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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风舞台剧《夔龙玉》下月首演
《湄公河行动》编曲者为作品谱写音乐

本报讯 （记者童薇菁） “花开陌

上无归期， 金戈铁马残梦里。 一世情缘

半世敌， 你为江山我为你。” 古风舞台

剧 《夔龙玉》 将于 8 月 10 日至 13 日在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拉开首演序幕。 为这

部历史武侠题材作品谱写音乐的， 是担

任电影 《湄公河行动》 配乐的香港年轻

编曲林钧晖和陈玉彬。
林钧晖和陈玉彬的音乐创作经常出

现在电影中， 无论是黑色幽默的 《暴走

神探》， 还是荒诞励志的 《冲锋车》， 抑

或是去年以 “黑马” 姿态赢得口碑与票

房的 《湄公河行动》， 出色的音乐作品，
为影片加分不少。

谈及电影和舞台剧谱曲的不同， 林

钧晖说： “创作电影音乐时， 大多已完

成拍摄 ， 已经有画面可 以 参 考 ， 电 影

音 乐 的 作 用 是 支 持 电 影 变 得 更 丰 满 。
而舞台是共同的创作 ， 我们不 可 以 让

音乐过分推动舞台 ， 要先让演 员 的 情

绪带动观众 ， 音乐再来帮助演 员 转 换

情绪。”
《夔龙玉》 讲述了明英宗朱祁镇御

驾亲征， 经土木堡一役， 全军覆没后，
与锦衣卫袁彬之间数十年跌宕起伏的君

臣情谊。 对于尝试古风作曲， 林钧晖和

陈玉彬在配器上动足了脑筋， 不仅引入

了琵琶、 古琴、 古筝等民族乐器， 同时

也融合管弦乐团、 电吉他、 爵士鼓、 电

子贝斯等声音特点。 他们第一次尝试塞

外曲风 ， “首先在情感表现和 音 域 方

面， 马头琴非常适合寻找塞外的感觉，
马头琴也是我们平时生活在钢筋丛林里

的现代人所不太接触的乐器， 有一种新

鲜感和陌生感”。
作为 《夔龙玉》 出品方之一的华朋

文化， 曾打造过 《李雷和韩梅梅》 《台
北上午零时 》 《爱情短信 》 《栀 子 花

开》 《滚蛋吧肿瘤君》 等 20 余部舞台

剧作品。

ｗww．whb．ｃｎ
２０17 年 7 月 27 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杨 燕
见习编辑/杨翼然 9

