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徐璐明

文学回归生活语境，阅读亦是共情
译界“狂人”许渊冲自传下月面世，热门图书周边效应持续发酵

首 期 《朗 读 者 》 经 央 视 播 出 后 ，
《许渊冲经典英译古典诗歌》 随即就冲

上了图书电商平台的热搜榜。 随后两天

里 ， 河南文艺出版社 、 北京大 学 出 版

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等多家出版机构在

社交媒体平台纷纷推出老舍、 许渊冲相

关的文章。 可以说， 从电视节目视听化

呈现到新媒体社交话题的热议， 热门图

书的周边阅读效应正持续发酵。 在出版

界看来， 这其实释放了一种讯号———是

时候重新思考阅读场景与新媒体时代之

间的关系了。
资深出版人、 百道网首席执行官程

三国告诉记者， 如今大众阅读呈现分众

化、 个性化趋势， 当一个图书或作者热

点被挖掘、 被反复谈论时， 这让原来被

淹没、 有价值的图书拥有了更多读者群

体 。 与其说是图书借电视节目 “蹭 热

度”， 不如讲这正切中了出版界寻找知

识输出入口的深度需求。 “包括 《朗读

者》 在内的读书节目， 好似浩瀚图书馆

里的一个参照系或导游， 它不替读者读

书， 而是建议哪些书更具价值。 其中对

消费者心理的洞察、 推广图书的方式也

给了出版人启发。”
有评论家直言， 比起过度担心节目

热点仅仅成为昙花一现的噱头或谈资，

不妨换一种思路———只要能唤起更多潜

在读者的潜在求知欲求， 哪怕多一次转

发或点赞， 都不失为阅读推广的一种有

益尝试。

热点话题吸睛，唤起更多
读者的潜在感受

不少观众对 《朗读者》 节目中许渊

冲出场前的细节记忆犹新———莎士比亚

《罗密欧与朱丽叶》 与汤显祖 《牡丹亭》
的女主角同时出现在舞台， 两位演员深

情念出剧中经典台词。 这些译作只展露

了许渊冲翻译生涯的一部分， 他在节目

上立下一个 “小目标 ”： 如果活到 100
岁要把莎翁作品全部译出， 感染了许多

翻译界同道及文学爱好者。
海豚出版社社长俞晓群说， 目前许

渊冲大部分的译作都交由海豚出版社出

版。 去年亮相伦敦书展的 《莎士比亚悲

剧集六种 》 引发业内关注 ， 今 年 上 半

年， 许译的 《莎士比亚悲剧集四种》 将

亮 相 。 《许 渊 冲 经 典 英 译 古 代 诗 歌

1000 首 》 目前销量不错 ， 重印了 4 次

累计售出近 20 万册。 在他看来， 大众

传播能打破认知藩篱， 此前仅被小范围

关注的许老先生一下子进入全民视野，
出版人应抓住阅读 载 体 与 阅 读 情 境 变

化带来的机遇 。 “电视节目与 出 版 有

一个共通之处 ， 前者通过饱含 深 情 的

朗读 ， 以舞台视觉语言辅助呈 现 ， 让

观众恰如其分地感受文学的 力 量 ； 后

者尽力让情感成为书与读者之 间 的 联

结， 让文学回归生活语境， 都是共情的

一种方式。”

