

梦令》《蜀道难》《子衿》等古诗词重新谱曲，带来全新的听觉体验。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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