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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简史： 从动物到上帝》。

■“上海夏季音乐节”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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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酗酒者莫非》，五小时的孤独时光
波兰导演陆帕改编中国作家史铁生剧本，话剧首演引关注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漫长演出，《酗酒

者莫非》日前在天津大剧院完成了首演。
波兰导演陆帕来中国很多次了， 他小火

慢炖式的戏剧节奏， 中国观众已经不感

到陌生。 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带着自己名

满欧洲的作品来， 而是直接拿中国作家

的剧本， 用中国的演员在本土排了一部

话剧，整个创作过程耗时近一年。
新作 《酗酒者莫非》 的剧本来自中

国已故作家史铁生的作品 《关于一部以

电影作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 它从

未在国内舞台上演。 一个来自异国他乡

的导演， 能理解史铁生先生的心事吗？
陆帕以深厚的人文素养受人尊敬， 他善

于 解 剖 人 物 的 心 灵 ， 开 发 演 员 表 演 潜

力 ， 他 又 会 如 何 展 示 他 对 史 铁 生 的 理

解？ 这部话剧引发京沪乃至全国话剧界

不少专业人士的关注。
著名导演林兆华说：“这戏只有陆帕

能排，我们没那么大的耐性。 这是一点点

抠出来的戏。 ”正是林兆华把史铁生的剧

本介绍给了陆帕。

史铁生的本意是否被还
原、被丰富？

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前往天津

观看了演出。 他认为， 陆帕直接和中国

作品、 中国演员展开对话与合作， 要比

过去直接带一个戏来演更有意义， 整个

过程就像一面镜子， 从中能够发现中外

戏剧的和同与差异。 在剧中， “影像和

舞台构成了互文、 对话， 它丰富了史铁

生 剧 本 的 想 法 ， 拓 展 了 人 物 的 内 心 空

间”。 对于影像与戏剧结合的效果， 黄

昌勇认为， 陆帕做了一次充分的展示。
回到史铁生的原著 《关于一部以电

影作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 中来， 它

主要表述的是一个孤独的 “酗酒者 A”，
在半醉半醒间， 游走于现实和虚幻、 过

去和将来之间。 一些学者倾向于定义它

为未完成的剧本。 史铁生本人曾构想过

“导演方法”， 他在剧本中写道： “舞台

的背景是一幅宽阔的银幕， 放映机位于

银幕背后。 银幕前的舞台上演出戏剧，
真正的剧中人只有一个———酗酒者 A，

其余人多在银幕上， 在电影里， 或在 A
的台词中， 他们对于 A 以及观众来说，
都仅仅是幻影、 梦境或消息……” 话剧

与影像结合， 利用虚实相生的联系， 打

破 舞 台 时 空 的 局 限 ， 这 种 手 段 陆 帕 在

《假面玛丽莲》 中也曾使用， 电影资料

中影像和戏剧场景产生勾连。
银幕上开来了一辆车， 走下来三个

女孩， 她们 “穿过” 投影的门， 出现在

舞台上， 她们和酗酒者莫非发生对话，
又把他拉走， 他们再度穿越这个通道，
在银幕上驾车扬长而去。 莫非身边的外

国女记者， 也想穿越这个门， 但她突然

意识到， 这个门可能并不存在……
以 电 影 为 背 景 的 戏 剧 ， 陆 帕 “遵

照” 了史铁生的想法。 银幕上的语言，
令著名编剧过士行感受到伯格曼和塔可

夫斯基的作品风格。 “戏剧在表现人的

意识活动时， 如何在表演之外借助影像

完成得更好， 我看到了这种尝试带来的

可能性。” 他说， “我们 （国内导演）
没有那么好的耐心， 用那么长的时间去

展现人的意识活动。 我们更注重的是故

事和事件， 注重的是写实的东西， 但对

展现人物的内心缺乏手段。”
而 “外国女记者” 是陆帕原创的角

色， 她试图和莫非展开对话， 他们看似

在交流， 实际却被一堵墙分隔在两个世

界， 这是真实世界中， 人类灵魂无法沟

通 的 残 酷 现 实 。 “孤 独 不 是 一 个 人 的

事， 是全世界的事。 人类只有在交流不

通时才格外孤独。”

