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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钰） “古琴的

传承， 应该在发展中传承， 古琴的

发展也应该在传承中发展。 宋朝人

如果没有创新创作， 就没有 《潇湘

水云》， 而 《潇湘水云》 弹奏了600

多年 ， 不应该再有金曲出现吗 ？”

古琴演奏家龚一日前携新书 《龚一

琴学文集 》 亮相书展分会场上海

“光的空间 ” 新华书店 。 他表示 ，

古人留下的琴学命题之多无法估

量 ， 愿以新书与琴友共同探讨争

鸣， 为今后民族音乐的发展创作提

供借鉴。

在中国的诸多传统民族乐器

中 ， 唯独古琴成为一门 “琴学 ”。

“也许学古琴的人比起学古筝的

人不多 ， 但将打谱的乐曲 、 演奏

方法和琴学文集出版意义重大 。

古琴真正继承了我们中华民族宝

贵的音乐遗产 ， 学习中华民族的

音乐语言 ， 要到古琴里去找 。 ”

作曲家何占豪表示 ， 古琴是中国

传统音乐的宝库 ， 他在创作传统

曲作时都会搜寻相关的古琴作品，

边听唱片边记录 ， 古筝协奏曲

《西楚霸王》 灵感正来源于古琴曲

《精忠词 》。 “如果没有龚一将传

统的古琴减字谱打谱 ‘翻译 ’ 成

五线谱 ， 我学不到这些传统的音

乐语言。”

龚一演奏技法集众家之长又

自成一体 ， 由他配音演奏的动画

片 《山水情》 曾两次获国际大奖，

弟子遍布琴坛 ； 但其文章散见于

各种报刊 ， 作为琴学家过去较少

为大众所知 。 他坦言 ， 出版过程

中也 “几次打退堂鼓”， 该书汇集

了他从1963年至今撰写的文章， 其

中也有观点在琴坛存在争议， 书中

都进行了原样保留。 对于古琴如今

面对的许多误解， 他希望能辨析澄

清： 比如琴艺不能用 “清微淡远”

一以论之 。 古琴艺术丰富多样 ，

《广陵散》 的兵刃杀伐、 《长门怨》

的捶胸顿足、 《潇湘水云》 的 “纵

指发奇哀” ……相对而言， 他更认

同 “舒缓、 壮烈、 悲酸、 奇绝， 不

可以 ‘淡和’ 一律求之” （明人李

贽语）。

“古琴首先是一件乐器， 开指

必须要讲究技术技巧才能到达

‘艺’。” 龚一表示。 近年来， “古

琴热” 持续攀升， 学习古琴演奏的

人越来越多， 如何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古琴这项传统艺

术， 也是古琴爱好者尤为关心的问题。 对此， 他旗帜鲜

明地反对故弄玄虚的忸怩作态， 提出了自己的琴学观

点。 “（谈论琴学的） 前提是技巧要好， 旋律线条要合

理， 熟练、 精致的处理才能称呼其为音乐， 有了音乐才

能上升到艺术， 有了艺术才能成为文化。 现在很多弹琴

人小褂子一穿就装 ‘仙风道骨’， 创作了奇怪的理论 ，

说古琴就是不讲音准。 其实音不准、 节奏混乱， 高雅又

在哪里？ 这些 ‘琴学’ 不够资格成为琴学， 探求古琴最

根本的原理和艺术发展的轨迹， 才是琴学。”

该书收录于重庆出版社 “现代琴学丛刊” 系列丛书

之中， 丛书集结了国内外近百年来几代古琴名家的研究

成果， 涵盖琴学研究、 琴曲演奏、 琴史掌故等诸多方面

的内容， 前三辑18种已出版12种， 发行近四万余册， 第

四、 第五辑也已启动， 不久将陆续面世。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夺冠》等国产主流大片预约“最多热切期待”国庆档
《姜子牙》《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等陆续发布定档消息

这是中国电影市场化后最特殊的一

个国庆档，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目

前的影院上座率仍控制在 50%以内。 但

这也可能是中国电影与中国观众价值认

同、情感链接最为浓郁的一次。 连日来，

电影《姜子牙》《我和我的家乡》《夺冠》等

片相继宣布定档国庆节前后， 每一部影

片的官宣都会迎来一波朋友圈的刷屏。

新定档的作品中，《夺冠》 和 《姜子

牙》为原春节档电影，前者以中国女排横

跨 30 多年岁月的故事为原型，后者被期

待为“国漫新爆款”。 《我和我的家乡》和

《一点就到家》 是完成于疫情期间的新

作。一部是去年国庆档票房冠军《我和我

的祖国》的姊妹篇，从不同地域切入，用

喜剧方式讲述我们与家乡之间的黏稠情

感。另一部的题材颇为新鲜，是关于近年

来迅猛崛起的电商如何参与脱贫攻坚的

故事。

“更多符合观众期待的国产主流大

片、头部电影接连定档，有助于市场真正

恢复热度。 ”著名评论家饶曙光认为，当

线上放映拓展了影迷的观影习惯， 几部

能引发观众共鸣、共情，并在讲情怀同时

也具有良好视听效果的主流大片， 来得

正合时宜。

能开启几代人情感闸
门的影片，有望为市场“补
一个新年”

