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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民族元素变成世界通用语汇

纪录片《美在雅安》获多个国际奖项，
其配乐同样引发业界关注

近日， 由著名形象片、 纪录片导演

田文执导的纪录片 《美在雅安》 先后在

国际上获得纽约电影金 像 奖 “最 佳 纪

录片大奖”、 洛杉矶电影奖 “最佳纪录

片大奖”、 好莱坞国际电影节 “自然环

境类荣誉大奖 ” 等多个奖项 。 观 众 在

被波澜壮阔的中国西南地区风 景 折 服

的同时 ， 也对其兼具民族特色 和 大 气

磅礴的音乐留下深刻印象 。 记 者 日 前

采访了本片的作曲 、 上海音乐 学 院 副

教授安栋 。 他告诉记者 ， 眼下 简 单 依

靠当地民族音乐采样 、 代表性 旋 律 来

体现地方特色的视频配乐已不 能 满 足

需 求 ， 作 曲 家 要 引 发 更 广 泛 地 共 鸣 ，
需要探索如何把地方音乐与世 界 通 用

的音乐语汇进行充分融合 ， 以 此 更 好

地讲述中国故事。
雅安， 这个位于四川盆地西缘的城

市， 是汉代文化遗存的荟萃地， 也是大

熊猫栖息地之一； 是近 40 个少数民族

的聚集之地， 同样也是世界茶文化的发

源地之一。 《美在雅安》 不仅用镜头将

这些内容一一展现， 更捕捉了灾后重建

的雅安新面貌， 淳朴和幸福的雅安人民

笑容感染着观众， 也让纪录片斩获海外

相关奖项。

近年， 随着纪录片逐渐进入大众视

野 ， 纪录片配乐同样也得到人 们 的 关

注。 曾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上海世博

会开幕式作曲 ， 为电影 《东京审判 》、
舞剧 《羌风》 等各类作品配乐， 甚至为

世博会博物馆、 龙华烈士纪念馆多媒体

影像配乐的安栋， 很早就介入了为纪录

片作曲的领域。 他与田文在视频配乐上

的合作始于 2002 年的 《美在广西》。 这

部音乐片成为首获全国文艺星光奖最佳

音乐奖的第一部中国省市地貌旅游形象

片， 也由此带领城市宣传片在国内的迅

速发展。
在 《美在雅安》 中， 云雾缭绕的雪

山、 银杏树下练 “禅茶” 技艺的僧人、
金凤寺山麓的 “西蜀天梯” ……航拍技

术的引入， 令纪录片有了更多全景式镜

头。 这也给了配乐上自由表达的空间。
于是， 安栋改变过去 “用当地特色写当

地” 的方式， 而是在充分了解、 提炼地

方民族音乐特色的基础上， 重新谱写旋

律 ， 地方性与世界性更好地结 合 在 一

起。 而伴随着镜头， 弦乐、 吟唱、 民乐

声次第铺陈开来 ， 时而雄浑 ， 时 而 轻

巧。 安栋说， 他希望以 “全世界都听得

懂的通用音乐语汇， 与地方人文特色做

充分交融， 进而让更多的人能够听懂和

理解。”