是陆帕慢，还是观众的心
理节奏快？

近年来， 陆帕导演的作品在国内产

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也把波兰戏剧带到

了国人面前， 但陆帕自己坦言， 对中国

戏剧不太了解。 陆帕也存在导演方法上

的局限， 不给他足够时间， 就没法把自

己想要表达的讲述清楚， 他的戏剧节奏

决定了他的戏剧长短。 这或许在某种程

度 上 加 深 了 中 国 观 众 理 解 上 的 难 度 。
“然而， 陆帕的作品却可以在泛娱乐化

的时代让我 们 重 新 思 考 戏 剧 的 价 值 。”
黄昌勇认为， 它无疑是一剂清醒剂。

有意思的是， 《酗酒者莫非》 首演

后， 大部分青年观众都非常喜欢， 甚至

没感到五小时的漫长。 “有人认为该剧

节奏太慢， 这个我不太认同。 我认为我

们现在就是坐不住， 什么都要讲究快，
成为了时间的奴隶。 不是陆帕慢， 而是

我们的心理节奏太快了。” 黄昌勇说。
要说 《酗酒者莫非》 展现的是一段

孤独者的心灵史， 没有人会质疑。 它本

身具有高度象征性， “酗酒者” 可以是

莫非， 可以是 A， 可以是任何一个你我

他， 年轻的心或许更能体会到这种徘徊

在断崖边的哀伤， 那种 “死后七天， 才

被人发现” 的孤独。
很多观众表示， 在逐渐走进酗酒者

莫非的过程中， 史铁生本人的影子也慢

慢 浮 现 。 事 实 上 ， 观 众 的 直 觉 并 没 有

错。 在创作中， 陆帕试图把史铁生本人

的精神轨迹和文学创作， 也融入酗酒者

对生命的呐喊之中。 改编前， 他专门请

人翻译了一批史铁生的作品， 深入探索

了他的内心世界。
过士行形象地称陆帕为 “米卢式 ”