比起传统卖书套路，业内
紧盯新型知识消费入口

《中国诗词大会》 《朗读者》 等节

目助推主题图书的现象背后， 更多出版

人在思索， 传统的卖书套路难以满足当

下新媒体时代阅读趋势， 如今读者所需

要的， 不止是一条条新书书讯、 一份份

好书榜单， 而是结合人生体验、 引发情

感共鸣的知识消费， 出版人要找准并扩

大这样的知识消费入口。
记者在豆瓣、 微博、 公众号等平台

上搜索发现， 不少读者留言都谈及被译

界 “狂人” 许渊冲所打动。 无论是 “从
夜晚偷时间 ” 的励志故事 ， 推 敲 巧 译

“床前明月光” 的趣味故事， 还是念及

林徽因思故人的催泪故事， 故事这一核

心要素， 成了图书与读者之间血肉饱满

的链接。
当读者的胃口被调动， 人们自然希

望去了解话题人物的更多岁月记忆。 河

南文艺出版社不失时机推出许渊冲的自

传 《梦与真》， 3 月即将上市。 “移动

互联网时代 ， 出版 社 也 需 要 由 资 源 思

维向用户思维转变 ， 用 户 的 需 求 、 选

择 、 体验 ， 对于出版 社 选 择 作 家 和 文

本 、 营销策划方 案的影响越来越大 。”
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说， 电视节目及

话题热度直观带动了阅读， 不妨让图书

的信息流更好地在社交流中去流淌和流

转。

■本报记者 周敏娴

■本报记者 许旸

为新人新作提供延伸舞台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创设春“艺”盎然系列活动

本报讯 （记者黄启哲） 作为上海国

际艺术节的重要内容， “扶青计划” 力

推的新人新作一直因创新、 跨界等特点

留给观众深刻的印象。 为进一步推广其

中优秀的青年艺术家及其作品， 中国上

海国际艺术节昨宣布， 从今年起推出

春 “艺” 盎然系列活动， 为他们提供艺

术节之后的延伸舞台。 以金承志及上海

彩虹室内合唱团 《永恒与一日》 合唱作

品音乐会Ⅱ为代表的 5 部作品， 将从 3
月 11 起先后在上海和英国爱丁堡艺穗

节亮相， 让艺术节的影响力和品牌效应

延续至全年。
今年春 “艺” 盎然系列活动由历届

的 “扶青计划” 委约艺术家的演出作品

组成。 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带来首场

演出的是 “网红” 金承志及上海彩虹室

内合唱团。 去年他们在艺术节演出作品

《落霞集》 中的 4 个曲目。 经过半年的

创作与完善， 此次音乐会他们将数量扩

充近一倍， 演出 7 个曲目。 顾劼亭创作

的四幕戏剧×音乐事件 《当德彪西遇上

杜丽娘》 音乐会版， 今年 3 月将在上海

音乐厅再度上演。 在兰心大戏院， 则有

竹马创作的音乐电影 《斩·断 》 ×戏班

乐队 《皮黄》 现场音乐会和杨浥堃编导

的话剧 《五脊六兽》 两场演出。 另外，

朱志钰改编自契诃夫的实验京 剧 《蠢

货》 则将走出国门， 在同样以先锋、 当

代著称的爱丁堡艺穗节与世界 观 众 见

面。 这也是艺术节继年初美国演艺出品

人年会期间， 在纽约与美国亚洲协会举

办推介会后再次发力。
竹马的音乐电影 《斩·断》 用荒诞

夸张的手法讲述了关公斩貂蝉的历史传

奇。 他希望在作品中思考一个问题： 属

于中国自己的艺术， 应该以何种姿态与

方式来接触这个时代。去年 1 月，经由艺

术节推介， 该作品在美国演艺出品人年

会演出，随后又在匈牙利、印度、英国和

中国香港等地巡演， 得到了广泛关注和

好评。 在世界舞台上讲述了“中国故事”
的经验， 让竹马感受到可以进一步提升

的空间， 他说： “回国第一件事就是苦

练吉他 。 我们通常有很好的概 念 和 灵

感， 但是音乐技术还有待提高。”
作为 “扶青计划” 的艺术顾问， 著

名文艺评论家毛时安说： “艺术节如何

吸引更多的青年人加入？ 不妨在传统经

典展示之余， 为青年艺术家提供展示平

台， 让他们的作品能够得到更有利的、
后续的加工， 有更延伸更广阔的发展。
让世界艺术界看到中国年轻艺术家的整

体风貌和自由奔放的艺术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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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直在等待中国的声音”