亚马逊之后，苹果也要拍美剧了
新剧由詹妮弗·安妮斯顿与

瑞茜·威瑟斯彭联合开发、 主演

互联网巨头进军影视行业的野心早

已是公开的秘密。 继 Netflix、 亚马逊以

及 Hulu 之后， 苹果公司也要投拍美剧

了。 苹果近日高价购买了一部聚焦晨间

节目的原创剧集， 这部揭秘媒体行业台

前幕后故事的美剧， 由詹妮弗·安妮斯

顿与瑞茜·威瑟斯彭联合开发 、 主演 。
这也是继 《老友记》 之后， “瑞秋” 詹

妮弗·安妮斯顿首次以主演的身份回归

电视圈。
视频网站已成为美剧圈中坚力量。

Netflix、 亚 马 逊 以 及 Hulu 都 依 靠 各 自

的平台优势以及手中的优秀作品版权，
在竞争激烈的美剧圈杀出血路， 并且颠

覆着收看格局。 再加上公共台与有线台

近年的创意缺位 ， 打动人心的 “电 视

剧” 越来越少， 反观 “网络剧” 领域却

“剧王” 频出。 刚过去的秋季档几乎是

网 字 头 “ 老 大 哥 ” Netflix 的 个 人 秀

场———形成品牌的 《怪奇物语》 成了流

量担当； 将犯罪心理学拍出新意的 《心
灵猎人》 收获了口碑； 经典品牌 《纸牌

屋》 则戏里戏外话题刷屏。 与此同时，
传统电视剧领域， 却仅有 ABC 出品的

新剧 《好医生》 让人眼前一亮， 只是，
这部由 《豪斯医生 》 主创打造 的 电 视

剧， 再难延续 “前辈” 的收视佳绩。
看着同行们一个个在影视圈风生水

起， 坐拥 iTunes 平台以及 Apple TV 等

渠道的苹果自然坐不住了。 其实早在去

年， 苹果就已经开始大量猎取好莱坞影

视管理人才， 并洽谈各种拍摄计划。 苹

果甚至放言， 或将拿出十亿美元进行原

创影视节目的培植。

眼下这部由詹妮弗·安妮斯顿与瑞

茜·威瑟斯彭联合开发 、 主演的剧集 ，
被苹果公司以高价 “买断”， 并且一口

气预定了两季， 很有可能成为其重点培

养的 “发家” 剧集。 这部还未定名的剧

集将走喜剧路线， 以晨间电视节目为切

口， 折射整个纽约的媒体生态。
曾在 《老友记》 里扮演亲姐妹的安

妮斯顿与威瑟斯彭， 此次凭借该剧实现

台前幕后的双重聚首 ， 无疑是 巨 大 卖

点。 以 《老友记》 为分叉口， 两位演员

的戏剧人生大为不同 。 安妮斯 顿 凭 借

《老友记》 中的美国甜姐儿 “瑞秋” 一

角为大众喜爱， 但在这之后， 进军电影

圈的安妮斯顿却并没有等来超越成名作

的角色， “瑞秋” 既是她的光环， 也是

她的束缚。 当年仅为客串演员的瑞茜·
威瑟斯彭却在离开剧组的第二年， 因为

电影 《律政俏佳人》 一炮而红， 并在几

年后凭借电影 《与歌同行》 中的表演拿

下了第 78 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值得一提的是， 去年初， 由威瑟斯

彭和妮可·基德曼合作的美剧 《大小谎

言》 横扫了艾美奖， 捧回了五座重量级

奖杯。 这样的成功开局为瑞茜·威瑟斯

彭积累了电视剧的成功制作经验， 也为

这部剧集的第二季埋下了伏笔。 据悉，
HBO 将最快于今年春季启动 《大小谎

言》 第二季的拍摄， 妮可·基德曼、 瑞

茜·威瑟斯彭以及谢琳·伍德 蕾 这 三 位

主演均有望回归 。 目前 ， 编剧 已 经 开

始筹备第二季的剧本 ， 由于第 一 季 是

根据原著小说改编而成 ， 且已 经 演 绎

完了原著的所有内容 ， 第二季 对 编 剧

而言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对观众来说也

更具神秘感。

■本报记者 黄启哲

■本报记者 张祯希

作家们献给2018的第一个故事

《人民文学》《收获》《上海文学》《当代》《十月》《花城》等刊物开年

推出一批名家新作，那是文学根植生活沃土开出的花儿

新年伊始，一批名家新作集中亮相

2018 年首期文学刊物。 细数 《人民文

学》《收获 》《上海文学 》《当代 》《十月 》
《花城》《小说界》《钟山》《长江文艺》等

开年新刊， 既有上海作家陈村暌违 18