“流量”岂能靠无底线炒作绯闻炫富来堆积
黄启哲

不知何时起，“扒隐私”“炒绯闻”
成了网络话题的主流。 点开微信订阅

号的未读消 息 ， 甭 管 是 行 业 服 务 平

台还是各类资 讯 平 台 ， 当 日 的 绯 闻

八卦变着法地 写 进 标 题 吸 睛 ， 仿 佛

错过了这一波 热 点 ， 就 损 失 了 千 万

点击量 。
“周一见”成了“天天见”。 明星绯

闻的话题持续度动辄数月之久。去年，
演员王宝强离婚的八卦 新 闻 吸 引 了

数以亿计的网上读者 。 在 网 络 媒 体

的渲染炒作之下，一桩离婚案竟然盖

过了网友为奥运冠军的喝彩；影射当

事人的影视作品已经开拍 。 一 年 过 去

了 ，炒作者依然不肯放弃这块 “利益蛋

糕 ”，至今仍有人追踪甚至是捏造当事

人动向。
在这股炒作绯闻隐私的风潮中，始

作俑者是一批以偷拍跟踪明星 为 生 的

“狗仔”。这个带有贬义的身份，被写进了

个人介绍，引以为傲。他们为扒出明星隐

私，不是展开千里追踪，几月追寻，就是

安上高倍镜头，人盯人跟踪拍摄，甚至有

人故意制造与明星的冲突来炮制猛料。
一旦手握隐私， 便坐地起价———不是把

丑闻照片视频作为要挟、 敲诈明星的工

具，就是放在网络平台叫卖。紧随其后的

是一批以“八卦”命名的自媒体账号，在

一手八卦的基础上， 添油加醋， 大肆渲

染。 新兴的内容付费也启发他们又开辟

一条财路———收费回答网友对明星隐私

的“探底”。 出名的“狗仔”一度每天回复

数十条付费问题，价值 99 元的回答只有

寥寥数语，却还故弄玄虚、捕风捉影，让

围观网友大呼上当。
慢慢地，某些明星也在这样的“注意

力经济”中挖掘到商机。
于是“街拍照”扎堆。 昔日生活里对

镜头避之不及的明星， 频频在机场、马

路、商场大方亮相。这些生活化场景竟也

成了明星的秀 场 、 比 美 炫 富 的 第 二 T
台。 每一张看似随意、休闲的装扮背后，
是精心的包装：看看身上，是动辄上万的

奢侈品牌服饰堆砌；瞧瞧动作，是艺人团

队拗造型摆拍；再留意下发布者，表面是

自媒体平台“不经意”曝光，穿戴的服饰、
使用的品牌，一夜间成为网购“爆款”。

真人秀、直播，甚至恋爱、婚礼一一

被拿来作为明星比拼身家的竞技工具。
千万豪宅、百万名车、几克拉钻戒，被“高
亮置顶”。 高调炫富背后，实则为品牌赞

助商的手笔。商家越是加码，越是加剧奢

靡之风的蔓延。还有的明星，在作品宣传期

为博眼球， 从被动曝光的受害人变成主动

“喂料”的共谋者。为增加个人曝光度，提高

商业价值，美名恶名来者不拒，网络流量先

刷起来再说。
由此形成的“八卦利益网”，在过去一

段时间里， 生产了大量低俗、 无聊的内容

“刷屏”，占用了本该属于严肃新闻、传统文

化等优质正能量内容的传播空间和媒体资

源。“买热门”“刷话题”更是利用粉丝热情，
人为炮制“热门”，用流量泡沫把其他领域

的信息、 甚至主流价值导向强行挤出公众

视野。

无底线的绯闻和隐私满天飞，透

支了公众对娱乐行业和媒体行业的信

任和好感。围观了一场又一场八卦“罗
生门”，“炒作”和“营销”的套路让公众

越来越心生厌烦。
莫因虚拟流量， 污染了网络文化

环境，丢失了媒体的社会责任心。 网

站、社交媒体需要流量，但同时，老百

姓需要温暖善意的娱乐，社会需要鲜

活的文化参与和健康的文化消费，年

轻的网友们需要信仰与理想的激励。
以低俗炒作明星绯闻隐私、炫富享乐

的博眼球、拉流量之风，可以休矣！

文化

无 底 线 的 绯 闻 和 隐 私

满天飞 ， 透支 了 公 众 对 娱

乐行业和媒体 行 业 的 信 任

和好感 ， 污染 着 网 络 文 化

环境

中国游戏市场上半年销售收入近千亿元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今开幕，《2017年1-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出炉

本报讯 （记者张祯希）今天，第十五

届 中 国 国 际 数 码 互 动 娱 乐 展 览 会

（ChinaJoy）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拉开

帷幕。事实上，这场关于游戏的盛宴昨已

开 席 ———在 先 于 展 览 会 一 天 召 开 的

2017 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现

场，中外游戏人汇聚一堂，探讨中国游戏

产业的现状，展望行业的未来。 《2017 年

1-6 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也于昨天发布。
目前我国的数字内容产业仍在持续

增长、 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 而数字内

容产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有的文

化吸附能力； 具有鲜明的导向意识和强

大的思想塑造能力， 关乎广大人民群众

特别是青少年的知识汲取、 文化引领和

价值追求。
“量的扩张不是绩效标准， 质的提

升才是成败关键； 克隆复制不是发展动

力，开拓创新才是前途所系；一时之利不

是目标设定，长远发展才是企业命脉；表
面喧嚣不是企业力量，实体做强才是产

业底蕴。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

长张宏森出席昨天的大会，并发表题为

《坚持正确导向，共促中国数字内容产业

健康繁荣发展》的致辞，对持续发展的中

国游戏产业，发出提醒、点出希望。
他希望， 游戏行业都要自觉承担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反映 民 族 精

神 、 传播文明理念 、 传承优秀传 统 文

化 、 传递向善向上的价值观的 崇 高 使

命。 用使命感和责任心深化角色定位，
推动层级提高， 保证数字内容产业的绿

色发展、 健康发展、 高端发展和可持续

发展。

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联合市场专业

机构共同发布的 《2017 年 1-6 月中国

游戏产业报告》 显示， 今年上半年， 中

国游戏用户规模 5.07 亿人 ， 同比增长

3.6%。 其中移动游戏用户数量增长 明

显 ， 达到 4.35 亿 人 ， 同 比 增 长 7.5％。
中国游戏今年上半年的市场实际销售收

入达到 997.8 亿元， 同比增长 26.7％。
随着中国游戏产业整体发展规模日

益壮大 ， 市场增速放缓 ， 国内 游 戏 人

“做原创、 出精品、 走出去” 的意识不

断提升 。 今年上半 年 ， 中 国 自 主 研 发

网络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 693.7
亿元， 同比增长 21.6％。 其中海外市场