“丝绸之路乐团”格莱美奖梅开二度，
笙演奏家吴彤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大提琴家马友友说， 音乐和文化之

所以存在， 就是为了让我们找到生命的

意义。 这也是为什么来自 25 个国家的

70 余位艺术家和作曲家组成了 “丝绸

之路乐团” 的共同理念。 这份理念在不

久前揭晓的第 59 届格莱美奖的颁奖礼

上再次被世人瞩目———乐团的作品 《歌
咏乡愁 》 获得了 “最佳世界音 乐 专 辑

奖”， 这也是继 2010 年获得 “最佳古典

跨界专辑” 后， 乐团第二次得到格莱美

奖的肯定。
昨天， 记者连线了身在美国的乐团

成员、 笙演奏家吴彤， 尽管隔着时差，
电话这头是午夜， 但是还是可以听到那

边身处白昼的吴彤的欣喜。 “丝路乐团

成立 18 年， 始终在做一件事， 就是通

过音乐来消除人与人、 文化与文化间的

隔阂 ， 达成不同人群之间的理 解 及 尊

重， 我想这是 ‘最佳世界音乐’ 的真正

内涵 。” 吴彤说 ， 感谢格莱美的肯定 ，
这是意外之喜， 但他不会简单把此定义

为自己的成功， “我们在做自己喜欢的

事， 并为此全情投入， 这就够了”。

谈民乐：滴水汇聚成汪洋

正如专辑名 《歌咏乡愁》， 专辑里

很多作品都与家乡有关， 但到底什么是

家乡？ 乐团里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人都

会给出完全不同 的 答 案 。 “每 个 民 族

文化中对家乡的定义不同 ， 有 可 能 是

一种 精 神 ， 也可能是生命终结后灵魂

的归宿。”吴彤说，正是在这个大前提下，
每个艺术家在作品里加上了各自不同的

理解 。 “在这 些 作 品 里 你可以听到艺

术家们不同的表情———肃穆、 虔诚， 或

是赞叹、 从容， 也能听出勇敢……所有

这些状态加在一起， 让作品变得非常多

元， 且令人感动。” 在录音过程中， 吴

彤说他能真切感受到那种迸发出来的爱

和赞叹的能量。 在他的形容里， 音乐所

带来的震动 ， 好 像 是 有 温 度 的 ， 那 种

温度在录音室中传递 ， 游走在 每 个 人

之间 ， “时至今日 ， 那种感觉 还 是 挥

之不去”。
在 《歌咏乡愁》 里， 吴彤和音乐家

阿比盖尔·沃什伯恩合作， 以英语与中

文双语二重唱的方式 ， 演绎 《归乡 》，
让人听出一丝悠远的乡愁。 类似的例子

还有很多， 吴彤说， 在乐团里， 发生了

一次次即兴的合作， 并没有事先说好，
但是在短短几分钟内， 两件分别来自印

度和中国的乐器就可以碰撞出火花， 在

舞台上一次次把不可能变为现实。 “那
种感动是旷日持久的。” 他说， “作为

一个中国音乐家， 在这个乐团里， 可以

代表中国音乐走出去的一个很 小 的 侧

面， 就像是大海里的一滴水———而一滴

滴水汇聚起来， 就是民乐的现状。”

谈融合：直达音乐的本质

有人说，吴彤音乐轨迹，其实契合了

音乐融合的命题，正是中国流行音乐和文

化“走出去”所能借鉴的。并且，“一带一路”
的文化语境下提出中国要和丝路沿线国

家建立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这一点与

丝路乐团正在做的事情也不谋而合。
对吴彤而言， 浸淫在乐团中最大的

意义还在学习： 如何在现代音乐中找到

中国音乐的简约意境？ 如何从别民族的

民间音乐中领悟到传统的音乐生态？ 这

些对吴彤的创作很有启发， 也成为了他

这些年来对先秦音乐思想研究的支撑和

借鉴。 “印度、 伊朗的民间音乐都是即

兴的， 且多数通过口传心授的传统方式

流传下来， 给表演带来更大的空间， 最

棒的是没有乐谱去阻隔这种传播， 直接

达到了音乐的本质。”