自从 7 月 20 日全国低风险地区部

分影院陆续恢复开放， 落实疫情防控、

用好作品回应影迷观影需求， 成为电影

全行业的努力方向。 在期待的目光中，

即将到来的国庆档被行业内外喻为 “补

过新年”。

人们对于“补过新年”的寄望，不仅

因为两部在疫情暴发时撤档的影片重新

归来，观影需求得以释放，更深层次的

企盼落在了情感的补足上。就此而言，

《夺冠》《我和我的家乡》 颇为应景，它

们不约而同指向了中国故事里的价值

认同与情感共同体， 便由此掌握了开

启几代人情感闸门的“密钥”。

《夺冠》 的官宣定档日期很见用

心，四年前，恰是在8月17日这天，里约

奥运会“中巴大战”上演。彼时，中国女

排姑娘顶住了对阵东道主的巨大压

力，逆袭战胜巴西队，打开了通往冠军

之路。那场巅峰一战，正是电影中的华

彩篇章之一。

该片复刻的另两场重要赛事分别

落在上世纪80年代和北京奥运会期

间。跨越30多年的时光叙事，链接起不同

年龄段的观众。 长久以来，中国女排、中

国女排精神对于中国与中国人民， 不止

于一支运动队那般简单。本质上，那是中

华民族在冲破屏障后， 不屈奋进并最终

崛起的代名词之一。 内容本身已独具魅

力，创新的体育大片类型、善讲故事的陈

可辛导演以及演谁像谁的主演巩俐，都

是能为影片品质加成的选项。

如果说《夺冠》是以时间跨度来网罗

几代人的观影兴致， 那么 《我和我的家

乡》 凭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乡情来赢取

最大范围的同理心。宁浩任总导演，他将

与徐峥 、陈思诚 、邓超 /?白眉 、闫非 /彭

大魔各组五支团队， 分别进入陕西、贵

州、浙江等不同地方，倾诉我们的故土乡

情。在影评人看来，以“疯狂”系列一鸣惊

人的宁浩、拥有“囧”字号的徐峥、将推理

与喜剧糅合为“唐探”品牌的陈思诚、以

及在话剧和电影双线丰收的开心麻花团

队等，堪称中国电影的“喜剧天团”。疫情

防控常态化的当下， 温情中带喜兴的风

格，很是贴合观众的情感走向。

此外，《一点就到家》 带着当下生活

的亲近感前来。片中，三个性格迥异的年

轻人从大城市回到云南古寨， 通过做电

商，从一群与古寨“格格不入”的人，成为

用真诚消融隔膜并帮助当地脱贫的创业

合伙人。 在导演许宏宇看来，曾经的《中

国合伙人》代表“走出去”的潮流，此次新

片则是新时代返乡就业年轻人的写照。

彰显电影工业水准的
国漫新片， 或成重振市场
的重要引擎

2019年现象级动画电影 《哪吒之魔

童降世》 的片尾， 曾出现过这样一枚彩

蛋，短短几秒内，姜子牙神秘亮相，却被

一个黑影质疑：“姜子牙，你可知罪？ ”它

预告的就是从春节撤档后重返院线的

《姜子牙》。

《姜子牙》与前作同为“中国神话系

列”，均取材于传统神话，也都进行了颠

覆性创作。盘点“哪吒”一飞冲天的关键，

它既承续了中国传统文化， 也观照当下

的审美趣味与个人困惑， 无数年轻人为

哪吒 “我命由我不由天” 的热血感同身

受。 作为相同出品方的系列作品，《姜子

牙》想表达的是“万物由己不由神”。新片

中，姜子牙被重塑人设，围绕“众神之长”