的 戏 剧 导 演 ， 米 卢 注 重 建 设 队 员 的 心

态， 而非仅仅是足球。 在戏剧界， 陆帕

的风格同样如此， 他很看重和演员的合

作。 来到中国后， 他和演员们在一起待

了三个月， 带给他们一些具有启发性的

训练和建议， 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

情， 这里面有信任、 有理解、 有不舍。
《酗酒者莫非》 首演的现场气氛热

烈， 但对陆帕而言， 这五小时可能是和

史铁生最心灵相通的孤独时光。 “我想

铁生如果还活着的话， 会以很宽容的眼

光来看这个戏的， 因为陆帕把他的想法

实现了 。” 过 士 行 说 ， 《酗 酒 者 莫 非 》
是中外两位大师共同完成的创举， “这
个戏将走向全球， 在那些地方， 铁生也

会遇到知音”。

《人类简史》引发跟风潮，山寨书坑了谁
专家提醒：盲目蹭市场热度，将稀释图书品牌原创力

上个周末， 知名历史学家尤瓦尔·
赫拉利首次来沪公开演讲， 对人工智能

等前瞻话题侃侃而谈。 作为全球现象级

畅销书 《人类简史》 《未来简史》 的作

者， 善于观察人类未来的赫拉利可能万

万没想到， 国内有本作者署名 “亚特伍

德” 的同名书 《人类简史》， 近期又被

挖了出来。
此前不少读者冲着前者的名头， 被

误导买下 “跟风版” 后才发现， 这本书

在 “书名标题和封面设计上极其雷同 ，
但内 容 还 不 如 网 络 百 科 加 中 学 课 本 ”，
引发不少 “差评”。 图书市场的 “打擦

边球” 跟风乱象再次进入大众视野， 引

发了新一轮对 “跟风书” “山寨书” 的

批评。
在图书市场， 这种现象并不少见 ：

某一本书走红畅销后， 市面上随即会出

现 书 名 、 封 面 高 度 相 似 的 “双 胞 胎 ”
“多 胞 胎 ” 图 书 ， 不 少 读 者 对 原 版 与

“山寨版” 无所适从， 难辨真伪。 尤其

是社科类畅销书， 一旦书名及书中话题

制造出传播热度， 就容易引来一些出版

商模仿乃至全盘 “复制” 热门图书的版

式或内容框架， 成了 “跟风伪书” 的高

发区。
在业内看来， 无底线搭热门图书的

顺风车， 折射了部分出版人唯利是图 、
对知识产权品牌的漠视。 比起图书市场

上的纯盗版不规范行为， 盲目跟风蹭热

度的 “山寨书” 更是一种低劣的创意抄

袭行为， 侵犯了原著的创意， 也丧失了

对文化创新应有的追求精神， 在误导读

者的同时， 也扰乱了图书市场的秩序。

书名封面高度雷同 ，“跟
风”之风几时休

据悉 ， 中信出版社引进赫拉利著

作版权后， 分别于 2014 年、 2017 年印

行了两版 《人类简史： 从动物到上帝 》
中文简体版， 目前已累计发行约 200 万

册。 而跟风版 《人类简史》 去年 6 月出

版后， 还曾和原版出现在电商同一页面

或相邻位置上， 近期被媒体频繁曝光后，
有消息传该书 “已下架”。 记者昨天再次

登录亚马逊、 当当等图书电商平台， 在

搜索栏键入 “人类简史”， 跳出来的基本

是中信出版社引进版书， 但耐人寻味的

是， 换一个搜索词 “亚特伍德”， 跟风版

却赫然在列， 依旧可进行购买。
由于书名主标题一样， 副标题的英

文也仅一词之差， 版式分布接近， 不少

读者买书后 “大呼上当”。 据网友吐槽，
跟风版 《人类简史》 讲述南方古猿、 尼

德兰革命等段落时， 大段抄袭或改写百

科内容， 基本可视为 “洗稿” 之作； 作

为 历 史 读 物 ， 全 书 鲜 少 史 料 考 证 和 注

释， 参考书目简单罗列了几本国外史学

书 的 中 译 本 ， 其 中 甚 至 还 包 括 赫 拉 利

《人类简史》。 跟风版不仅将作者 “亚特

伍德” 冠以同赫拉利一样的 “新锐历史

学 家 ” 标 签 ， 且 不 顾 豆 瓣 2.5 分 的 差

评， 自称 “万千读者口碑推荐”。 有业

内 人 士 透 露 ， 在 它 的 背 后 ， 职 业 写 手

“攒书”、 相关利益机构代为发行、 买卖

书号、 “刷榜” 等违规操作可见一斑 ，
跟风版 《人类简史》 至少也印了四五万

册， 获利颇为可观。
也有人说，“《人类简史》又不是注册

商标，目前还有梅朝荣版、房龙版，后来

者有所借鉴也属正常。 ”那么， “借鉴”或
“致敬”之名，能否站得住脚？

在 中 信 出 版 集 团 首 席 运 营 官 卢 俊

看 来 ， 许 多 跟 风 性 “山 寨 书 ” 说 到 底

是 一 种 低 劣 创 意 抄 袭 ， 它 是 市 场 效 率

导向的体现， 因此， 法律和制度层面用

怎 样 的 尺 度 来 规 范 市 场 就 尤 为 重 要 。
“对知识产权的尊重， 它不仅仅是一种

意识， 更是一种能力。 创意输出与图书

策划能达到什么水准 ， 检 验 着 出 版 方

的能力和节操。”