年又一次出手短篇的惊喜，九旬宗璞继

长篇《北归记》后再发表短篇的强健笔

力，更有莫言、周大新、张炜、余华、陈河

等最新作品引发广泛关注。
新春中国文坛新气象中，有名家力

作爆发，也有新鲜嫩芽冒尖。 这些第一

时间记录文学现场的主流刊物，透露出

哪些的创作信号与趋向？我们细细梳理

了一番，供读者先睹为快。

长篇新作凸显现实主义
书写，与时代共振

开年新刊里，新发表的主打长篇小

说引发业内瞩目。 评论界指出，现实主

义是当下写作的趋向，不少长篇更接地

气，记述了中国故事的精神、价值与分

量，将浓厚人间气息与鲜明时代精神融

汇笔下。
作家周大新最新长篇《天黑得很慢》

首发于《人民文学》今年第一期，小说直

面老龄化难题， 人生终点前的种种情形

浮现，比如社区讲座、电视购物中有关医

学治疗、延年益寿的喧哗；一头连着并无

亲情的老人、 一头牵着生计的老年陪护

工作境况……“小说人文关怀的广角，使
得以前未被足够凝视过的老年护理人群

有了表达的机缘。 小说家机智的现实敏

感和悠长的生命疼惜，平衡在文本内。 ”
在《人民文学》主编、评论家施战军看来，
现实题材的创作， 就是要诚心诚意进入

现实的内部， 以文学的审美样式和规律

呈现现实的生动和丰繁。 《天黑得很慢》
正是把平常人心中不平静的温度、道德、
筋骨都活化在小说里， 有关社会治理的

话题也渗透到了褶皱深处。
贴近生活和时代的另一显著文本，

是作家张炜发表在《当代》新刊的长篇

小说《艾约堡秘史》，单行本刚由湖南文

艺出版社推出。小说从一座海边的艾约

堡开始，回溯和刻录了堡主淳于宝册的

命运， 从对一个渔村的争夺改造切入，
聚焦了经济与生态、发展与保护、文化

与民生等现实命题。 《当代》 杂志社社

长、主编孔令燕评价，这部具有突破意

义的现实主义力作，少有地在文学创作

中深度勾勒了民营经济巨人的曲折发

展，借此刻画了站在时代前沿人物的心

灵史，堪称现实寓言。“张炜准确把握了

新时期小渔村村民与巨头的对峙和情

感交织，小说对情与爱的探索，也揭示

了当今社会对爱与美的向往和努力。 ”
作家陈河最新长篇《外苏河之战》、

田耳长篇小说《下落不明》分别首发于

《收获》和《花城》今年第一期新刊。 “故
事就像一颗种子一样埋在内心深处，慢
慢发出芽来。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

抗美援越壮举写部战争小说，于我是完

成一项使命。”陈河告诉记者，战争是小

说背景，自己着墨更多的是年轻人追寻

理想、探求人生真谛的成长故事，他参

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和参战老兵的回忆

文章，以虚构方式写出小说。

宗璞、陈村、莫言捧出短
篇新作，“短是挑战也是诱惑”

今年，一些文学刊物聚焦中短篇尤

其是短篇小说发力。在不大的篇幅里腾

挪文字，似乎更考验作家的精巧构思与

凝练遣词。 难怪有作家直呼：短篇小说

是一种挑战，“它就像吊环和平衡木对

于运动员那样， 不给你犯错误的机会，
也让你没有改正错误的可能，因此短篇

小说也是一种诱惑”。
或许正是在这种“诱惑”下，作家陈

村写了一个关于“苹果的诱惑”的新故

事———继 1997 年写完长篇小说 《鲜花

和 》、2000 年发表短篇 《恩 》之后 ，搁笔

多年的陈村，在今年第一期《上海文学》
首发最新短篇《第一只苹果》。 3000 多

字，以出乎意料的方式诙谐解构“亚当

夏娃在蛇的诱惑下吃果子”的母题：“走
出伊甸园，亚当和儿子必须打猎，夏娃

和女儿要劳动，要美容，要忐忑于内心

的私奔……第二只苹果掉在牛顿的头

上，昭示万有的引力。 第三只苹果打中

乔布斯，隐隐显出诱惑人们走上的那条

不归之路。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那只

已被人咬过一口的苹果被乔布斯狡猾

地散给大众，由他们去唱小苹果，分担

命运。一定还会有苹果袭来！下一次，中
彩的不会是人了。 ”