姜子牙去神化、 被贬凡间后寻回自我的

人生展开。

对于国漫， 观众的期待不止于故事

层面，更在乎电影工业水准上。 可以说，

若少了依山傍海的陈塘关、 独立天地的

虚空之门等宏大场景， 若少了行云流水

的打斗场面、极具国风的构图配色，若少

了流畅的人物动作和自然的表情变化，

去年的“哪吒”不可能一举将中国动画电

影带上50亿元票房平台。当时，影评界就

有观点称，国漫要实现从量到质的蜕变，

还需要更多优质作品来验证。显然，有着

相同创作班底的《姜子牙》肩负众望。 影

片的世界观设定、美术设定、后期特效等

环节， 都将定义人们对中国动画电影工

业水准的新认知。

此外，同为动画电影的《木兰：横空

出世》也锁定了国庆档。影片以当代年轻

人视角重新解读“中国花木兰”，带有浓

厚的家国情和武侠风。主创们磨砺四年，

希望能以酣畅淋漓的视听效果， 用动画

再现中国功夫。 而《海底小纵队：火焰之

环》和《奇妙王国之魔发奇缘》等动画电

影也将补充国漫的队伍。

作为《姜子牙》与《哪吒之魔童降世》

的重要视效团队， 上海红鲤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CEO戈弋对国漫的前程怀抱期

待。他认为，国产动画电影在工业水准上

已有了显而易见的进步， 这使得近两年

国漫的票房占比超过了海外动画片。“相

信这一比值会越来越大， 中国有自己独

特的文化属性，有些‘梗’只有我们才能

理解，只要做出优质的视效品控，观众一

定喜欢看属于中国人的故事。 国漫也能

成为重振市场的重要引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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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款”频出的夏天，音乐与综艺双赢了吗
《明日之子乐团季》《乐队的夏天2》?下热播，口碑热度流量节节攀升———

《乘风破浪的姐姐》 的话题热度还在继

续，而两档音乐类“综 N 代”眼下已有赶超潜

力。 一档是播出至第四季的 《明日之子》（即

《明日之子乐团季》），开播后网络评分出现国

内偶像选秀鲜见的 8.3 分。原本记录一群少年

组成乐团追逐音乐梦想的综艺，被观众“追”

成一档青春成长节目。 另一档是去年的 “爆

款”《乐队的夏天》，首播两期即在各平台拿下

77 个热搜， 乐手不加矫饰的表现意外造就无

数笑料，让非乐迷观众也看得不亦乐乎，直呼

“比喜剧节目还好笑”。

翻看弹幕和评价， 这两档节目在音乐核

心环节的呈现目前得到普遍认可。 《明日之

子》一改选秀“颜值”至上标准，集结一批操持

着民族乐器的少年与流行乐发生碰撞。 《乐队

的夏天 2》汇聚两代国内乐队，致力推广各种

小众音乐风格，展现国内原创音乐的生命力。

一直以来， 音乐综艺类都是市场 “硬通

货”。 然而，做“爆款”容易，但要口碑市场双丰

收很难。 告别《中国好声音》《歌手》时代对于

嘉宾唱功的极致追求，荧屏迎来《跨界歌王》

《蒙面歌王》对华语流行老歌的过度开掘。 进

入网综时代，《中国新说唱》《说唱听我的》虽

成就一时热度，但观众很快因选手德行争议，

对说唱的态度急转直下。 眼下，徒留《青春有

你》《乘风破浪的姐姐》中保留唱歌考评，无奈

选手实力并不惊艳。

《明日之子》《乐队的夏天》为何赢得观众

认可与关注？ 尽管节目模式不同，两者仍有共

性———画风清新、情感真挚、作品有味道 、选

手有实力。 这个夏天，期待两档节目可以给出

音乐与综艺真正实现双赢的有益探索。

少年一代的真挚情感与过硬
实力成看点

严格意义上来说，《明日之子》 的模式并

非为乐团量身定做，其底色仍是偶像养成。 不

管是初期赛制中两两成团的模式， 还是最终

选出五人组成乐团的做法， 都与一般乐团的

诞生过程相悖———要成为一支出色的乐团 ，

不仅是要集结实力最强的乐手主唱， 更需要

彼此音乐理念契合， 经历长期磨合后才有舞

台上的默契。 《明日之子》显然压缩了这个过

程。 这也难怪节目开播前，网友对着“操盘手”