实际销售收入达到 39.9 亿美元 ， 同比

增长57.7％。 近年我国游戏出口的类型

与 目 标 市 场 逐 渐 由 单 一 走 向 多 元———

除 了传统的角色扮演类游戏外 ， 策 略

类、 卡牌类、 音乐舞蹈类等游戏全面开

花， 在欧美、 中东等海外市场都有出色

表现。
电子竞技是近年中国游戏领域的热

词。 今年上半年， 中国电子竞技游戏市

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 359.9 亿元， 同比

增长 43.2%。 电子竞技游戏市场收入在

中国游戏市场收入中占比不断提高， 达

到 36.1%， 同比增 长 4.2%。 逐 渐 兴 起

的电竞市场面对的是人才缺口较大的问

题。 报告显示， 目前电子竞技人才主要

靠企业自主培养， 但由于专业化、 系统

化、 长期性培养的人才的缺席， 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行业的长远发展。
上海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董云虎

出席大会。

让现实的归现实，童话的归童话

电视连续剧《我的前半生》昨晚在网友热议中播完。有网友评论：
它提供了观众主动浸入的空间，却依然找不到生活迷宫的出口

昨晚， 电视剧 《我的前半生》 收

官了。 戏里， 编剧给罗子君安排了开

放式的情感归宿； 戏外， 该剧引发的

话题无远弗届。
网友们以亦舒原著为讨论起点，

以当代女性的幸福观为讨论轴心， 渐

渐地， 凡剧中角色的衣食住行， 哪怕

仅是某一集的 10 分钟场景， 都能派

生出社交媒体上的谈资。从“测测你的

衣品在生活中是唐晶还是罗子君”到

“论装修，唐晶的高级简约风赢了”，还
有 “现 实 里 的 酱 子 少 了 老 卓 ”“除 了

职场金句 ， 前 半 生 还 有 哪 些 法 律 看

点” ……各路话题悉数能对号入座。
电 视 剧 里 故 事 情 节 始 于 私 域 话

题， 终于沸腾了公共舆论。 北京大学

教授张颐武给 予 该 剧 相 当 高 度 的 认

可：“这是当代中国最标准的描写中年

以及中等收入人群的大戏。”而中国电

视艺术委员会秘书长易凯的观点也代

表了另一种声量很高的论调： “罗子

君离婚后的成功， 太过轻而易举。”
若以 “艺术总是源于生活， 高于

生活 ” 的标准 来 衡 量 ， 《我 的 前 半

生》 从生活里来， 提供了观众主动浸

入的空间， 但它并不比生活高明———
因为对于困在现实迷宫的人， 一部剧

里的童话式方案提供不了出口。

感谢它生动刻画了都
市人的内心困境

对于生活， 人人都有发言权。 所

以， 一旦广大的观众群能从荧屏里找

到生活的镜像， 一部现实题材剧便有

了成功起点。
《我的前半生》 的妙处在于它是

典型的高密度 话 题 剧 ， 几 乎 囊 括 了

30 多岁都市女性能与这世界交的手、
过的招。 婚姻中的核心命题， 职场如

战场的大多数凶险， 都有涉及。 甚至

连 30 岁女性周边人物的困境， 也有

观照， 比如罗子君母亲略显波折的黄

昏 恋 、 40 岁 经 济 适 用 男 的 婚 恋 观 、
罗子群与白光那样打不散的低收入夫

妻 、 再婚家庭 非 血 亲 两 孩 的 相 处 等

等。 中年的危机、 都市人的困扰， 这

部剧尽数网罗。
顺着情节梳理， 情感路上的话题

至少有如下种种： 如唐晶般太过要强

大事业型精英 女 与 罗 子 君 为 代 表 的

“嫁得好” 一族， 当代女性该往哪儿

偏？ 婚姻被插足后， 是断舍离还是强

挽留？ 对比凌玲这样的第三者， 原配

是否 “可怜之人 ， 必有可恨之 处 ”？
打离婚官司时， 讲情面还是要财产？

离婚再嫁， 该不该放低择偶标准？ 当然

最后， 还有 “和闺蜜的男友相爱了， 该

进还是该退” 的天问。 折射职场的凌厉