谈传承：认清自己从何处来

让吴彤担忧的是， 如今愿意走到民

间采风、 吸收养分的音乐人越来越少，
更多的人通过采样、 设备、 录音， “闭
门造车”。 这也从另一面导致民间的音

乐文化正在急速退化。 “乡村田野间的

社火、 红白喜事……那是最基层、 最鲜

活的民间音乐， 中国民族音乐的根就在

那儿， 没有比那种野生的音乐状态更茁

壮旺盛的了！”
吴彤多次提到的一个词是 “礼物”。

“先秦思想是祖先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礼

物”， 吴彤坦言， 他一直在思考， 如何

把中国音乐中最有价值的东西， 用怎样

的方式， 分享给世界。 而其中， 他认为

人类轴心时代的那些思想， 国外有古希

腊文艺复兴， 国内同期的先秦文化、 诸

子百家却没有得到足够的还原和重视，
“世界一直在等待， 中国的声音”。 吴彤

说， 希望有更多同行一起来做这方面研

究， 为中国民族音乐找出更多可能性。
他坚信， 认清自己从何处来， 是中国文

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一环。 “音乐就像散

落在中国大地上的拼图， 加在一起就可

以拼凑出一幅美好图景 。 我 们 常 说 自

己 有 5000 年 灿 烂 文 化 ， 但 是 仔 细 想

想 ， 有时候连几百年的历史也 未 必 看

得清楚 。 很多灿烂的部分都失 落 在 民

间、 失落在时间隧道里。 每一首民歌、
每一个曲牌， 都能连接成一个美好的作

品， 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礼物。 我们之

所以还没发现， 是因为我们掌握的拼图

还不够……”