山寨书缺少对原创的敬
畏，更谈不上文化艺术的原创力

《人类简史》被“跟风”仅仅是一个

案例。 有学者直言， 粗制滥造的 “山寨

书”，无论是“颜值”上的抄袭、抑或是“内

容” 上的拷贝， 无不瞄准热门领域和话

题，按畅销书的路数如法炮制，蚕食注意

力的“流量泡沫”，欲从市场利润中分得

一杯羹。 但这对以优质内容安身立命的

图书出版业， 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不言

而喻的，也稀释了优质图书的品牌。
中国出版集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资深出版人说， 畅销书就像夺目的明星

IP，但一窝蜂的后续开发，并不一定有效

果，同名同类书蜂拥而上，更多是泥沙俱

下，倒了读者胃口。 比如，尹建莉的《好妈

妈胜过好老师》 火了之后， 五花八门的

“姊妹版”育儿书接踵而来，涌现了一大

波“低仿”版书名，如《好妈妈胜过好老师

大全集》《好妈妈胜过好医生》《好妈妈真

是好老师》《好爸爸胜过好老师》，令人啼

笑 皆 非 ；N 种 书 名 相 近 的 “一 本 书 读

懂××史” 频繁轰炸着读者神经； 企鹅引

进版图书的封面艺术设计颇受好评， 结

果没多久市场上便有多种形似品种干扰

视线……
有编辑不禁发问： 出版业的乐趣与

源泉是什么 ？ 就是要不断发现 、挖掘并

推出优质文化内容，而山寨书光以畅销

为目 标 ，缺 少 精 心 策 划 ，没 有 对 知 识 产

权的敬畏，更谈不上文化艺术的原创力

了。 出版人应从阅读热潮中捕捉揣摩读

者的细分渴求， 而不是唯利是图钻市场

的空子。

比马奶酒和弯刀骑射更醉人
———有感于上海夏季音乐节 MISA 舞台上谭盾、杭盖与上交的成功“合体”

上海夏季音乐节（MISA）进入第八

个年头，已然成为沪上一块闪亮的文化

品牌———因其音乐会主题的跨界形式、
偶像机制的引入以及横跨地域、年代的

音乐类型，吸引了各个年龄层的观众前

来。 按区域但不对号入座的进场方式，
也与夏日轻松自如的格调尤为吻合，在

烈日里透出一丝清新。
前晚， 古典音乐创意大师谭盾携手

当下国际舞台上颇有影响力的中国摇滚

乐队杭盖与上海交响乐团，为本届 MISA
带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摇滚交响乐。