也不少： 贺涵与唐晶， 同行竞业与亲密

恋人间如何完美平衡？ 工作与家庭， 总

有一个必须牺牲 ？ 新人被欺 负 ， 女 员

工遭性骚扰 ， 与情敌在办公室 狭 路 相

逢……总之， 这部剧的话题步步生莲，
如天罗地网般兜住了都市里的许多人。
你要么曾像罗子君那样对完美婚姻时时

恐慌， 要么有如唐晶那般对情感抱有洁

癖； 你若不曾遭遇贺涵般 “利己主义”
的指责， 也许就会陷入陈俊生那样 “上
司落难， 我该不该落井下石” 的抉择。

一部电视剧 不 可 能 成 为 万 能 教 科

书 ， 它最大的功用就是把话题摆 上 桌

面， 触发观众的思考。 这便是张颐武所

说的， “它生动刻画了中年的危机、 中

等收入人群的困扰， 具有社会内涵”。

遗憾它落笔的童话式方
案并不可参考

有人形容， 罗子君的前半生活出了

《欢乐颂》 的大半壁江山： 她的原生家

庭是樊胜美式的， 离婚前的姿态是曲筱

绡式的， 步入职场初期时她是关雎尔，
电视剧尾声时已经一步步把自己经营成

了有温度的安迪 。 “22 楼五美 ” 壁垒

分明的个性人生， 怎么转瞬就在罗子君

的前半生里融为一体 ？ 对 于 另 一 部 热

门现实剧的渗透 ， 恰反映出 《我 的 前

半 生 》 最 大 的 争 议———它 罗 列 一 堆 现

实感的镜头， 却用童话里才有的方案，
堆砌出一个妥帖的 、 却可能是 假 想 的

情境。
不妨来看看罗子君离婚后的职场上

升路。 她在商场卖鞋， 以往的优渥生活

给了她对于奢侈品的经验， 也给了她拉

拢顾客的同理心。 所以， 她从奢侈品的

用户到高档鞋的金牌销售员， 如是成长

合情合理。 但转战精英云集的咨询界，
罗子君之所以能在短时间里扶摇直上，
在电视剧里 ， 她的资本不是学 历 、 经

验， 而仅仅是人脉以及贺涵口头输出的

金句 。 真实职场中 ， 人脉固然 大 有 裨

益， 但绝对不是万能的； 金句偶尔可醍

醐灌顶 ， 但 “道理虽懂 ， 却依 然 过 不

好” 的人生比比皆是。 像罗子君这样，
左右逢源、 八方襄助， 一路靠金句和人

脉成长的职业道路， 可信度太低。
与亦舒的小说同核， 电视剧在前

半段就摆明了立场： 没有任何人会成

为你以为的、 今生今世的避风港， 只

有你自己， 才是最后的庇护所。 但相

比 35 年前子君靠 “嫁得更好” 来获

得圆满结局， 电视剧版的成长方案并

不高明太多。 因为罗子君有难时， 前

半段靠的是唐晶随叫随到， 这个闺蜜

帮忙找工作 、 嘘 寒 问 暖 、 接 送 上 下

班； 后半程则有贺涵从天而降， 这个

生来骄傲的男人不仅教她伪造简历，
还总能不问时机如天使般降临并力挽

狂澜。
《我的前半生》 从现实出发， 却

在高速的戏剧运转下脱轨而出， 让人

误以为不用痛彻心扉改变内核， 仅凭

靠谱的朋友， 加之蜻蜓点水的努力，
自己就真的可以完美逆袭， 突然就变

得独立自主又美丽大方， 还凑巧被精

英爱上。
成人世界里没有 “童话” 二字，

贺涵有一句话倒是很正确， “路要自

己一步步走， 苦要自己一口口吃， 抽

筋扒皮才能脱胎换骨”。

《我的前半生》 的妙处在于它是典型的高密度话题剧， 几乎囊括了 30 多岁都市女性能与这世界交的手、 过的

招。 但它并不比生活高明， 因为对于困在现实迷宫的人， 一部剧里的童话式方案提供不了出口。 图为该剧海报。

沪剧电影《挑山女人》昨开机
上海宝山沪剧艺术传承中心原班人马参演

本报讯 （记者黄启哲） 17 年里磨

破 10 多双解放鞋， 挑断 70 多条扁担，
以一人柔弱的双肩将孩子抚养成才， 女

挑夫汪美红的真实故事经由沪剧 《挑山

女人》 的演绎， 感动全国的无数观众。
眼下 ， 该剧又将拍摄成戏曲电 影 。 昨

天， 沪剧电影 《挑山女人》 在上海举行

开机仪式。
作为入选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奖演员