文化

一元刷五万，假流量坑了谁
王 彦

关 于 影 视 行 业 刷 数 据 的 话 题 ，
本周又生波澜。 从 2 月 20 日起， 某

古装偶像剧的官方微博 下 ， 一 群 账

号 在 “集 体 讨 薪 ” ， 声 称 剧 都 播 完

了 ， 可剧方赖账 “买水军不付钱 ”。
当 事 者 很 快 做 出 回 应 ， 坚 决 否 认 。
但事实是 ， 无论哪方说 的 属 实 ， 明

眼人都能想到其中蹊跷———该剧 180
亿的网播量 、 其官微下 整 齐 划 一 的

“讨薪” 留言， 处于矛盾的两端， 必

有一方雇佣了 “水军”。
可悲 的 是 ， 到 底 是 剧 方 造 假 刷

数据 ， 还是对立方造假 买 恶 评 ， 这

关乎是非原则的问题并 无 下 文 ， 不

了了之 。 犹记得一年前 ， 因 某 影 片

票房注水 ， 中国电影界 引 发 了 一 场

信用坍塌 。 一时间 ， 假 票 房 、 幽 灵

场被批为 “中国电影的原罪”。 也还

记得清楚 ， 去年底 ， 一 部 偶 像 剧 因

未买收视率便在卫视 “裸播”， 其超

低的数据震惊行业 ， 并 直 接 掀 开 了

“人 人 买 数 据 ” 的 产 业 黑 幕 。 但 如

今， 每天都有玄幻剧、 大 IP 传来网

播量破亿、 破 10 亿、 破百亿的 “捷

报 ”， “7 亿 网 民 不 够 用 ” 算 什 么 ，
“全人类动员起来” 也不过如此……

可就像这次 “集体讨 薪 ”事 件 来

得猛去得快一样，围观者越来越淡定

了。 为什么？ 因为假流量不过是假票

房 、 假收视率的升级版 ，“造假三兄

弟”，早已成行业无法否认的潜规则。
如果 说 网 购 通 常 能 反 映 出 一 个

领域的供需现状，那么某购物网站打

开的便是一个触目惊心 的 潘 多 拉 魔

盒 。 在某网站搜索关键 字 “视 频 点

击”，下拉菜单显示，至少有 387 家店

铺提供“刷数据”服务。根据部分店家“明
码标价”，一元可买五万网播量。 依此类

推，2000 元即可迈入“1 亿俱乐部”，什么

“上线 24 小时破千万”“播出一个月破百

亿”都不过是唾手可得的“小目标”。更可

怕的是，多达 20 页的店铺里，既有针对

单平台的， 也有通吃多家热门视频网站

的。而根据“客户”需求，这些店铺提供的

产品也多样化，“全网推广”“真人评论”
“永久不掉量”“包上头条”，不一而足。从
交易数量看，多数店家生意兴隆。难怪有

评论称，“视频刷流量， 养活了一条灰色

产业链”，也有卖家反问，“现在还有热播

视频不买流量的吗？”有演员甚至诘问制

片人“你买流量了吗？为什么我的剧数据

那么低？！ ”
是啊，当“那么好的播出平台”“那么

牛气冲天的网络大数据”“那么轰动的播

出效果”比比皆是，谁还甘愿默默无闻，
被市场抛弃呢？

联想到这两天， 电视制片委员会年

会上探讨的议题其实与前两年 并 无 二

致。 天价片酬、粗制滥造、IP 乱象，但

也许，这些问题的根源都与造假脱不了

干系———假数据给 IP 的价值胡 乱 背

书，假数据让演员的漫天要价能挺直腰

板，而由此催生的天价 IP、天价片酬，
既挤占了制作空间，让拍摄成了产业链

中最弱势的一环；也模糊了视线，让劣

币驱逐良币，真正凭良心做剧、播剧的

作品太难与观众相见。
天价片酬、高价 IP 久攻不下？ 假票

房、假流量、假收视率，才是罪魁祸首。

辣 评

吴彤和丝路乐团艺术家们演出现场。 � � （资料图片）

点唱机音乐剧不愁卖？品质好才行

20多首周杰伦歌曲串起原创音乐剧《不能说的秘密》，业内人士分析———

从 2012 年起， 每年春天， 上海文

化广场都会举行 “原创华语音乐剧展

演季”。 日前， 第 6 届 “原创华语音乐

剧展演季 ” 已经在上海文化广场拉开

序幕 。 记者发现 ， 在本次 7 部华语原

创 音 乐 剧 中 ， 一 部 《不 能 说 的 秘 密 》
不但以 16 场的体量秒杀其他音乐剧 ，
其最高 880 元的票价更是在一众全场

80 元公益票的原创音乐剧中显得特立

独行。
“这是一部以周杰伦的电影 《不

能说的秘密 》 为蓝本 ， 仿照 ABBA 合

唱团歌曲改编成 《妈妈咪呀》 的模式，
将周杰伦的音乐作品打造成点唱机音

乐剧的原创作品。” 上海文化广场副总

经 理 费 元 洪 说 ， 尽 管 没 有 大 肆 宣 传 ，
这部音乐剧仍吸引了不少周杰伦歌迷