成立于 2004 年的杭盖乐队来自内

蒙古广阔的大草原，在骏马驰骋 、雄鹰

展翅的苍茫之地，悠扬高亢的长调被赋

予全新的生命力：七位乐队成员怀着对

自然的信仰，将传统的民歌曲调糅于现

代摇滚乐之中，开创了猛烈彪悍的草原

新民乐之风。
而谭盾、 杭盖与上交在本次 MISA

上的 “合体”， 是作曲家的又一大胆创

意。 在以演出严肃古典音乐为目的而进

行声场设计的场馆，让演唱摇滚曲风民

歌的蒙古族汉子，与交响乐团进行了一

次深入肺腑的喊话。 杭盖成员身着宽厚

的蒙古族长袍，立于舞台后方唱着狂野

的歌调，深情的马头琴 、神秘的呼麦催

动 电 吉 他 、电 贝 司 及 架 子 鼓 组 成 的 摇

滚 战 车 ，极 富 渗 透 力 与 感 染 力 的 音 乐

表 现 响 彻 全 场 。 台 前 ，在 谭 盾 近 似 舞

蹈的雀跃指挥中，平日里严谨克制 、声

部分明的古典乐队则转化为 “大乐队 ”
效果， 以更加庞大的编制和声效带动

了摇滚乐队能量级的提升。 在此，民族

艺术的美感得以无限放大， 蒙 古 语 歌

词 婉 转 悠 长 ，极 富 动 感 的 节 奏 力 如 巨

大磁场 ，令人沉醉 。
是夜， 杭盖演唱了多首热门作品，

皆由其与谭盾创作室为本场演出重新

合作编曲而成。 歌曲母体多脱胎自内蒙

古民歌，《初升的太阳》歌唱对美好爱情

的思忆，以动力性的节奏开场 ，交响乐

队以波澜壮阔式的背景铺陈，铜管乐的

高亢音色占有重要地位，中段则以苍凉

的马头琴与提琴声部的柔情对话徐徐

展开，对比的张力催人泪下。 《美丽的草

原我的家》表达了牧民放声歌唱的幸福

景象，交响乐队以轻松愉悦的交替低音

为配器， 中提琴则直接化身为尤克里

里， 被演奏员们抱在怀中扫弦弹奏，十

分欢快。 《波如来》《鸿雁》等乐队代表作

的演唱同样激起观众的阵阵叫好，加演

的《希格希日》由杭盖单独完成，曲中模

仿了马儿奔跑的声音并由慢及快不断

加速，人声、口弦、呼麦相互交替，主唱

胡日查在台上耍起马鞭，热情的乐迷再

也坐不住，起身一同雀跃 ，将音乐会的

气氛推向高潮。
音乐会同时演出了谭盾的两部乐

队作品：低音提琴协奏曲《狼图腾》以同

名小说为背景创作，由悉尼交响乐团低

音 提 琴 首 席 亚 内 克 斯·埃 内 里 担 纲 独

奏，借狼与自然的关系引出更为深刻的

哲学思考，作曲家利用低音提琴不同音

区的音色性格表现多种自然场景，乐队

低音提琴以手掌拍击琴身，通过琴体的

庞大音箱共鸣出缓慢的节奏，与主奏低

音提琴奏出的《嘎达梅林》旋律对话，如

泣如诉。 手机交响乐《风与鸟的密语》则
需要观众预先在手机上下载一段时长

52 秒的微信语音， 这段语音由管子、唢
呐、笙、二胡等六件中国乐器模仿鸟儿

叫声录制而成，由谭盾指挥所有人依次

播放。 配合乐队演奏，全场仿佛变为硕

大的森林，其中布满鸣啼的鸟儿。 这也

是谭盾一直以来在践行的创意音乐作

品之一，通过更多的观众互动大胆打破

严肃音乐舞台的固有形式。
谭盾在台上坦言，这场音乐会不仅

是杭盖与上交的对话 ， 更是传统与未

来、现实与梦想的对话。 我想，这还是一

场民族与世界的对话，一次自然与人性

间的跨越与释放。 在音乐厅里听民族摇

滚是怎样的感觉？ 这是断裂之后的链接

与重塑。 当强劲的草原之风，迷人的民

歌神韵与摇滚乐在一起，这碰撞征服了

观众。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孩子谱“心乐”传递民族精神

鼓励青少年谱写自由的音乐，挖掘
其审美、创造、表达、想象能力

“演奏小提琴时揉弦和不揉弦，表
现力有什么不同？ ”上海黄浦区青少年

艺术活动中心内 ，17 岁的张乐扬向纽

约爱乐的小提琴手卢冠呈发问。 “巴洛

克 时 期 的 小 提 琴 作 品 几 乎 不 使 用 揉

弦。 ”说罢，演奏家奏响一段巴赫的乐

曲，并表演了有揉弦的版本。 来自纽爱

的三位乐手面对孩子们的问题有求必

应，为大家展示了低音长号、小提琴和

打击乐的音色、音域、表现技巧。
这是张乐扬第二次来参加上海夏