“这 20 年来，我随手记下的多是非

虚构性质的文字，对小说虚构特质的敏

感有些衰退。 ”陈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自谦道。《第一只苹果》正是《上海文学》
新推出“短小说特辑”中的一部分。杂志

社社长赵丽宏说，特辑中所刊短篇都在

4000 字以内，将“短篇要短”进行到底。
其中，90 岁高龄作家宗璞的短篇《你是

谁？》，以不到 2000 字篇幅，表达了博大

的悲悯和怜爱。 青年作家双雪涛 《抱

河》、沈大成《一个中性事件》、路明《废

铁托拉斯》等短篇，无不显示了方寸间

腾挪文字的手法。
钟情短篇的，还有去年底强势回归

大众视野的作家莫言。 他“花开两枝”，
分别在《花城》和《十月》上发表了多个

短篇及诗歌新作。 从小说名《诗人金希

普》《表弟宁赛叶》、诗歌标题《雨中漫步

的猛虎》《高速公路上的外星人》就不难

看出，莫言以奇异想象和现实元素的奇

幻组合， 呈现出复杂世相在内心的映

射。短篇《等待摩西》则保持了莫言惯常

的叙述语调，第一人称、生动幽默，但更

显平静，叙事过程的放松与结尾的节制

传递了人生况味。
2018 年《小说界》以不同作家的短

篇名称为主题，自成系列。开年第一期以

塞林格的短篇名 《破碎故事之心》“命题

作文”，顾湘、许佳、宝树、老王子、李宏伟

等作家带来 “风格不同又互为观照的一

组短篇”，宛如多声部的合唱。诚如《小说

界》执行主编乔晓华所说，选择全球名家

短篇篇名“出题”，鼓励和推动当代短篇

小说创作，丰富中国短篇面貌，像是一种

致敬、一种呼应，甚至是一种回应。
此外，《钟山》《长江文艺》 都主打中

短篇，前者新刊发表了叶晔中篇《觉醒三

章》、王啸峰短篇《双鱼钥》，后者新刊推出

了许春樵中篇《月光粉碎》、冉正万短篇

《一只阔嘴鸟》、舒飞廉短篇《裟椤船》等。

非虚构栏目增多， 捕捉
人世间多个角落的微光

从今年第一期的多家刊物来看，它
们不约而同设置了非虚构叙事的栏目。
比如 《人民文学》“新时代纪事”、《收获》
“行走的年代”、《上海文学》“访问童年”等。

《收获》推出的新专栏“行走的年代”
开篇之作，正是作家余华的《我只知道人

是什么》。 这个专栏一经确定，众多名作

家即纷纷表示， 要用作品来回应曾经的

生活经历和“行走的年代”。 余华从参观

耶路撒冷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谈起，对
波兰农民那句著名的 “我不知道犹太人

是什么，我只知道人是什么”，挥洒了个

人思考。今年第一期《当代》上，余华对老

友马原长篇《黄棠一家》的评点《没有一

种生活是可惜的》 亮相， 这也是余华在

《当代》上“初啼”发表作品。 他在文中回

忆与马原的惺惺相惜， 感慨道：“我读完

《黄棠一家》有一个感觉，这是一个江湖

中人写出来的书， 一个经历了很多的人

才能写出来的书。 ……没有一种生活是

可惜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所
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富， 只不过是你开