的 注 意 ， 因 此 虽 然 演 出 场 次 高 达 16
场， 出票情况依然比较乐观。

丢掉包袱，外方团队全权接手

所谓点唱机音乐剧就是运用单一

歌 手 或 团 体 的 作 品 ， 搭 配 戏 剧 文 本 ，

以音乐剧表演的形式来制作的一个全新

作品 。 观众们熟知的音乐剧 《妈 妈 咪

呀》 是目前演出时间最久的百老汇点唱

机音乐剧。 “点唱机音乐剧已经是当下

较为流行的音乐剧制作模式。” 《不能

说的秘密》 的监制黄晓琦告诉记者， 在

德国几乎所有新制作的音乐剧都是点唱

机音乐剧。
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 《不能说的秘

密》 从编剧、 挑选歌单到舞美制作、 舞

蹈编排所有制作流程都由来自百老汇的

团队负责。 外方团队选择了 20 多首不

同歌曲加入音乐剧， 分属于不同时期、
不同专辑， 或者熟悉或者冷门的周杰伦

的歌曲与剧情结合， 其体量几乎相当于

大半个演唱会。
被选中的歌曲 ， 有 《星 晴 》 《蜗

牛》 《爷爷泡的茶》 《简单爱》 这样耳

熟能详的热门歌曲， 也有 《梦想启动》
和 《蒲公英的梦想》 这类嵌入音乐剧中

能表达情绪的非热门歌曲。 “我们不想

将这部音乐剧制作成周杰伦流行曲大串

烧。 因此， 周杰伦和团队都没有插手，
全部让外方团队去选择。” 监制黄晓琦

说， “他们听不懂周杰伦的歌， 我们就

将周杰伦所有的歌曲的歌词都翻译成英

文交给他们， 他们不熟悉周杰伦， 没有

包袱， 单纯以是否契合剧情的角度来选

择歌曲。”

“天作之合”不好找，成功
模式难复制

相比于其他类型的音乐剧， 点唱机

音乐剧拥有天生的优势： 歌迷能够成为

此类音乐剧的第一批观众 。 黄晓 琦 坦

承， 《不能说的秘密》 第一轮演出就把

目标受众锁定为周杰伦的歌迷。 “第一

轮演出我们的宣传针对歌迷， 比如在周

杰伦演唱会之前播放音乐剧的宣传片、
与歌友会联系等等。 希望通过这样的做

法来积累一些口碑。”
如此看来， 点唱机音乐剧似乎是音

乐剧制作的一条捷径。 但是， 即使是在

流行音乐和音乐剧工业最发达的美国百

老汇， 能说的上名字的点唱机音乐剧也

就只有 《妈妈咪呀》 《泽西男孩》 等寥

寥几部。 《妈妈咪呀》 的制作人朱迪·
柯来曼曾制作过以辣妹组合的歌曲串联

的点唱机音乐剧， 但在英国上演后并未

能够复制 《妈妈咪呀》 的辉煌， 随即被

市场所遗忘。

这是因为， 有太多因素制约了这类

音乐剧的发展。 “首先， 被选择的歌手

得是经过时间考验 ， 拥 有 强 大 的 曲 目

库， 这就排除了一些初出茅庐， 凭借几

首单曲蹿红的歌手。 其次， 这位歌手的

音乐类型必须丰富、 鲜明、 多元。 简单

来说， 就是曲目要有快有慢， 既有适合

舞蹈的舞曲， 又有抒情歌曲， 符合戏剧

起 承 转 合 的 需 要 。 ” 费 元 洪 分 析 说 ，
“除此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 这位歌手

最好是位创作型歌手， 拥有大部分歌曲

的版权。有的歌手虽然曲库丰富，但版权

归属情况复杂， 这无疑会增加制作公司

的沟通成本。 ”如此看来，华语歌坛能够

符合这几项条件的歌手，所剩无几。
即使找到符合所有条件的音乐， 主

创团队依然需要找到能够吸引眼球的故

事， 以及成熟的制作团队将故事和音乐

的质感天衣无缝地 结 合 。 “音 乐 剧 ，
最重要的是用音乐讲好故事， 没有好的

故事 ， 音乐再好 、 歌迷再多也白搭 。”
费元洪说， “一部音乐剧最终要靠品质

在市场上立足， 音乐与剧情必须是 ‘天
作之合’。 否则， 音乐剧做成了演唱会，
也许能一时吸引粉丝的注意， 但这样的

点唱机音乐剧在市场上不可能走很远。”

96 岁 翻 译 家 许 渊 冲 自 传

《梦与真———许渊冲自述》。
（河南文艺出版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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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刷票”， 你付钱！
赖账就是没诚信！

嗯．．．缺 “诚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