季音乐节 （MISA）小作曲家工作坊了 。
去年 7 月，上海交响乐团引进纽爱持续

了 20 多年的音乐教育品牌 “小作曲家

项目”， 成功举办首届 MISA 小作曲家

工作坊及作品音乐会。
在该项目创始人、纽爱前低音提琴

副首席乔恩·迪克眼中， 中国孩子起初

有些害羞，但通过导师的激励，他们敢

于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主动思考，用惊人

的创造力去谱写内心深处的声音。 《宣
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路漫漫》《精

卫填海 》《水乡夜色 》《苏州河的四季 》
《梦江南》 ……今年参加工作坊的学生

所写的曲目， 充满了浓郁的东方意蕴。
好几个孩子在课堂上表示，中华传统文

化与自己的生活有着天然联结，渴望通

过西洋乐器传递出民族精神。

颠覆传统音乐课堂授课方式

今年，该计划继续由上交和纽爱联

合策划，选出十名中小学生参加为期一

周的集训，从音乐游戏互动和与艺术家

的交流中，挖掘其创作天赋。 最终由孩

子们创作的十部重奏作品， 日前已在

MISA 的舞台上公开首演。 今年入选项

目的孩子至少会演奏一门乐器，具备一

定的乐理知识，懂得谱曲并在私下里进

行过创作，不过其中有些人不曾受过专

业的作曲训练。
除了纽爱演奏家，来自上交的乐手

同时展示了小提琴、 大提琴、 长笛、圆
号、打击乐，女高音李薇薇也在课堂上

一展歌喉，使学生了解乐器和声乐的特

点与记谱方式。小作曲家使用上述乐器

及声乐配器， 在七天里谱写出的新作，

正由上交乐手和李薇薇在工作坊作品

首演音乐会中表演。
记者于工作坊现场观察到，导师们

在正式授课前准备了热身游戏。比如迪

克通过拍手展示变化丰富的节奏型，并
让学生一起拍手，每人创作一个新的节

奏型， 不断叠加后组成长篇幅的乐句。
导师还给了小作曲家“风暴”的主题，请
他们在白板上尽情描画，共同创作出一

幅作品。 更有即兴表演课程，大家三五

成组，拿教室中的任何物品来模拟生活

场景。有人以谱架和黑板擦的摩擦与敲

击声，模拟了乘电梯的过程。
导师之一、上海交响乐团教育拓展

中心项目主管张毛弟告诉记者，工作坊

会以尽可能丰富的内容，提供小作曲家

构建音乐的全新方式。 “项目的宗旨不

仅在于教授孩子作曲技巧等理论知识，
更致力于帮助其找到创作灵感。 ”课堂

中除设置让学生动起来的游戏以外，还
会鼓励他们尽情提问或就“未来音乐的

面貌”等问题畅所欲言。

中国有成为全球音乐教
育领航者的巨大潜力

迪克表示，参加过“小作曲家项目”
的孩子， 在未来也许会成为音乐家，也
可能成为警察、消防员、工程师等，不过

无论从事哪个职业，从工作坊中学习到

的各种能力对他们都是有益的。
迄今为止，“小作曲家项目”已在全

球 40 多个城市举办过活动。芬兰、委内

瑞拉等国的音乐教育给迪克留下了深

刻印象。
“每个孩子生来都具有极强的艺术

潜能， 工作坊并非简单地寓教于乐，而
是希望深入激发他们的音乐审美力与

创造力，锻炼其表达能力和想象力。”迪
克说，“我们鼓励青少年从心出发创造

自由的音乐，并在长大后也能保持这些

可贵的品质。 ”
“中国有成为全球音乐教育领航者

的巨大潜力，因为这里学音乐的孩子数

量众多，家长非常重视，又具有悠久深

厚的历史文化。 ”迪克说，“希望中国年

轻一代能注重传统音乐文化，并和西方

音乐知识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向世界传

播中国的声音。 ”

■本报记者 童薇菁

■本报见习记者 姜方

快 评

孙慧

前晚，指挥家谭盾（左）“做媒”，携手中国摇滚乐队杭盖（右）与上海交响乐团，为本届 MISA 带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摇滚交响乐音乐会。 郑国章摄

■本报记者 许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