优 秀 剧 目 数 字 电 影 工 程 的 剧 目 之 一 ，
《挑山女人》 由汪灏担任总导演， 沪剧

演员华雯担任制片人兼主演， 上海宝山

沪剧艺术传承中心原班人马参演。 从舞

台到银幕， 影片保留了舞台演出时的经

典唱段和剧情架构， 也融入更多电影拍

摄手段。 走进片场， “群山缭绕” 间，
两三间屋舍藏身其中， 富于层次感， 让

过去舞台上相对抽象和平面化的布景立

体起来。 与一般戏曲电影不同， 影片采

用棚内拍摄与实地拍摄相结合的方式，
拓展故事的表现空间。 前不久， 剧组专

门赴安徽齐云山进行前期拍摄。 作为剧

中人物王美英的原型汪美红， 也将在影

片中亮相， 让艺术与现实展开对话。 朋

友圈里，华雯发布了一张照片，陡峭的山

间石阶，她与汪美红两两相望，感慨道：
“一曲深深的挑山情便缘起于这淡淡的

回眸一望。 ”时值盛夏，当地的户外气温

一度达到 40℃， 剧组要在山间反复拍

摄， 一个镜头往往要拍上 10 多遍。
据悉， 影片有望于今年 10 月与观

众见面 。 五年前的这一天 ， 《挑 山 女

人》 首度在舞台亮相。 华雯说： “希望

《挑山女人》 这一曲来自生活、 扎根群

众、 传递正能量的 ‘上海声音’， 通过

电影银幕感染更多人。”

评弹《高博文说繁花》今秋亮相

改编自金宇澄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

本报讯 （记者黄启哲） 经过上海

大世界、 上海新天地的两轮演出后， 评

弹 《高博文说繁花》 再度修改整合， 以

第一季 “六回书+特别篇” 的形式， 将

在 9 月 19 日起亮相上海大剧院中剧场。
《高博文说繁花》 改编自金宇澄的

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 《繁花》。 该剧几

乎遵照小说的叙述顺序和篇幅表演。 小

说一章 ， 说书一回 ， 计划完成 包 括 引

子、 尾声在内的 33 回书。 既保留了小

说的风貌 ， 也将 “说书 ” 二字 体 现 其

中。 虽讲的是上海故事， 却仍保持苏州

弹词和传统曲调， 只是在人物对白中加

入上海的方言俚语 。 在评弹最 传 统 的

说、 噱、 弹、 唱、 演中， 沪生、 梅瑞、
阿宝 、 绍兴阿婆 、 剃 头 师 傅…… 《繁

花 》 中 的 众 生 相 在 舞 台 上 一 一 呈 现 。
该剧除了高博文外 ， 上海评弹 团 的 青

年演员黄海华 、 陆锦花 、 吴静 慧 、 解

燕 、 周彬 、 陶莺芸等也参演其 中 ， 打

破常见的评弹 “双档” 表演形式， 轮番

上台。
作品一经推出， 就引起不少文化界

人士的兴趣。 高博文告诉记者， 有热心

人甚至给他当起了 “创作顾问”， 发来

一段中英文夹杂的弹词开篇 。 这 是 老

艺术家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 创 作 演

出的 ， 讲述老上海年轻人看电 影 引 发

一段趣事 。 这一段不正与沪生 梅 瑞 看

电影一段互相呼应吗？
这个建 议 让 高 博 文 跃 跃 欲 试 ， 也

有所启发： “在评弹内容的创新上， 老

一辈紧跟时代， 比我们迈得步子要大，
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就编演过评弹 《福

尔摩斯探案》。” 有了前辈和文化界朋友

的鼓励， 高博文在演绎中也加入更多老

上海在不同年代的生活细节， 例如弹簧

地板 、 BP 机 、 IMAX 电 影……这 些 颇

有年代感的物件 ， 是社会生活 不 断 变

迁的痕迹。

借由苏州评弹的吴侬软语， 小说 《繁花》 中上海里弄的风土人情有了别样

的味道。 图为高博文、 吴静慧演绎 《高博文说繁花》 片段。 李兆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