采了还是没有开采。 ”
发生在祖国大地上的故事震撼着

作家的心灵，促使他们以纪实手法展开

记录与书写。作家欧阳黔森《花繁叶茂，
倾听花开的声音》首发于《人民文学》今
年第一期“新时代纪事”栏目，作品讲述

了贵州老区花茂村的脱贫故事，这个对

中国革命史有着特殊意义的小山村，红
色根基与绿色发展相统一，成为新时代

革命老区实现精准脱贫的典范。
非虚构写得精彩，亟需作者深潜生

活，捕捉人世间不同角落的微光。 作家

苏沧桑在一家草根戏班完整生活了一

个月后，《跟着戏班去流浪》 新鲜出炉，
首发于《十月》第一期。作品真实记录了

特定人群的生存状态及思想情感，其真

切细微的描述，远非躲在书斋中所能完

成。 而那些身边被忽略的现实人生，在
文中挣脱了概念化的存在，变得鲜活且

意味深长。

■本报记者 许旸

纪录片 《美在雅安》 不仅用镜头记录了雅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貌， 也在配

乐上注意地域音乐元素与世界通用音乐语汇的充分融合， 以此打动了更多海外观

众。 图为该片剧照。

去年初， 由威瑟斯彭和妮可·基德曼合作的美剧 《大小谎言》 横扫了艾美奖。
这为瑞茜·威瑟斯彭积累了电视剧的成功制作经验。 图为该剧剧照。

■ 现实主义是当下写作的趋向， 不少长篇更接地气， 记述了中国故事的精神、
价值与分量， 将浓厚的人间气息与鲜明的时代精神融汇笔下

■ 聚焦现实题材的创作， 就是要诚心诚意进入现实的内部， 以文学的审美样式
和规律呈现现实的生动和丰繁

开年首期 《钟山》 继续坚

持人文主义精神底色， 以探索

和发掘人性秘密为己任。 作家叶

晔 《觉醒三章》、 任珏方 《命这

东西》、 鲍十 《岛叙事》 等中篇，
王啸峰 《双鱼钥》 等短篇小说

集中亮相。

2018 年 《小说界》 开年第

一期围绕塞林格的短篇名 《破

碎故事之心》 为关键词 “命题

作文”， 顾湘、 许佳、 宝树、 老

王子等作家带来 “风格不同又

互为观照的一组短篇”， 宛如多

声部的合唱。 （均杂志方供图）

2018 年 第 一 期 《长 江 文

艺》 主打中短篇小说， 包括作

家许春樵 《月光粉碎 》、 和晓

梅 《月光博物馆》 等中篇， 冉

正万 《一只阔嘴鸟 》、 舒飞廉

《裟椤船》、 秦无衣 《酒驾》 等

短篇， 风格各异， 精彩纷呈。

翻开 2018 年第一期 《人

民文学》， 主打长篇来自周大

新 《天黑得很慢》。 王十月中

篇 《子世界》、潘军短篇《泊心

堂之约》引人注目；毕飞宇发表

了 《屹立在三角平衡点上的小

说教材：〈包法利夫人〉》。

刚 出 炉 的 今 年 首 期 《当

代》， 依然关注现实主义书写，
关 心 时 代 大 潮 中 的 浮 沉 命 运 。
张 炜 长 篇 新 作 《艾 约 堡 秘 史 》
借小渔村缩影思索经济社会演

变， 被评价为 “一位学者以渔

歌对流行的反抗”。

《收获》 开年新刊朝岁月

深处追溯， 以文学的温度和力

量 钩 沉 历 史 。 陈 河 长 篇 新 作

《外苏河之战》 讲述战火纷飞里

青年士兵的坚守与追求。 弋舟

短篇 《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
构思精巧。

2018 年 《上海文学 》 开本

改为小 16 开。 今年第一期推出

短篇小说特辑 ， 所刊短 篇 都 在

4000 字以内 ， 九十高龄宗璞短

篇 《你是谁 ？》， 上海作家陈村

搁笔多年后的 《第一只苹果 》，
都显示了各自奇思。

今年是中国 改 革 开 放 40
周 年 ， 与 改 革 开 放 相 伴 而 生

的 《十月》 也即将迎来 40 岁

生 日 。 开 年 新 刊 里 ， 莫 言 短

篇 小 说 和 诗 歌 新 作 、 罗 伟 章

中 篇 《白 岛 》 、 叶 兆 言 短 篇

《布影寒流》 等亮相。

今年 第 一 期 《花 城 》 首 发

了作家莫言的短篇小说 《诗 人

金希普》 《表弟宁赛叶》、 诗歌

新作 《雨中漫步的猛虎》， 不难

看出 ， 莫言以奇异想象 和 现 实

元素的奇幻组合 ， 呈 现 出 复 杂

世相在内心的映射。