龙丹妮犀利发问： 究竟是要选出一支超级乐

队，还是一支偶像乐队？

意外的是， 这群20岁左右的少年却在这

种临时组队的磨合中， 为观众呈现出音乐与

情感表达的无限可能。 盘点少年的乐器，首先

就突破了一般观众对乐团的想象。 除了吉他、

鼓、贝斯这老三样，也有提琴、钢琴等西洋古

典乐器，甚至还有唢呐、马头琴、冬不拉等民

族乐器。 一开场，选手用唢呐吹奏海外大热电

音单曲《The Spectre》，表现着实燃爆现场。

与此同时， 少年人借由音乐传递情感的

画面，也摆脱一般选秀套路化的励志表达，让

观众感受到透过美颜滤镜回归真实的质朴。

节目里的少年绝大多数初出茅庐， 没有浓重

的眼线烟熏妆，没有公司雕琢包装的油滑，只

有在音乐上的生猛之气。 言及梦想，没有流量

与人气的奢求，而是心怀一份“卡车装乐器，

小汽车装人，冬天写歌，夏天巡演，演遍所有

城市的演唱会”的浪漫。

另一边，《乐队的夏天》 此前凭借召集一

批解散乐队重回舞台，引发十足关注。 然而节

目没有满足于制造“回忆杀”，而是在开掘新

生力量上不遗余力。 盘点这些 90 后、95 后的

新生力量， 在面对数十年乐龄的资深乐手时

一点也不怯场，反而拿出水准过硬的原创。 难

能可贵的是，他们所歌唱的，不再是只有“青

春”“情爱”的狭窄议题。 由三胞胎少女组成的

福禄寿乐队，用一首《玉珍》唱哭了嘉宾周迅。

这首歌以外婆命名，遥寄追思，竖琴、键盘打

击乐的特别组合， 把少女心事唱出了气势与

深情———“直到她的苦衷变成了我的，她的仁

慈也变成我的了”。

新生力量的崛起， 让作为导师的资深音

乐人梁龙和朴树，感慨后生可畏，把参与节目

当成驱动自我再学习的过程， 在了解年轻人

都在听什么、想什么、唱什么后，不断深入自

己的音乐探索。

风格回归质朴洗练， 展现多
样性为小众音乐正名

然而，两档节目并非一路高开高走。 回顾

《明日之子》前三季，同样是选秀考核模式，尽

管成功铺就毛不易等人的歌手之路， 可口碑

始终在 6 分徘徊。 究其原因，节目虽有摆脱当

下偶像选秀拼颜值、观众缘的风气，试图聚焦

选手创作演唱， 甚至不惜请到大牌歌手助唱

造势。 遗憾的是，复杂的概念、赛制和舞台等

形式化表达，稀释了音乐内容的比重。 第四季

节目则很明显精简了舞台包装和炫目视觉效

果，也摒弃了刺激观众神经的残酷淘汰赛制，

把更多镜头留给了年轻人围绕音乐创作切磋

磨合的过程。 另一边，郎朗、邓紫棋、朴树、梁

龙等导师在各自音乐领域都有专业成就，恰

好对不同风格的选手予以精准指导， 真正帮

助选手从青涩走向成熟。

相比于摸索多年的《明日之子》，《乐队的

夏天》面临的压力则来自于诞生之前。 去年第

一季开播之初， 曾有人担忧摇滚是否与大众

审美相兼容。 虽然此前，同为聚焦小众音乐的

说唱节目成就了一定的流量与人气， 却也刻

意放大了说唱本身“斗狠”的一面，引发不小

争议———把小众音乐推向大众之时， 如何凸

显特质、过滤杂质，赢得观众审美的最大公约

数？ 《乐队的夏天》选择用多元化为“摇滚”“乐

队”祛魅。 第一季中，观众能看到乐龄三十多

年的资深乐手展现温情深沉的一面； 也看得

到年轻乐队玩转放克、电子、复古新浪潮等多

种音乐风格。 这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对乐队

聒噪、离经叛道的偏见，观众能从中感受到些

许市井烟火气、粗犷民族风与都市少年心性。

在新的一季， 展现中国乐队多样性的特

点被进一步夯实。 观众惊异于中国音乐人对

于多元风格的吸纳与创造力。 从硬核与动漫

的结合， 到迪斯科的复古回潮， 让人目不暇

接。 后台化妆间里，主唱华东习惯于闲暇时看

“大部头”，纠正队员德语发音，舞台上则是全

英文演唱， 以精湛的技术玩转后朋克迷幻风。

背靠多项专业奖项与海外乐坛专业认可，让华

东可以自信宣称他们的出现“可以提高节目的

水平”。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如此小众甚至有

些“傲慢”的音乐，两期节目过后，现场评分暂

居第一。 而这一结果， 一如这两档节目的成

功， 或许都从侧面证明观众审美的改变———

从昔日《中国好歌曲》“看唱功”的长期霸屏到

偶像养成节目“看脸”的大行其道，并非观众

审美退化了。 无论是音乐还是综艺，真诚的表

达与原创能力，才是通往观众认可的正途。

《夺冠》海报。

荨《明日之子乐团季》虽有偶像选

秀的底色，却意外因选手的朴实真诚

与过硬实力 ，圈粉观众 ，成为眼下综

艺黑马。 （均节目方供图）

▲ 《乐队的夏天 2》 ?续上一季

对于多元音乐风格的展示 ， 聚焦乐

队展现中国原创音乐力量。

《我和我的家乡》海报。

《姜子牙》海报。《一点就到家》海报。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